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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及专业名称：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初试科目代码及名称：612 体育学基础综合（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学）

参考书目及考试大纲：

参考书目：

田麦久.运动训练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田麦久.运动训练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4月第2版

邓树勋.运动生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邓树勋.运动生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考试大纲：

体育学基础综合（612）

（一）《运动训练学》考试大纲

第一章 竞技体育与运动训练

1.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

2.运动训练学及其理论体系

3.运动成绩与竞技能力

第二章 运动训练的科学管理

1.运动训练的管理体系

2.高水平运动队训练管理

3.高等院校及职业俱乐部优秀运动员的管理

4.竞技体育后备队伍的训练管理

第三章 运动员选材

1. 运动员选材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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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动选材的生物学基础

3. 运动员科学选材的实施

第四章 运动训练的基本原则

1. 运动训练原则和运动训练规律释义；

2. 运动训练原则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3. 各训练原则释义、学科基础及训练学要点

第五章 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

1. 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的区别和联系；

2. 现代运动训练方法的发展趋势；

3. 模式训练法和程序训练法的基本结构；

4. 分解、完整、重复、持续、间歇等训练法的分类及其应用；

5. 运动训练手段的基本结构、基本分类；

第六章 运动员体能及其训练

1. 体能训练的基本内容、意义及要求；

2. 力量素质的类型及其常用训练方法；

3. 儿童少年力量训练注意事项；

4. 速度素质分类及其训练方法；

5. 速度素质训练注意问题；

6. 耐力素质分类及常用训练方法；

第七章 运动员技术能力及其训练

1. 运动技术构成要素及基本特征；

2. 运动技术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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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动技术评价的标准和指标；

4. 运动技术训练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5. 何谓技术风格，技术风格的影响因素；

6. 运动技术创新缺损时的相关训练对策；

第八章 运动员战术能力及其训练

1. 竞技战术构成及分类；

2. 体能和技能对竞技战术的影响；

3. 战术训练的常用方法；

4. 战术方案的基本内容；

5. 制定战术方案的注意事项；

6. 战术训练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第九章 运动员心理能力与运动智能及其训练

1. 心理能力与其它竞技能力的相关关系；

2. 心理能力训练的常用方法；

3. 运动智能的重要作用；

4. 心理训练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异同；

第十章 多年训练过程的计划与组织

1. 运动训练过程的基本结构；

2. 按训练阶段划分的训练计划种类；

3. 运动训练计划的基本内容；

4. 制定多年训练计划的必要性；

5. 全程性多年训练计划的阶段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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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础训练阶段的主要任务、基本内容和负荷特征；

8. 专项提高阶段和最佳竞技阶段训练内容和负荷安排的异同点；

9. 何谓“高原现象”，导致“高原现象”的原因有哪些；

10. 如何保持集体项目运动队的竞技能力；

11. 竞技保持阶段训练内容和负荷安排特点；

第十一章 运动员年度训练过程的计划与组织

1. 年度训练计划的类型；

2. 何谓竞技状态，竞技状态与大周期阶段划分的关系；

3. 不同训练水平运动员年度训练周期类型的选择；

4. 训练大周期日程确定的工作步骤；

5. 准备期、比赛期和恢复期各阶段的训练任务、内容选择和负荷安排；

6. 微缩大周期在现代竞赛制度下的重要作用；

7. 比赛类型的划分及其任务；

8. 如何科学安排年度训练过程中的负荷量和负荷强度；

9. 如何科学安排不同训练水平和不同项目运动员的赛前中短期集训；

10. 年度训练计划表的主要内容；

第十二章 训练周课过程的计划与组织

1. 训练周类型划分及其训练任务；

2. 各类型训练周计划的主要内容、负荷变化及手段方法；

3. 训练课的类型；

4. 训练课的基本结构；

第十三章 参赛的准备、进行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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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在训练内容上科学安排赛前训练工作；

2. 运动员参赛风险管理的组成部分；

3. 教练员赛场指挥的基本原则；

4. 运动员参赛行为表现的种类；影响运动员参赛行为的因素；

5. 参赛总结的作用、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第十四章 项群训练理论

1. 了解项群训练理论的建立及其科学意义；

2. 了解竞技运动项目的主要分类体系；

（二）《运动生理学》考试大纲

绪论

一、运动生理学概述

二、生命活动基本特征

三、机体内环境与稳态

四、人体生理功能活动的调节

五、反馈与前馈

第一章 肌肉活动

第一节 细胞生物电现象

一、刺激、反应与兴奋

第三节 肌肉收缩的形式与力学特征

一、肌肉收缩的形式

二、肌肉收缩的力学特征

第四节 肌纤维类型与运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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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类型骨骼肌纤维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特征

二、肌纤维类型与运动的关系

第二章 能量代谢

第一节 人体能量的供给

一、ATP与ATP稳态

二、ATP的生成过程

三、不同途径合成ATP的总量及效率

第二节 人体能量代谢的测定

一、能量代谢测定原理与方法

二、影响能量代谢的因素

三、基础代谢

第三章 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

第三节 神经系统的感觉分析功能

一、感觉概述

二、躯体和内脏的感觉功能

三、眼的视觉功能

四、耳的听觉功能

五、内耳的平衡觉功能

第四节 神经系统对姿势和运动的调节

一、运动传出的“最后公路”

二、中枢对姿势的调节

三、中枢对躯体运动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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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内分泌调节

第一节 内分泌与激素

一、内分泌和激素的概念、作用及其特征

二、激素的细胞作用机制

三、内分泌功能轴

第二节 主要内分泌腺的功能

一、下丘脑和垂体

二、甲状腺和甲状旁腺

三、肾上腺

四、胰岛

五、性腺

第三节 运动与内分泌功能

一、重要内分泌激素对运动的反应与适应

第五章 运动与免疫

第一节 免疫学基础

一、免疫系统

二、免疫应答

第二节 运动与免疫

一、免疫功能对运动的反应与适应

第六章 血液与运动

第一节 血液的组成与特性

第二节 血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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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血浆的功能

二、血细胞的功能

第三节 运动对血液成分的影响

第七章 呼吸与运动

第一节 肺通气

一、肺通气的动力学

二、肺通气功能的评定

三、肺通气对运动的反应与适应

第二节 肺换气和组织换气

一、气体交换的原理

二、气体交换的过程

三、影响气体交换的因素

第三节 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

一、氧的运输

第四节 呼吸运动的调节

三、运动时呼吸运动的调节

第八章 血液循环与运动

第一节 心脏生理

一、心肌的生理特性

三、心脏泵血功能的评价

四、影响心输出量的因素

第二节 血管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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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脉血压和动脉脉搏

三、静脉血压和静脉回心血量

第三节心血管活动的调节

一、神经调节

二、体液调节

第四节 运动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一、运动时心血管功能的变化

二、运动训练对心血管系统影响

第九章 消化、吸收与排泄

第二节 排泄

三、肾在保持水和酸碱平衡中的作用

四、运动对肾功能的影响

第十章 身体素质

第一节力量素质

一、力量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二、力量素质的测定与训练

第二节 速度素质

一、速度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二、速度素质的测定与训练

第三节 无氧耐力素质

一、无氧耐力素质的学基础

二、无氧耐力素质的测定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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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有氧耐力素质

一、最大摄氧量与无氧阈

二、有氧耐力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三、有氧耐力素质的测定与训练

第十一章 运动与身体机能变化

第一节 赛前状态与准备活动

一、赛前状态

二、准备活动

第二节 进入工作状态和稳定状态

一、进入工作状态

二、稳定状态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

一、运动性疲劳的特点

二、运动性疲劳产生的生理机制

三、运动性疲劳的检测指标

第四节 恢复过程

一、恢复过程的一般规律

二、促进恢复过程的措施

第十二章 运动技能的形成

第一节 运动技能的生理学基础

一、运动技能的分类

二、运动技能形成的生理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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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运动技能形成的过程

第三节 影响运动技能形成的因素

第十三章 年龄、性别与运动

第一节 儿童少年与运动

一、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

二、儿童少年的生理特点

三、儿童少年的身体素质发展

第二节 女性与运动

一、女性的生理特点

二、女性运动的特殊问题

第三节 老年人与体育锻炼

一、老年人与体育锻炼

二、运动对老年人生理功能的影响

三、老年人健身运动的原则

第十四章 肥胖、体重控制与运动处方

第一节 身体成分概述

一、体重与身体成分

二、身体成分与体重控制的意义

三、理想体重与身体成分

第二节 肥胖与体重控制

一、肥胖的危害及其形成机制

二、体重控制与运动减肥的生理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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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运动处方

一、概述

二、运动处方的制定与实施

三、运动处方实例

第十五章 环境与运动

第一节 冷热环境与运动

第二节 水环境与运动

第三节 高原环境与运动

一、高原环境对运动能力的影响

二、人体对高原环境的反应和适应

复试科目名称：学校体育学、体育科研方法

参考书目及考试大纲：

参考书目：

潘绍伟主编. 学校体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潘绍伟主编. 学校体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黄汉升主编.体育科学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黄汉升主编.体育科学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考试大纲：

《学校体育学》考试大纲

第一章 学校体育的历史沿革与思想演变

1.学校体育思想的形成与体育的教育化

2.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与学校体育的课程化和科学化



2020/11/19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考试大纲

http://tyxy.jxstnu.edu.cn/news-show-215.html 14/50

3.西方体育和体育思想的早期传播，

4.自然体育学说的传入及其影响

5.终生教育与学校体育的新发展

6.新世纪中国学校体育课程改革

第二章 学校体育与学生的全面发展

1.不同学段学生身体形态发育、机能发育和体能发展的主要特点。

2.学校体育对促进学生身体发展的作用

3.学校体育中促进学生身体发展的基本要求

4.不同学段学生认识发展、情感和意志发展以及个性发展的主要特点。

5.学校体育对学生心理发展的作用

6.学校体育中提高学生心理发展水平的基本要求

7.不同学段学生认识发展、情感和意志发展以及个性发展的主要特点。

8.学校体育对提高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作用

9.学校体育中加强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

第三章 我国学校体育的目的与目标

1.学校体育的结构

2.学校体育目标的制定

3.我国学校体育的目的与目标

4.实现我国学校体育目标的基本途径和基本要求

第四章 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与编制

1.体育课程的含义

2.体育课程的概念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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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

4.体育课程标准制定的理念

5.体育与健康课程的设计思路

6.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版）

第五章 体育课程的实施

1.体育课程实施的概念与本质

2.体育课程实施的取向

3.实施体育课程改革策略应注意的问题

4.正确处理体育课程实施与计划的关系

第六章 体育教学

1.体育教学的概念与特点

2.体育教学目标制定的程序

3.制定体育教学目标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

4.体育教学内容的含义

5.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

6.体育教学方法概念及选择与运用

7.常用的体育教学方法

8.现代体育教学方法

9.体育教学组织形式

10.分组教学的组织形式

11.体育课的组织与管理

12.体育课程内容选编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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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水平教学计划、单元教学计划、课时计划制定的步骤和基本要求

14.体育学习评价的理念、目的、内容

15.体育课程学习评价实施

第七章 体育课程学习与指导

1.体育学习的含义与特征

2.体育学习的过程

3.体育学习策略的含义、特点与构成

4.体育学习策略的指导

第八章 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体育课程资源的特点、分类

2.竞技运动项目的开发与利用

3.民族民间体育活动的开发与利用

4.新兴运动项目的开发与利用

5.体育场地设施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6.人力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第九章 面向全体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

1.课外体育活动的概念、意义

2.课外体育活动的性质与特点

3.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

4.课外体育工作计划的制定

5.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实施

第十章 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特点与实施



2020/11/19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考试大纲

http://tyxy.jxstnu.edu.cn/news-show-215.html 17/50

1.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性质与特点

2.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组织形式

3.运动队的组建

4.学校课余体育训练计划的制定

5.学校课余体育训练内容

6.学校课余体育训练方法及运用

7.学校课余体育训练效果的评价

第十一章 课余体育竞赛的特点与实施

1.课余体育竞赛的意义与特点

2.课余体育竞赛的常见形式

3.课余体育竞赛的组织

4.学校课余体育竞赛的计划和规程

5.课余体育竞赛的方法

第十二章 理想的体育教师

1.理想体育教师的素质要求

2.体育教师课堂管理的内容及其过程

3.体育教师工作特点

4.体育教师的职责

5.体育教师的教学与科学研究

第十三章 体育教师的职业培训与终身学习

1.体育教育专业学科学习的内容与特点

2.体育教育专业的见习与实习的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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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育教师在职培训的必要性与培训模式

4.终身学习的概念及体育教师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考试大纲

第一章体育科学研究导论

1.科学概念的理解、技术、体育科学概念的理解；科学研究与体育科学研究的特点、
趋势；

2.体育科学研究的类型、程序及研究方法

体育科学研究的两种分类；7步程序；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分类、特点与发展趋势；

第二章体育科学研究选题

1.体育科学研究选题的意义、来源及选题方法

2.选题的程序及注意的问题

第三章 体育科学研究设计与计划

1.研究课题及其目的、价值、研究的内容；

2.确定研究类型和方法；分析单位和抽样方案；

3.资料的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等；

第四章 文献法

1.文献特点及类型

2.文献的特点、类型、互联网体育资源搜索；

3.文献的阅读、积累及文献综述

4.阅读的原则、方法、积累资料；文献综述的特征、要求、如何作好文献综述；

第五章 观察法

观察法的特点与分类、观察的基本程序和案例分析；

第六章 调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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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卷调查的特点、类型、结构和调查问卷的设计；

2.效度和信度的检验；

3.专家调查法和访谈法

4.访谈提纲和专家调查的设计；

第七章 实验法

1.实验法的特点与类型、实验的基本要素；

2.实验设计和案例分析；

3.误差与控制；

第八章 体育科学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1.科研资料的整理

2.定性资料与定量资料、资料的审查、分类、编码等；

3.研究资料的图表绘制和分析

4.表格的构成、种类、图示的种类、

第九章 体育科学研究论文的撰写与评价

1.体育科学研究论文的类型与特点

2.体育科学研究论文的基本结构与写作要求；

3.体育科学研究论文的评价；

4.学位论文的基本结构及范文；

5.体育科学研究论文的报告与答辩。

加试科目名称：体育概论、体育心理学

参考书目及考试大纲：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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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轩.体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三版

季浏.体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第三版

考试大纲：

《体育概论》考试大纲

第一章体育概念

第一节体育概念的演变

第二节体育的基本概念

第三节体育的本质

第二章体育功能

第一节体育功能概述

第二节体育的自然质功能

第三节体育的结构质功能

第四节体育的系统质功能

第三章体育目的

第一节确定体育目的的依据

第二节我国体育目的与目标及其关系

第三节实现我国体育目的、目标的基本途径和要求

第四章体育手段

第一节体育手段概述

第二节身体运动和体育运动技术

第三节体育基本手段与体育运动项目

第五章体育科学



2020/11/19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考试大纲

http://tyxy.jxstnu.edu.cn/news-show-215.html 21/50

第一节体育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体育科学的三维视角

第三节体育科学体系

第六章体育过程

第一节体育过程概述

第二节体育过程的要素

第三节体育过程的结构与控制

第四节体育过程与相关过程的关系

第七章体育文化

第一节体育的文化属性与含义

第二节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比较

第三节奥林匹克文化

第四节体育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第八章体育体制

第一节体育体制的概念及其构成

第二节体育体制的特点与作用

第三节中外体育体制的比较

第四节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趋势

第九章体育发展趋势

第一节从人发展的角度看体育发展趋势

第二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体育发展趋势

《体育心理学》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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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体育心理学概述

第一节体育心理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

1、体育心理学与运动心理学、锻炼心理学的关系2、体育心理学的定义3、体育心理学
的多维性

第二节学习体育心理学的意义

1、体育实践工作的需要2、体育科学研究的需要

第三节体育心理学的简史和发展方向

1、体育心理学的简史2、体育心理学的发展方向

第四节体育学习的心理学基础

1、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与体育学习2、认知心理学理论与体育学习3、建构主义心理学
理论与体育学习4、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与体育学习

第二章运动中的目标定向和目标设置

第一节体育活动中的目标定向

1、何谓目标定向2、体育活动中的学习目标定向和成绩目标定向3、体育教学中如何培
养学生的学习目标定向

第二节体育活动中的目标设置

1、何谓目标设置2、目标设置的作用3、体育活动中有效目标设置的原则

第三节体育活动中团队目标设置的方法

1、何谓团队2、团队目标的作用3、团队目标的设置方法4、设置团队目标时应该注意
的问题

第三章运动兴趣和动机

第一节运动兴趣

1、何谓运动兴趣2、运动兴趣的品质3、运动兴趣的分类4、影响运动兴趣水平的主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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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运动动机

1、运动动机的定义2、运动动机的功能3、运动动机的分类4、运动动机的培养与激发

第四章运动归因

第一节归因理论

1、Heider的理论2、Jones和Davis的相应推断理论3、Kelley的三度理论

第二节运动中的归因分析

1、内部、外部归因2、归因与情绪反应3、稳定性

第三节影响运动归因的因素

1、内部因素2、外部原因

第四节运动中的归因训练

1、再归因训练2、体育运动中的归因训练第

五章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体育活动的心理效益

1、对体育锻炼的界定2、对心理健康的认识3、体育锻炼的心理健康效益

第二节体育活动的坚持性

1、参与体育锻炼的理由2、不从事体育锻炼的理由3、退出体育锻炼的理由4、影响人
们坚持锻炼的因素

第三节体育活动行为的理论、预测及干预

1、锻炼行为的理论2、锻炼行为干预

第四节体育活动的成瘾行为

1、锻炼成瘾的界定2、锻炼成瘾行为的测量3、关于锻炼成瘾行为的研究

第六章唤醒、焦虑、心境状态与运动表现

第一节应激、唤醒和焦虑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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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激2、唤醒3、焦虑

第二节唤醒、焦虑与运动表现的关系

1、驱力理论2、倒U形假说3、个人最佳功能区理论4、多维焦虑理论

第三节影响赛前状态焦虑的主要因素

1、影响运动员赛前状态焦虑的环境因素2、影响赛前状态焦虑的个体因素

第四节心境状态与运动表现

1、心境状态的概念2、心境状态的测量3、心境状态与运动员的成就水平4、心境状态
与运动疲劳的监测5、赛前心境状态与运动成绩的预测6、人格与心境状态的交互作用
模式对运动表现的预测第

七章心理技能训练

第一节心理技能与心理技能训练

1、心理技能2、心理技能训练3、心理技能训练计划、方案与实施

第二节运动中的行为干预方法

1、渐进放松训练2、自生训练3、气功放松法4、生物反馈训练5、系统脱敏训练6、模
拟训练

第三节运动中的认知干预方法

1、表象训练2、认知训练3、暗示训练

第八章动作技能的学习

第一节动作技能概述

1、什么是动作技能2、动作技能学习过程的变化特征3、动作技能的分类、测量与评价

第二节动作技能的形成过程

1、动作技能形成的理论2、动作技能形成的阶段3、动作技能形成的途径

第三节影响动作技能学习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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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动作技能学习的内部因素2、影响动作技能学习的外部因素

第四节动作技能的学习与训练

1、言语指导与示范2、练习3、反馈

第五节动作技能的迁移

1、技能迁移及其理论2、技能迁移的测量与评价3、影响技能迁移的因素4、迁移的原
则

第九章体育教学效果的心理学优化

第一节体育教学设计的心理学基础

1、确定体育教学目标2、选择体育教学内容的依据和途径3、分析教学对象4、选择教
学组织形式与方法5、实施体育教学评价

第二节体育教学策略的心理学原理

1、体育教学策略2、体育学习策略3、体育学习策略的教学

第三节体育教学环境心理

1、体育教学环境的心理学分析2、体育课堂的心理气氛3、体育课堂学生不良行为的控
制

第四节体育课堂学习过程的心理学评价

1、体育课堂学习过程的心理学评价目的2、体育课堂学习过程的心理学评价的内容3、
体育课堂学习过程的心理学评价的方法

第十章体育教学中的个别差异

第一节体育能力的差异

1、体育能力的含义2、体育能力的差异对动作技能形成的影响3、体育能力的差异及其
教学策略

第二节智力因素的差异

1、智力的结构与体育活动2、体育运动中智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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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非智力因素的差异

1、动机、兴趣和态度的差异2、个性心理的差异

第四节体育待优生的心理

1、体育待优生的分类2、体育待优生的心理致因3、体育教学时注意的事项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体育硕士专业考试大纲
 

学院代码：003

学院名称：体育学院

专业代码及专业名称：045200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科目代码及名称：346 体育综合（运动生理学、学校体育学）

参考书目及考试大纲：

参考书目：

潘绍伟主编. 学校体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潘绍伟主编. 学校体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邓树勋.运动生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邓树勋.运动生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考试大纲：

《学校体育学》考试大纲

第一章 学校体育的历史沿革与思想演变

1.学校体育思想的形成与体育的教育化

2.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与学校体育的课程化和科学化

3.西方体育和体育思想的早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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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然体育学说的传入及其影响

5.终生教育与学校体育的新发展

6.新世纪中国学校体育课程改革

第二章 学校体育与学生的全面发展

1.不同学段学生身体形态发育、机能发育和体能发展的主要特点。

2.学校体育对促进学生身体发展的作用

3.学校体育中促进学生身体发展的基本要求

4.不同学段学生认识发展、情感和意志发展以及个性发展的主要特点。

5.学校体育对学生心理发展的作用

6.学校体育中提高学生心理发展水平的基本要求

7.不同学段学生认识发展、情感和意志发展以及个性发展的主要特点。

8.学校体育对提高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作用

9.学校体育中加强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

第三章 我国学校体育的目的与目标

1.学校体育的结构

2.学校体育目标的制定

3.我国学校体育的目的与目标

4.实现我国学校体育目标的基本途径和基本要求

第四章 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与编制

1.体育课程的含义

2.体育课程的概念及特点

3.体育课程的学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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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育课程标准制定的理念

5.体育与健康课程的设计思路

6.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版）

第五章 体育课程的实施

1.体育课程实施的概念与本质

2.体育课程实施的取向

3.实施体育课程改革策略应注意的问题

4.正确处理体育课程实施与计划的关系

第六章 体育教学

1.体育教学的概念与特点

2.体育教学目标制定的程序

3.制定体育教学目标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

4.体育教学内容的含义

5.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

6.体育教学方法概念及选择与运用

7.常用的体育教学方法

8.现代体育教学方法

9.体育教学组织形式

10.分组教学的组织形式

11.体育课的组织与管理

12.体育课程内容选编的基本要求

13.水平教学计划、单元教学计划、课时计划制定的步骤和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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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体育学习评价的理念、目的、内容

15.体育课程学习评价实施

第七章 体育课程学习与指导

1.体育学习的含义与特征

2.体育学习的过程

3.体育学习策略的含义、特点与构成

4.体育学习策略的指导

第八章 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体育课程资源的特点、分类

2.竞技运动项目的开发与利用

3.民族民间体育活动的开发与利用

4.新兴运动项目的开发与利用

5.体育场地设施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6.人力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第九章 面向全体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

1.课外体育活动的概念、意义

2.课外体育活动的性质与特点

3.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

4.课外体育工作计划的制定

5.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实施

第十章 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特点与实施

1.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性质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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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的组织形式

3.运动队的组建

4.学校课余体育训练计划的制定

5.学校课余体育训练内容

6.学校课余体育训练方法及运用

7.学校课余体育训练效果的评价

第十一章 课余体育竞赛的特点与实施

1.课余体育竞赛的意义与特点

2.课余体育竞赛的常见形式

3.课余体育竞赛的组织

4.学校课余体育竞赛的计划和规程

5.课余体育竞赛的方法

第十二章 理想的体育教师

1.理想体育教师的素质要求

2.体育教师课堂管理的内容及其过程

3.体育教师工作特点

4.体育教师的职责

5.体育教师的教学与科学研究

第十三章 体育教师的职业培训与终身学习

1.体育教育专业学科学习的内容与特点

2.体育教育专业的见习与实习的内容与方法

3.体育教师在职培训的必要性与培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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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终身学习的概念及体育教师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二）《运动生理学》考试大纲

绪论

一、运动生理学概述

二、生命活动基本特征

三、机体内环境与稳态

四、人体生理功能活动的调节

五、反馈与前馈

第一章 肌肉活动

第一节 细胞生物电现象

一、刺激、反应与兴奋

第三节 肌肉收缩的形式与力学特征

一、肌肉收缩的形式

二、肌肉收缩的力学特征

第四节 肌纤维类型与运动能力

一、不同类型骨骼肌纤维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特征

二、肌纤维类型与运动的关系

第二章 能量代谢

第一节 人体能量的供给

一、ATP与ATP稳态

二、ATP的生成过程

三、不同途径合成ATP的总量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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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体能量代谢的测定

一、能量代谢测定原理与方法

二、影响能量代谢的因素

三、基础代谢

第三章 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

第三节 神经系统的感觉分析功能

一、感觉概述

二、躯体和内脏的感觉功能

三、眼的视觉功能

四、耳的听觉功能

五、内耳的平衡觉功能

第四节 神经系统对姿势和运动的调节

一、运动传出的“最后公路”

二、中枢对姿势的调节

三、中枢对躯体运动的调节

第四章 内分泌调节

第一节 内分泌与激素

一、内分泌和激素的概念、作用及其特征

二、激素的细胞作用机制

三、内分泌功能轴

第二节 主要内分泌腺的功能

一、下丘脑和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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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状腺和甲状旁腺

三、肾上腺

四、胰岛

五、性腺

第三节 运动与内分泌功能

一、重要内分泌激素对运动的反应与适应

第五章 运动与免疫

第一节 免疫学基础

一、免疫系统

二、免疫应答

第二节 运动与免疫

一、免疫功能对运动的反应与适应

第六章 血液与运动

第一节 血液的组成与特性

第二节 血液的功能

一、血浆的功能

二、血细胞的功能

第三节 运动对血液成分的影响

第七章 呼吸与运动

第一节 肺通气

一、肺通气的动力学

二、肺通气功能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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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肺通气对运动的反应与适应

第二节 肺换气和组织换气

一、气体交换的原理

二、气体交换的过程

三、影响气体交换的因素

第三节 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

一、氧的运输

第四节 呼吸运动的调节

三、运动时呼吸运动的调节

第八章 血液循环与运动

第一节 心脏生理

一、心肌的生理特性

三、心脏泵血功能的评价

四、影响心输出量的因素

第二节 血管生理

二、动脉血压和动脉脉搏

三、静脉血压和静脉回心血量

第三节心血管活动的调节

一、神经调节

二、体液调节

第四节 运动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一、运动时心血管功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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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动训练对心血管系统影响

第九章 消化、吸收与排泄

第二节 排泄

三、肾在保持水和酸碱平衡中的作用

四、运动对肾功能的影响

第十章 身体素质

第一节力量素质

一、力量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二、力量素质的测定与训练

第二节 速度素质

一、速度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二、速度素质的测定与训练

第三节 无氧耐力素质

一、无氧耐力素质的学基础

二、无氧耐力素质的测定与训练

第四节 有氧耐力素质

一、最大摄氧量与无氧阈

二、有氧耐力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三、有氧耐力素质的测定与训练

第十一章 运动与身体机能变化

第一节 赛前状态与准备活动

一、赛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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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准备活动

第二节 进入工作状态和稳定状态

一、进入工作状态

二、稳定状态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

一、运动性疲劳的特点

二、运动性疲劳产生的生理机制

三、运动性疲劳的检测指标

第四节 恢复过程

一、恢复过程的一般规律

二、促进恢复过程的措施

第十二章 运动技能的形成

第一节 运动技能的生理学基础

一、运动技能的分类

二、运动技能形成的生理学机制

第二节 运动技能形成的过程

第三节 影响运动技能形成的因素

第十三章 年龄、性别与运动

第一节 儿童少年与运动

一、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

二、儿童少年的生理特点

三、儿童少年的身体素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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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女性与运动

一、女性的生理特点

二、女性运动的特殊问题

第三节 老年人与体育锻炼

一、老年人与体育锻炼

二、运动对老年人生理功能的影响

三、老年人健身运动的原则

第十四章 肥胖、体重控制与运动处方

第一节 身体成分概述

一、体重与身体成分

二、身体成分与体重控制的意义

三、理想体重与身体成分

第二节 肥胖与体重控制

一、肥胖的危害及其形成机制

二、体重控制与运动减肥的生理学机制

第三节 运动处方

一、概述

二、运动处方的制定与实施

三、运动处方实例

第十五章 环境与运动

第一节 冷热环境与运动

第二节 水环境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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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高原环境与运动

一、高原环境对运动能力的影响

二、人体对高原环境的反应和适应

复试科目名称：运动训练学、专项运动技术

参考书目及考试大纲：

参考书目

田麦久.运动训练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田麦久.运动训练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4月第2版

考试大纲：

《运动训练学》考试大纲

第一章 竞技体育与运动训练

1.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

2.运动训练学及其理论体系

3.运动成绩与竞技能力

第二章 运动训练的科学管理

1.运动训练的管理体系

2.高水平运动队训练管理

3.高等院校及职业俱乐部优秀运动员的管理

4.竞技体育后备队伍的训练管理

第三章 运动员选材

1. 运动员选材的概述

2. 运动选材的生物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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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动员科学选材的实施

第四章 运动训练的基本原则

1. 运动训练原则和运动训练规律释义；

2. 运动训练原则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3. 各训练原则释义、学科基础及训练学要点

第五章 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

1. 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的区别和联系；

2. 现代运动训练方法的发展趋势；

3. 模式训练法和程序训练法的基本结构；

4. 分解、完整、重复、持续、间歇等训练法的分类及其应用；

5. 运动训练手段的基本结构、基本分类；

第六章 运动员体能及其训练

1. 体能训练的基本内容、意义及要求；

2. 力量素质的类型及其常用训练方法；

3. 儿童少年力量训练注意事项；

4. 速度素质分类及其训练方法；

5. 速度素质训练注意问题；

6. 耐力素质分类及常用训练方法；

第七章 运动员技术能力及其训练

1. 运动技术构成要素及基本特征；

2. 运动技术的决定因素；

3. 运动技术评价的标准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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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动技术训练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5. 何谓技术风格，技术风格的影响因素；

6. 运动技术创新缺损时的相关训练对策；

第八章 运动员战术能力及其训练

1. 竞技战术构成及分类；

2. 体能和技能对竞技战术的影响；

3. 战术训练的常用方法；

4. 战术方案的基本内容；

5. 制定战术方案的注意事项；

6. 战术训练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第九章 运动员心理能力与运动智能及其训练

1. 心理能力与其它竞技能力的相关关系；

2. 心理能力训练的常用方法；

3. 运动智能的重要作用；

4. 心理训练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异同；

第十章 多年训练过程的计划与组织

1. 运动训练过程的基本结构；

2. 按训练阶段划分的训练计划种类；

3. 运动训练计划的基本内容；

4. 制定多年训练计划的必要性；

5. 全程性多年训练计划的阶段划分；

6. 基础训练阶段的主要任务、基本内容和负荷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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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项提高阶段和最佳竞技阶段训练内容和负荷安排的异同点；

9. 何谓“高原现象”，导致“高原现象”的原因有哪些；

10. 如何保持集体项目运动队的竞技能力；

11. 竞技保持阶段训练内容和负荷安排特点；

第十一章 运动员年度训练过程的计划与组织

1. 年度训练计划的类型；

2. 何谓竞技状态，竞技状态与大周期阶段划分的关系；

3. 不同训练水平运动员年度训练周期类型的选择；

4. 训练大周期日程确定的工作步骤；

5. 准备期、比赛期和恢复期各阶段的训练任务、内容选择和负荷安排；

6. 微缩大周期在现代竞赛制度下的重要作用；

7. 比赛类型的划分及其任务；

8. 如何科学安排年度训练过程中的负荷量和负荷强度；

9. 如何科学安排不同训练水平和不同项目运动员的赛前中短期集训；

10. 年度训练计划表的主要内容；

第十二章 训练周课过程的计划与组织

1. 训练周类型划分及其训练任务；

2. 各类型训练周计划的主要内容、负荷变化及手段方法；

3. 训练课的类型；

4. 训练课的基本结构；

第十三章 参赛的准备、进行与总结

1. 如何在训练内容上科学安排赛前训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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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动员参赛风险管理的组成部分；

3. 教练员赛场指挥的基本原则；

4. 运动员参赛行为表现的种类；影响运动员参赛行为的因素；

5. 参赛总结的作用、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第十四章 项群训练理论

1. 了解项群训练理论的建立及其科学意义；

2. 了解竞技运动项目的主要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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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运动技术》考试内容

专项运动技术考试内容为运动技能面试

1.自选一种运动项目进行运动技能能力测试，

2.具体运动技能测试内容由面试小组指定进行测试，

3.运动技能测试过程中运动装备自行准备。

加试科目名称：体育概论、体育心理学

参考书目及考试大纲：

参考书目：

杨文轩.体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三版

季浏.体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第三版

考试大纲：

《体育概论》考试大纲

第一章体育概念

第一节体育概念的演变

第二节体育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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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体育的本质

第二章体育功能

第一节体育功能概述

第二节体育的自然质功能

第三节体育的结构质功能

第四节体育的系统质功能

第三章体育目的

第一节确定体育目的的依据

第二节我国体育目的与目标及其关系

第三节实现我国体育目的、目标的基本途径和要求

第四章体育手段

第一节体育手段概述

第二节身体运动和体育运动技术

第三节体育基本手段与体育运动项目

第五章体育科学

第一节体育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体育科学的三维视角

第三节体育科学体系

第六章体育过程

第一节体育过程概述

第二节体育过程的要素

第三节体育过程的结构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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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体育过程与相关过程的关系

第七章体育文化

第一节体育的文化属性与含义

第二节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比较

第三节奥林匹克文化

第四节体育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第八章体育体制

第一节体育体制的概念及其构成

第二节体育体制的特点与作用

第三节中外体育体制的比较

第四节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趋势

第九章体育发展趋势

第一节从人发展的角度看体育发展趋势

第二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体育发展趋势

《体育心理学》考试大纲

第一章体育心理学概述

第一节体育心理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

1、体育心理学与运动心理学、锻炼心理学的关系2、体育心理学的定义3、体育心理学
的多维性

第二节学习体育心理学的意义

1、体育实践工作的需要2、体育科学研究的需要

第三节体育心理学的简史和发展方向

1、体育心理学的简史2、体育心理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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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体育学习的心理学基础

1、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与体育学习2、认知心理学理论与体育学习3、建构主义心理学
理论与体育学习4、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与体育学习

第二章运动中的目标定向和目标设置

第一节体育活动中的目标定向

1、何谓目标定向2、体育活动中的学习目标定向和成绩目标定向3、体育教学中如何培
养学生的学习目标定向

第二节体育活动中的目标设置

1、何谓目标设置2、目标设置的作用3、体育活动中有效目标设置的原则

第三节体育活动中团队目标设置的方法

1、何谓团队2、团队目标的作用3、团队目标的设置方法4、设置团队目标时应该注意
的问题

第三章运动兴趣和动机

第一节运动兴趣

1、何谓运动兴趣2、运动兴趣的品质3、运动兴趣的分类4、影响运动兴趣水平的主要
因素

第二节运动动机

1、运动动机的定义2、运动动机的功能3、运动动机的分类4、运动动机的培养与激发

第四章运动归因

第一节归因理论

1、Heider的理论2、Jones和Davis的相应推断理论3、Kelley的三度理论

第二节运动中的归因分析

1、内部、外部归因2、归因与情绪反应3、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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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影响运动归因的因素

1、内部因素2、外部原因

第四节运动中的归因训练

1、再归因训练2、体育运动中的归因训练第

五章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体育活动的心理效益

1、对体育锻炼的界定2、对心理健康的认识3、体育锻炼的心理健康效益

第二节体育活动的坚持性

1、参与体育锻炼的理由2、不从事体育锻炼的理由3、退出体育锻炼的理由4、影响人
们坚持锻炼的因素

第三节体育活动行为的理论、预测及干预

1、锻炼行为的理论2、锻炼行为干预

第四节体育活动的成瘾行为

1、锻炼成瘾的界定2、锻炼成瘾行为的测量3、关于锻炼成瘾行为的研究

第六章唤醒、焦虑、心境状态与运动表现

第一节应激、唤醒和焦虑的定义

1、应激2、唤醒3、焦虑

第二节唤醒、焦虑与运动表现的关系

1、驱力理论2、倒U形假说3、个人最佳功能区理论4、多维焦虑理论

第三节影响赛前状态焦虑的主要因素

1、影响运动员赛前状态焦虑的环境因素2、影响赛前状态焦虑的个体因素

第四节心境状态与运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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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境状态的概念2、心境状态的测量3、心境状态与运动员的成就水平4、心境状态
与运动疲劳的监测5、赛前心境状态与运动成绩的预测6、人格与心境状态的交互作用
模式对运动表现的预测第

七章心理技能训练

第一节心理技能与心理技能训练

1、心理技能2、心理技能训练3、心理技能训练计划、方案与实施

第二节运动中的行为干预方法

1、渐进放松训练2、自生训练3、气功放松法4、生物反馈训练5、系统脱敏训练6、模
拟训练

第三节运动中的认知干预方法

1、表象训练2、认知训练3、暗示训练

第八章动作技能的学习

第一节动作技能概述

1、什么是动作技能2、动作技能学习过程的变化特征3、动作技能的分类、测量与评价

第二节动作技能的形成过程

1、动作技能形成的理论2、动作技能形成的阶段3、动作技能形成的途径

第三节影响动作技能学习的因素

1、影响动作技能学习的内部因素2、影响动作技能学习的外部因素

第四节动作技能的学习与训练

1、言语指导与示范2、练习3、反馈

第五节动作技能的迁移

1、技能迁移及其理论2、技能迁移的测量与评价3、影响技能迁移的因素4、迁移的原
则

第九章体育教学效果的心理学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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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体育教学设计的心理学基础

1、确定体育教学目标2、选择体育教学内容的依据和途径3、分析教学对象4、选择教
学组织形式与方法5、实施体育教学评价

第二节体育教学策略的心理学原理

1、体育教学策略2、体育学习策略3、体育学习策略的教学

第三节体育教学环境心理

1、体育教学环境的心理学分析2、体育课堂的心理气氛3、体育课堂学生不良行为的控
制

第四节体育课堂学习过程的心理学评价

1、体育课堂学习过程的心理学评价目的2、体育课堂学习过程的心理学评价的内容3、
体育课堂学习过程的心理学评价的方法

第十章体育教学中的个别差异

第一节体育能力的差异

1、体育能力的含义2、体育能力的差异对动作技能形成的影响3、体育能力的差异及其
教学策略

第二节智力因素的差异

1、智力的结构与体育活动2、体育运动中智力差异

第三节非智力因素的差异

1、动机、兴趣和态度的差异2、个性心理的差异

第四节体育待优生的心理

1、体育待优生的分类2、体育待优生的心理致因3、体育教学时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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