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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乒乓球队巴黎奥运会成绩展望与备战策略探析①

王雨阳, 黄诚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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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数据统计分析、对比研究等方法,结合乒乓球研究中常用的“三段分析法”,对中国、德国、

日本三国乒乓球队现役的大龄球员进行分析和三国新生代球员之间进行对比,预测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乒乓

球队的成绩,并对巴黎奥运备战期间中国乒乓球队备战策略提出建议.研究认为,中国乒乓球队在做好自身充分准

备的前提下,完全有能力获得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男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单打以及女子团体的金牌,甚至

包揽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全部5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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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isdissertation,thedocumentationmethod,statisticalanalysisandcomparativeresearch,

combinedwiththethree-paragraphanalysiscommonlyusedintabletennisresearch,havebeenadoptedto
analyzethecurrentChinese,GermanandJapanesetabletennisveteransandcomparethenewgenerationof
players,predicttheperformanceoftheChinesetabletennisteamattheParisOlympicGamesinthree
years,andputforwardcountermeasuresforpreparationsduringParisOlympiccycle.Itisbelievedthatthe
Chinesetabletennisteam,underthepremiseofmakingfullpreparationsforitself,isfullycapableofwin-
ningthegoldmedalsinmenssingles,mensteams,womenssinglesandwomensteamsinthetableten-
niseventsoftheParisOlympicGames.Althoughtherearecertainrisksinthemixeddoublesevent,itis
believedthattheChinesetabletennisteamwillbeabletowinthegoldmedalinthiseventafterlearning
fromtheexperienceoftheTokyoOlym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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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队成绩概览

2021年8月8日,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奖牌数定格在38金32银18铜,总数

88枚,排名第二,38金的成绩平了参加境外奥运会的最好成绩.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在乒乓球、举重、跳

水这3个传统强项中,依然保持着绝对优势,成绩分别为4金3银(共5个小项)、7金1银(共8个小项)、

7金5银(共8个小项),这三大项比赛几乎占中国队所获金牌的一半.在一些优势项目上,如体操、羽毛

球、射击这三大项,我国运动员依旧保持着不俗的竞技水平,夺得不少奖牌.同时,在一些主要赛场之外的

比赛,中国的运动健儿也是捷报频传,如击剑、场地自行车、帆船、皮划艇等项目收获了不少奖牌.最令人

惊喜的当属游泳和田径这两个大项,游泳项目在孙杨缺席的情况下,中国队丧失了在长距离游泳项目中的

竞争优势,转而冲击一些中短距项目的奖牌,并取得了3金2银1铜的不俗成绩;田径项目女子铅球和女

子标枪获得了两枚宝贵的金牌,同时,在男子短跑项目上,中国名将苏炳添以9.83秒的成绩打破亚洲纪

录,首次进入奥运会100米决赛,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然而,东京奥运我们取得的成绩已经成为过去,中

国队将面临下一届巴黎奥运会的巨大考验,面对巴黎奥运会的这场大考,我们的传统强队———中国乒乓球

队会取得怎样的成绩? 将如何备战? 备受学界关注.

2 乒乓球世界强队发展现状

德国队和日本队始终是中国乒乓球队强劲的对手,纵观奥运会乒乓球历史以及各项国际大赛最终成绩

可以发现,德国和日本是最能给中国队带来阻力的两支队伍,因此,分析两队大龄球员及新生代球员十分

必要.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取得了4金3银,依旧展现了强大的实力,通过分析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的参赛

选手名单,可以发现亚洲和欧洲仍然是参赛乒乓球队最多的两个洲,球员年龄有高有低,而一些来自欧洲

且实力强劲的参赛球员年龄普遍偏大,比较著名的两位是德国的选手蒂姆·波尔,40岁,以及迪米特里·
奥恰洛夫,33岁.可以看出亚洲以外的国家,优秀乒乓球球员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老将的竞技水平难

以维持甚至下滑,而年轻球员还难担大任.
日本队一直是中国队的强劲对手,在东京奥运会上,险胜中国队取得一枚混双金牌,展现了一定实力.

日本作为中国的邻邦,在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上一直追随着中国的脚步,并以战胜中国队为目标,不断有新

一代的优秀球员出现,而日本也被认为是现阶段最有希望击败中国队的队伍.男队从老将水谷隼到新生代

张本智和,女队从老将石川佳纯到新生代伊藤美诚,都具备在国际大赛上与中国队搏杀的实力,这为中国

队要在巴黎奥运会上实现包揽全部项目金牌的目标带来了不小的阻力,需要在备战中高度重视.

3 各国高龄球员分析

3.1 男子球员

3.1.1 中国队

领军人物年龄偏大,竞技水平难以提升.现年33岁的马龙,作为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现役的传奇人

物,在夺得里约奥运会冠军后,依旧选择奋斗在第一线,卫冕了东京奥运会男单冠军,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现有研究指出,我国运动员成才年龄集中在21~26岁并具有高度的项目聚集性[1].同时,大部分职业运动

员在30岁后,身体各项机能会逐渐下降,也就意味着职业生涯开始走下坡路,这时候若想要继续保持状

态,就需要对身体给予更大强度的刺激,但这也会导致一些意外伤病的出现.马龙也不例外,从2018年因

伤离开赛场,2019年进行手腕和膝关节手术,到2020年底再度夺得赛事冠军,整整两年多的时间,马龙经

历了大部分大龄运动员所需要经历的恢复过程,并最终如愿再一次站上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可以看出,
对于超过30岁的运动员来说,四年的奥运周期带来的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在面对身体机能下降的同

时,还有可能要面对较差的比赛成绩带来的精神压力.马龙虽然实力强大,并且拥有足够的精神意志力,但

其所处的中国乒乓球队从来都是一支不乏人才的队伍,这支队伍在成就马龙的同时,也势必会给马龙在接

下来的3年奥运周期带来巨大压力.因此,马龙也许能够再次进入奥运队伍,但能否卫冕巴黎奥运会的男

单冠军,还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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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德国队

老将竞技水平下滑堪忧.德国队队员蒂姆·波尔作为一名大龄运动员,已经在职业乒坛奋战20余载,
已经40岁的波尔在东京奥运会上与队友一同夺得了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的亚军,实属不易.而在男

单方面,波尔遗憾止步16强,通过观看比赛录像,可以看出波尔作为欧洲球员,高大的身躯使其步伐移动

较亚洲球员稍慢,并且随年龄增长,其接球反应速度、步伐频率也有所下降.另外,现年33岁的迪米特

里·奥恰洛夫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中也算大龄球员,在男单半决赛中憾负给中国球员马龙,随后取得

了男单项目的季军.对于德国队来说,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时年36岁的奥恰洛夫仍有机会冲击奖牌,但

43岁的波尔则可能再度站上赛场,但很难取得好的成绩.
3.1.3 日本队

与中国队、德国队相比,日本男乒同样面临着领军人物年龄偏大和球员伤病即将退役的问题.日本队

的选手水谷隼现年32岁,在东京奥运会上与伊藤美诚搭档获得了混双金牌,但其眼部伴有比较严重的疾

病,很显然在乒乓球这种需要快速反应、预判落点、旋转、弹跳的运动中对成绩的影响会非常大,他本人也

在赛前表示东京奥运会结束后将退役.由此可以看出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使得一部分本身带有较严重伤病的

运动员对伤病的忍耐时间也延长了[2],届时,水谷隼很有可能不再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
3.2 女子球员

3.2.1 中国队

相较于男子运动员,高水平女子乒乓球运动员取得成绩的年龄更早,但她们的运动寿命也更短,退役

年龄也更早.我国的优秀女子乒乓球运动员通常在15~18岁就能达到世界水平,最佳竞技年龄在不断地增

大,但我国缺乏对大龄运动员的系统训练和思想启发,因此她们的运动寿命呈缩短的趋势[3].
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的刘诗雯已满30岁,属于大龄球员,依然坚持站上了混双的战场,与许昕搭

档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在东京奥运会开始前,她明确表示这将是她其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她在

2020年手腕遭受受伤,随后进行了手术,状态本就有所下滑,东京奥运会在混双结束后,伤势复发,不得

不退出了女团的所有比赛,遗憾结束了属于她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另一位老将朱雨玲,现年26岁,在东京奥运会上未能代表中国队参赛,年龄也已偏大,到巴黎奥运会

时已是一名29岁的老将,她在东京奥运周期中所取得的成绩虽值得肯定,但其竞技状态下滑,最终无缘东

京奥运会.
3.2.2 德国队

德国女子乒乓单项实力偏弱,但整体实力依然是世界前五名,本届奥运会上获得了团体第四的成绩.
她们拥有两位高龄球员,37岁的单晓娜和38岁的韩莹,单晓娜实力较弱,不将其考虑为中国队的主要对

手,但韩莹作为一名削球手,打法犀利,也曾给中国队带来一定的困难,不过到巴黎奥运会,其年龄过高,
已经超出了职业运动员的黄金年龄,很难再有新的突破.
3.2.3 日本队

日本女队现阶段的主力球员,石川佳纯,28岁,在女子运动员中已属大龄球员,若参加巴黎奥运会,
她的年龄将突破30岁.在东京奥运周期中,她的世界排名曾一度排名世界第三,获得过多个女双和混双的

亚军,也获得过个人单打的铜牌,其个人实力较强,但面对如今势头正盛的几位中国年轻女球员,她的威

胁相对较小.

4 巴黎奥运会成绩预测

4.1 “三段分析法”阐释

乒乓球技战术中最为常用的“三段分析法”是由吴焕群和张晓蓬提出,也是现今使用率最高的乒乓球研

究方法之一.3个阶段即:发球抢攻段 (前三板)、接发球抢攻段 (前四板)和相持段 (后五板),通过分析球

员在3个不同的技术阶段来计算出这3个阶段的得分率和失分率,从而明确运动员的整体技术特点和分段

技术特点,并针对对手的技术特点来调整自身战术安排.同时,也可以从不同阶段的技术对比中来判断两

者不同阶段的实力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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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得分率和使用率的计算方式如下:
段得分率=段得分/(段得分+段失分)×100%;
段使用率= (段得分+段失分)/(总得分+总失分)×100%.
“三段分析法”评估标准如表1.

表1 “三段分析法”评估标准

发球抢攻阶段

得分率/% 使用率/%

接发球抢攻阶段

得分率/% 使用率/%

相持阶段

得分率/% 使用率/%
优秀 70 50 55
良好 65 25~30 40 15~25 50 45~55
及格 60 30 45

4.2 中国队成绩预测

有研究指出,我国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平均退役年龄为27.2±1.99岁,而在此之前,他们平均能维持

4年的最佳竞技状态,而达到巅峰的平均年龄则是26.82岁,如表2、表3所示[4].从隔网个人项目的经验

数据来看,男女运动员首次夺冠的年龄为23~25岁,再次夺冠的年龄为28岁左右,而在28岁之后,部分

运动员会选择退役.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大部分优秀乒乓球运动员的黄金竞技年龄段为23~28岁,28岁以

后会逐渐丧失竞技力.而在目前中国乒乓球队的大名单之中,现年24岁的樊振东、21岁的孙颖莎、22岁的

王曼昱,其年龄都与黄金竞技年龄段相重叠,届时将是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夺冠的热门人选.
表2 中国175名往届奥运冠军首次夺冠年龄的统计分析

项群 性别/n 中位数/周岁 平均值/周岁 标准差 95%CI/周岁

隔网个人 全(37) 23.85 24.01 2.56 (23.16,24.86)
男(19) 24.52 24.45 2.69 (23.15,25.75)
女(18) 23.68 23.54 2.39 (22.35,23.54)

隔网团体 女(27) 22.85 23.53 3.07 (22.31,24.74)
快速力量 全(21) 23.51 23.68 2.88 (22.37,24.99)

男(10) 23.69 24.01 3.58 (21.45,26.57)
女(11) 23.51 23.38 2.21 (21.89,24.86)

体能速度 全(14) 22.19 23.72 4.11 (21.35,26.10)
男(3) 26.1 25.51 4.57 样本太少

女(11) 21.94 23.24 4.08 (20.50,25.98)
体能耐力 全(11) 22.35 23.3 3.57 (20.90,25.70)

男(3) 20.68 22.76 4.2 样本太少

女(8) 22.6 23.5 3.6 (20.49,26.52)

表3 中国57名往届奥运冠军再次夺冠年龄的统计分析

项群/n 中位数/周岁 平均值/周岁 标准差 95%CI/周岁

全体项目(57) 26.75 27.21 0.55 (26.11,28.31)

技能难美(19) 24.90 25.05 0.71 (23.57,26.53)

技能准确(3) 28.17 32.75 5.48 样本太少

格斗对抗(4) 28.13 27.73 2.62 样本太少

隔网个人(18) 28.16 27.90 0.63 (26.58,29.22)

快速力量(8) 28.62 29.29 1.53 (25.68,32.90)

体能耐力(5) 24.67 25.83 1.51 样本太少

  作为近年来中国男乒最大竞争对手的张本智和,从他与樊振东的最近一次比赛对阵数据来看,该场比

赛最终樊振东4∶2取得胜利,通过“三段分析法”来研究樊振东在乒乓球比赛中各个阶段的得分能力(表4).
可以看出樊振东在中后半段的实力较张本智和更强,并且在发球抢攻段也有不错的得分率,整体实力高于

张本智和,并且平均得分率也高,所以樊振东是非常有希望击败张本智和进入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打决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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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9年国际乒联男子世界杯决赛三段分析

发球抢攻段

得分率 使用率

接发球抢攻段

得分率 使用率

相持段

得分率 使用率

樊振东 52.0% 24.5% 41.4% 28.4% 70.8% 47.1%
评估 不及格 及格 良好 优秀 优秀 良好

张本智和 68.0% 24.8% 52.0% 24.8% 23.5% 50.5%
评估 良好 及格 优秀 良好 不及格 良好

  再来看女队,奥运冠军陈梦以及亚军孙颖莎,在东京奥运周期取得的成绩十分耀眼,曾获得各级联赛冠

亚军、各类大赛冠亚军,但陈梦的年龄偏大,巴黎奥运会时将达到30岁,而孙颖莎尚属新生代球员,届时

24岁,是取得突破性成绩的黄金年龄.然而,在刚刚结束的全国运动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中,王曼昱以4∶0
的碾压之势击败了孙颖莎,夺得了本届全运会的冠军.因此,可以判断两者的实力差距在逐渐缩小,但仍需进

一步对两位选手的历史比赛进行分析,在此选取比分较为接近的2018匈牙利公开赛决赛作为分析对象(表5).
表5 2018匈牙利公开赛决赛三段分析

发球抢攻段

得分率 使用率

接发球抢攻段

得分率 使用率

相持段

得分率 使用率

王曼昱 73.3% 22.9% 54.2% 18.3% 46.8% 58.8%
评估 优秀 及格 优秀 良好 及格 优秀

孙颖莎 52.4% 20.2% 42.9% 26.9% 43.6% 52.9%
评估 不及格 及格 良好 优秀 不及格 良好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王曼昱在全段技术上较孙颖莎表现更为优秀,拥有更高的得分率,特别是发

球抢攻段.并且两人近年来在国际赛场上的比赛成绩为6∶6,非常地接近,因此,如果在2024年巴黎奥运

会上交手,就十分看重双方的临场发挥和随机应变的能力.所以,巴黎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冠军归属还难以

下定论,但极有可能在这两位球员之间诞生.中国代表队球员在东京奥运周期世界大赛最好成绩及最高世

界排名如表6.中国代表队球员与主要对手比赛成绩如表7、表8.
表6 2016-2021年中国乒乓球队主力及新生代球员成绩排名

世界杯 世锦赛 国际乒联总决赛 国际乒联巡回赛 最高世界排名

樊振东
单打冠军(3次)

团体冠军(2次)

单打亚军(1次)
团体冠军(1次)
男双冠军(1次)

单打冠军(2次)

男双冠军(1次)
单打冠军(6次)

男双冠军(6次)
1

马龙
单打冠军(1次)

团体冠军(2次)

单打冠军(2次)
团体冠军(1次)
男双冠军(1次)

单打冠军(1次)
单打冠军(5次)

男双冠军(4次)
1

许昕
单打亚军(1次)

团体冠军(2次)

单打季军(1次)
团体冠军(1次)
男双冠军(1次)

男双冠军(1次)

混双冠军(1次)

单打冠军(8次)
男双冠军(11次)
混双冠军(6次)

1

孙颖莎 无 女双冠军(1次) 无

单打冠军(6次)
女双冠军(2次)
混双冠军(1次)

2

陈梦 团体冠军(1次)
单打亚军(1次)
团体冠军(1次)
女双亚军(1次)

单打冠军(4次)

女双冠军(1次)
单打冠军(8次)

女双冠军(7次)
1

王曼昱 团体冠军(2次)
单打季军(1次)
团体冠军(1次)
女双冠军(1次)

女单亚军(1次)
单打冠军(5次)

女双冠军(8次)
2

  数据来源:ITTF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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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男子比赛成绩记录

奥恰洛夫 波尔 弗朗西斯卡 水谷隼 张本智和

马龙 19∶0 16∶4 2∶0 15∶0 4∶2

樊振东 6∶2 11∶0 2∶1 6∶0 4∶1

许昕 7∶1 5∶1 10∶0 14∶1 8∶0

表8 女子比赛成绩记录

伊藤美成 石川佳纯 平野美宇 韩莹

陈梦 4∶0 7∶1 4∶1 5∶2

孙颖莎 6∶2 6∶1 4∶0 —

王曼昱 9∶2 2∶0 2∶0 3∶0

朱雨玲 3∶2 13∶2 7∶1 3∶0

  数据来源:ITTF官网.

从表6~表8可以看出,中国乒乓球队在对阵国外球员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一直保持着胜多负少的状

态.因此,研究认为,中国队能够包揽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男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单打以及女子团

体的金牌,混双项目虽有一定的风险,但相信国家乒乓球队在吸取东京奥运的经验教训后,一定能在该项

目上夺得金牌.
4.3 德国队成绩预测

德国乒乓球队拥有33岁的奥恰洛夫和28岁的弗朗西斯卡,而届时两人的年龄将达到36岁和31岁,

均属于大龄球员,由于德国乒乓球队的新生代人数偏少,目前还未见能够替代波尔、奥恰洛夫、弗朗西斯

卡这三位的运动员出现.奥恰洛夫在东京奥运周期中曾获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并夺得了第38届乒乓球世

界杯的冠军,最终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了男单季军和男团亚军的成绩;弗朗西斯卡曾在2019赛季击败过中

国乒乓球队三大主力队员,其中就包括樊振东.整体来看,德国队由于年龄偏大问题,同时伴随着大龄球员

的伤病问题,整体实力在逐年下滑,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虽然会对中国队形成一定的阻力,但可以

预见的是德国队的威胁会随着球员年龄增长而下降,最终成绩也不会太理想.
4.4 日本队成绩预测

日本乒乓球队的张本智和,在参加东京奥运会时年仅18岁,而到2024年也才21岁,是目前各球队主

力中年龄最小的球员,在东京奥运周期中也曾多次击败中国球员,并获得过2次公开赛男单冠军、1次乒

联总决赛冠军、1次世界杯亚军及1次世界杯季军,世界排名也一路爬升到前五的位置,实力不容小觑.但

年龄小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其在拥有最佳身体状况的同时,比赛经验、技术全面性等方面会存在不足,论

参赛次数和大赛经验,张本智和无法与樊振东、波尔、奥恰洛夫等球员相比,而论技术,张本智和风格强

悍,偏向于前三拍强攻,但相持球偏弱,一旦进入多拍其失误率会大幅上升[5].因此,通过未来3年的成长

以及不断地技术改进,张本智和很有希望夺得一枚单打奖牌甚至冲击金牌,并且可以率领日本男团取得更

好的成绩.

5 巴黎奥运会备战策略

东京奥运会的结束意味着巴黎奥运周期的开始,而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如何在这3年时间中提高自我、

练出水平、赛出自信,将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本文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分析,提出几点

建议,以供参考.
5.1 进一步优化竞争机制

我国乒乓球队对于赛事选拔办法的制定一直是临近比赛再进行制定,并且各选拔办法之间缺乏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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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类似于《2008年奥运会乒乓球人员选拔程序》《2012年奥运会乒乓球参赛运动员选拔办法》等都是进入

奥运年后才开始进行研究制定的,缺乏整体的系统性思维[6],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各级赛事选拔体制,使

得选拔结果有时候会有失偏颇,会埋没一些确有实力的球员,竞争环境变差.因此,我国乒乓球队选拔机制

要做到“早做、快变、全面”3个要求.早做,指的是选拔办法要尽早出台,对已经成型的赛事体系进行面对

选拔机制的调整,不断完善选拔机制,在给予新生代球员更多机会的同时,也确保实力强劲的球员能够入

选大名单;快变,指的是国际乒联近20年来不断在器材、技术、赛制等3个方面进行改革[7],国内选拔办

法要及时调整、与时俱进,要快速灵活应变,对能够适应新环境的球员给予更多的关注;全面,指的是办法

要能顾全大局,做到以提升球队整体实力为最终目的,尽快建立、完善相应考评机制、建章立制[8],优化竞

争机制.

5.2 差异化对待新老球员

东京奥运的两位国家乒乓球队男队主力马龙和许昕,现阶段已年龄偏大,且都有一些伤病,对他们来

讲,要降低训练强度,增加训练的频次,以维持状态为主;同时,要贯彻“以赛代练”的思想,通过对抗比赛

来寻找感觉,了解主要对手的情况.而作为公认的领军人物,樊振东正处在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要将其作

为重点对象进行培养,提升其技术的全面性,增强体能储备,以应对大量的国际赛事.同时,要有针对性地

加强重点对手的比赛分析,反复观看比赛录像[9],比对数据,适时调整樊振东自身的技战术策略,做好奥

运赛场上相遇时的充分准备.
最后,对于一些新生代球员,如王楚钦等表现较为优异的球员,则要完善奖励机制,若能够多次稳定

地击败国家乒乓球队或国外高手球员,就要考虑其参加巴黎奥运会的更多可能性,从精神上进行鼓励,期

待“马太效应”能够在这类球员身上产生.

5.3 增加到欧洲参赛的频次

由于下届奥运会在巴黎举行,其拥有温带海洋性的气候,降水日数多,强度小,湿度大,且冬夏温差较

小,夏季平均气温18℃,夏季的平均气温低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气候的变化会使得运动员的状态受到

影响,例如相对湿度过大时,会使得运动员体内的汗液难以蒸发,使身体的散热变得困难,造成心情的郁

闷烦躁[10];而较低的温度则会使流向脂肪的血液减少,导致体能的维持时间缩短[11].所以在巴黎奥运周期

中,建议国家乒乓球队队员更多地前往欧洲西部参加巡回赛或其他赛事,或者在国内模拟巴黎的场馆环境

进行训练,提前进行奥运赛场的适应,提高运动员的环境适应能力,从而避免由于环境变化导致的机体不

适现象.

6 结论

在对中国、德国以及日本3个国家的乒乓球队现状进行分析后,不难看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中

国队球员年龄过渡平缓,拥有完整的青训体系和优良的乒乓球竞技传统,还拥有高水平的国内联赛体

系,这些条件和环境可以很好地帮助中国乒乓球队的球员进行备战,在巴黎奥运会上冲击更好的成绩,

甚至包揽全部金牌;第二,德国队球员年龄缝隙过大,在老球员状态下滑的同时,新队员并未展现出足

够的实力来接替老队员,加之乒乓球运动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大众健身运动而非高水平的职业运动,缺

乏系统的培训体系,德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的前景堪忧,但作为老牌的欧洲劲旅,德国队团体赛依旧有机

会进入四强,而单打项目恐难有奖牌入账;第三,日本队则拥有年轻的小将,尽管缺乏年龄适中、经验

丰富的球员来领航,但近年来日本队实施的“断代培养”计划已初见成效,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未来可期

的年轻球员,这些球员将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对中国球员产生最大冲击力的竞争对手.然而,即使日本队

对中国队有一定的威胁,但中国队包揽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全部5枚金牌,并且实现男单、女单会

师决赛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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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乒乓球队在巴黎奥运备战措施方面,首先,要尽早地制定奥运选手的选拔程序,勤于练兵备战,

抓好日常训练和巡回比赛;其次,要贯彻落实“区别对待”的原则,做到“知人善任”,做好“传帮带”,让老队

员更多地发挥好领航作用,激励年轻球员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最后,要加强适应性训练和比赛,多参加

欧洲赛事,为适应环境和调整最佳竞技状态做好准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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