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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通过超星发现系统,对我国2010—2014年间5年内公开发

表的各种体育类期刊所刊登的有关乒乓球直拍横打的相关文献

144篇为研究对象,并且结合我国16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以

2008版《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依据)在2004—2014年间所

发表在16种核心期刊的有关乒乓球直拍横打的科研论文为研究对

象。说明:16种体育类期刊为(见表4)。从训练方法与教学类、对直拍

横打技术分析类、直拍横打发展类、直拍横打战术理论类及人物传

记5个方面梳理统计各类文章的有关内容,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1  结果与分析

1 . 1 直拍横打有关文章时间数量分布分析

通过在超星发现系统中搜索近5年间直拍横打的相关论著,在

表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2010—2014年每年与直拍横打有关发文量

基本上处于平缓趋势。从表2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2010—2014年每

年与直拍横打有关的学位及期刊文发文量基本上也处于平缓趋

势。

1 . 2 直拍横打有关论文及期刊的主题与内容分析

研究内容所涉及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一门技术的发展水平

(见表3)。近5年的研究主题一直围绕着训练方法与教学、对直拍横

打技术分析、直拍横打发展、直拍横打战术理论这4个主要方面进

行研究。通过表3也可以反映出近5年以来对直拍横打技术分析类

研究的论文和对直拍横打战术理论研究的论文数量所占的比重是

相当大的,分别达到了54.5%、16.1%。然而对直拍横打发展趋势以

及对直拍横打训练方法与教学研究的论文数量上所占的比重可谓

是少之又少,分别占到了12.1%、9%。当然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

不论那一项乒乓球新的技术的出现都会经历一个由理论—实践—

理论—实践,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我们对直拍横打技术理

论和战术理论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是相当的成熟了,但是大多数学

者为了推动直拍横打的发展,还是不惜从技术和战术这2个方面去

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然而把直拍横打运用到如此娴熟的运动员还

是少之又少,研究对象资源的缺少势必会影响技术、战术理论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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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文献数量 所占百分比 

2010年 26 18% 

2011 年 27 18.7% 

2012 年 25 17.3% 

2013 年 27 18.7% 

2014 年 26 18% 

合计 144 100% 

表 1 2010 — 2014 年直拍横打相关论著发文量(N=144)

年份 文献数量 所占百分比 

2010年 20 20.2% 

2011 年 24 24.2% 

2012 年 20 20.2% 

2013 年 22 22.2% 

2014 年 13 13.1% 

合计 99 100% 

注:相关论著包括:图书、报纸、学位论文、期刊、视频、科技成

果等。

表 2 2010 — 2014 年直拍横打相关论文及期刊发文量(N=99)

主题与内容 文献数量 所占百分比 

训练方法与教学 9 9% 

对直拍横打技术分析 54 54.5% 

直拍横打发展 12 12.1% 

直拍横打战术理论 16 16.1% 

人物传记 8 8% 

合计 99 100% 

表 3 2 0 1 0 — 2 0 1 4 年直拍横打有关论文及期刊的主题与内容
(N=99)

表 4  2 0 1 0 — 20 1 4 年直拍横打有关文献在体育类核心刊物发文
量(N=16)

刊物名称 文献数量 所占百分比（%） 

体育科学 - 0 

中国体育科技 - 0 

体育与科学 - 0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 0 

体育学刊 - 0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 0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 66.7 

体育文化导刊 1 33.3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 0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 0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 0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 0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 0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 0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 0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 0 

合计 3 100 

表 5 2 0 1 0 — 201 4 年直拍横打有关文献的作者所在机构的分布

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区域 作者数量 所占百分比（%） 

南方 38 47.5 

北方 42 52.5 

东部 72 90 

西部 8 10 

合计 80 100 

研究方法 数量 所占百分比（%） 

文献法 78 79 

观察法 76 77 

实验法 74 75 

数据统计法 79 80 

比较分析法 56 57 

逻辑分析法 16 17 

案例分析法 5 6 

其他 3 4 

表 6 2010 — 2014 年直拍横打 99 篇期刊及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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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发展,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1.2.1 直拍横打有关文献在体育类核心刊物发表的数量分析

通过表4可知近5年16种核心期刊上收录有关直拍横打的发文

量只有3篇,除了排除不同的期刊随着时间的变化,期刊的栏目设

置、侧重点及组稿的方向性,决定发文数量的关键这一不争的主观

原因以外,就单从客观方面考虑,这也进一步说明对此项研究已经

走到了低谷期。从这3篇期刊的内容方面分析:分别是陈秋喜在《武

汉体育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乒乓球直拍横打侧挑技术运动原理》;

沈贵庆、卢耿华在《体育文化导刊》上发表的《无机时代王皓乒乓球

技战术分析》;王樱桃、楚简在《体育文化导刊》上发表的《马琳与王

皓比赛中战术组合特征对比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还是从技术战

术两个方面寻求突破。然而研究趋势的不确定性也是这一问题的

关键所在。

1 . 3 直拍横打有关文献的作者分布分析

载文地域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度。

根据表5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科研的成果分布上存在“东强西弱、

南北相当”的格局,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相对应的科研水平也较强,

科研的发展状况与该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科学研究促

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科研投资的飞速增长。最

低的地区为宁夏和西藏发文量为0,北方和南方发文量分别为42

篇、38篇。西部十二省区总刊文量是8篇,只占到总量的10%。而东部

的总刊文量就达到72篇,占到总量的90%。从作者的所在单位上看,

高校占到(69人)86.2%科研机构占到(8人)10%,其他占到(3人)3.

7%,说明高校教师及在校大学生是直拍横打研究的主力军,造成

这样大比例的差异的主因是当前高校的科研机制、工资效益、职称

需求等因素密切相关,高校具备科研的专业人员和经费等支持。副

教授和讲师是近5年来直拍横打研究的主导位置,占到了整个份额

62.3%作为高级职称的教授所占比例仅为8.9%,其他则为在校大

学生所占比例28.8%。造成这种“凸”状分布原因:一是核心期刊对

作者职称的要求定位所致,当前GS类的体育核心期刊对作者的要

求副高以上或博士学位;二是职称级别只上不下的“金饭碗”现状,

导致许多中高级职称的人员带有功利去搞科研,抱上“金饭碗”后

开始出现懈怠的思想。这也是导致直拍横打这一课题到停滞不前

的原因所在。

1 . 4 直拍横打有关文献研究方法分析

由于人们认识问题的角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等因素,而且研

究方法本身处于一个在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相互转化的动

态发展过程中,所以对于直拍横打这一课题的研究方法也应朝着

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从表6梳理出来的这些研究方法来看还是显

得有些单一,这就降低了研究的效度。其中排名前3位的研究方法

为数据统计法、文献法、观察法分别占到了80%、79%、77%。这也是

直拍横打这一课题研究走到瓶颈的一个重要原因。

2  结论

通过对以上4个大方面数据整理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技术、

战术这两个词语出现的频次最高,这两个高频词语所反映出学者

的关注点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断从深度上研究。而从宏观视角广度

上的研究实在是欠缺。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今后关于直拍横打

的研究应从培养、训练方法等方面出发,这也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

实践可持续发展创新提供了方向性的参考。直拍横打是一代代中

国乒乓球研究者通过辛勤的努力创造的一大成功案例,也是中国

乒乓球研究者对世界乒乓球运动的一大贡献。所以在人们盛赞直

拍横打创新成功、推崇持该种打法的超一流选手时,认真、冷静地

总结、研究一下该技术创新以后的发展道路,不无裨益。如果我们

能够多视角角度分析,并且想到更好的与其他基本技术现结合或

从培养更多的向王皓马琳等优秀的乒乓球直板运动员的角度出发

其现实意义则更大。

3  建议

(1)直板横打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也进一

步反映了直拍打法进入了低谷期,想要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就应该

跳出具体技术的研究从广度方面分析,例如：从探索前三板体系为

突破口,从推挡与横打完美结合等方向研究。

(2)直拍打法要保持优势,就必须不断创新。理想中的最佳组合

要具备马琳的正手、王皓的横打、蒋澎龙的推挡、金泽洙、柳承敏的

步法,要把这一理想转换为现实就必须从娃娃抓起,对直拍横打这

一课题的研究方向也因从具体的培养、训练方法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也可能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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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比赛、校际联赛、国内大学生比赛等形式,鼓励发展传统

体育项目,使这些传统项目发扬光大,长久不衰。新型体育项目也

是学生乐于尝试和积极参与的,在适当的条件,引进新型体育项

目,丰富体育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3 . 2 共享优秀传统体育项目进入高校体育课教学

由于高校开发的项目不相同,有些资源不能共享,不利于该市

体育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在新疆乌鲁木齐普通本科院校中体育课

教学中应该通过互相合作的方式尽可能达到优秀民族体育项目共

享,可以更好的达到校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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