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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考研资料由本机构多位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2024 年考研初试首选资料。 

一、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及考研大纲 

1．附赠重点名校：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2010-2020、2022 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说明：赠送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因不同院校真题相似性极高，甚至部分考题完全相同，建议考生备考

过程中认真研究其他院校的考研真题。 

 

2.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大纲 

①2021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大纲。 

②2023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大纲。 

说明：考研大纲给出了考试范围及考试内容，是考研出题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分清重难点进行针对性复

习的首选资料，本项为免费提供。 

 

二、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资料 

3．《运动生理学》考研相关资料 

（1）《运动生理学》[笔记+提纲] 

①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运动生理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运动生理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运动生理学》名词解释精编。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运动生理学》简答题精编。 

③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运动生理学》论述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运动生理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运动生理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青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运动生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

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运动生理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

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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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运动训练学》考研相关资料 

（1）《运动训练学》[笔记+课件+提纲] 

①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运动训练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运动训练学》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非本校课件，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运动训练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运动训练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运动训练学》名词解释精编。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运动训练学》简答题精编。 

③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运动训练学》论述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运动训练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运动训练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运动训练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

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运动训练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

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5．《学校体育学》考研相关资料 

（1）《学校体育学》[笔记+提纲] 

①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学校体育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学校体育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学校体育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学校体育学》名词解释精编。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学校体育学》简答题精编。 

③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学校体育学》论述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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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体育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学校体育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学校体育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

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学校体育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

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6.《体育管理学》考研相关资料 

（1）《体育管理学》[笔记+提纲] 

①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体育管理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体育管理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体育管理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体育管理学》名词解释精编。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体育管理学》简答题精编。 

③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体育管理学》论述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三、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7．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四、2024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王瑞元,苏全生.运动生理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田麦久.运动训练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高雪峰，刘青.体育管理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周登嵩.学校体育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体育教研部：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 



                                                                 

                                                                              考研精品资料 

 第 6 页 共 849 

页 

 

目录 

封面 .................................................................................................................................................................. 1 

目录 .................................................................................................................................................................. 6 

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备考信息 .............................................................. 15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 15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 15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大纲 .......................................................................... 16 

2023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大纲 ............................................................. 16 

2021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大纲 ............................................................. 18 

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笔记 ...................................................... 20 

《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笔记 ...................................................................................................................... 20 

第 1 章  绪论 ..................................................................................................................................................... 2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0 

考研核心笔记 ...................................................................................................................................................... 20 

第 2 章 骨骼肌机能 ........................................................................................................................................... 2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2 

考研核心笔记 ...................................................................................................................................................... 22 

第 3 章  血液 ..................................................................................................................................................... 2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8 

考研核心笔记 ...................................................................................................................................................... 28 

第 4 章  循环机能 ............................................................................................................................................. 3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4 

考研核心笔记 ...................................................................................................................................................... 34 

第 5 章  呼吸机能 ............................................................................................................................................. 4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2 

考研核心笔记 ...................................................................................................................................................... 42 

第 6 章  物质与能量代谢 ................................................................................................................................. 4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8 

考研核心笔记 ...................................................................................................................................................... 48 

第 7 章  肾脏功能 ............................................................................................................................................. 5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2 

考研核心笔记 ...................................................................................................................................................... 52 

第 8 章  内分泌功能 ......................................................................................................................................... 5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4 

考研核心笔记 ...................................................................................................................................................... 54 

第 9 章  感觉机能 ............................................................................................................................................. 58 



                                                                 

                                                                              考研精品资料 

 第 7 页 共 849 

页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8 

考研核心笔记 ...................................................................................................................................................... 58 

第 10 章  神经系统机能 ................................................................................................................................... 6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0 

考研核心笔记 ...................................................................................................................................................... 60 

第 11 章  运动技能 ........................................................................................................................................... 6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2 

考研核心笔记 ...................................................................................................................................................... 62 

第 12 章  有氧、无氧工作能力 ....................................................................................................................... 6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5 

考研核心笔记 ...................................................................................................................................................... 65 

第 13 章  身体素质 ........................................................................................................................................... 7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70 

考研核心笔记 ...................................................................................................................................................... 70 

第 14 章  运动性疲劳 ....................................................................................................................................... 7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75 

考研核心笔记 ...................................................................................................................................................... 75 

第 15 章  运动过程中人体机能变化规律........................................................................................................ 8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80 

考研核心笔记 ...................................................................................................................................................... 80 

第 16 章  特殊环境与运动 ............................................................................................................................... 8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87 

考研核心笔记 ...................................................................................................................................................... 87 

第 17 章  运动机能的生理学评定 ................................................................................................................... 9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93 

考研核心笔记 ...................................................................................................................................................... 93 

第 18 章  儿童少年生长发育与体育运动........................................................................................................ 9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96 

考研核心笔记 ...................................................................................................................................................... 96 

第 19 章  女性的生理特点与体育运动 ......................................................................................................... 10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01 

考研核心笔记 ................................................................................................................................................... 101 

第 20 章  衰老与运动 ..................................................................................................................................... 10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04 

考研核心笔记 ................................................................................................................................................... 104 

第 21 章  运动健身与运动处方 ..................................................................................................................... 10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07 

考研核心笔记 ................................................................................................................................................... 107 

第 22 章  运动项目的生理学特点 ................................................................................................................. 11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19 



                                                                 

                                                                              考研精品资料 

 第 8 页 共 849 

页 

考研核心笔记 ................................................................................................................................................... 119 

第 23 章  体能 ................................................................................................................................................. 13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39 

考研核心笔记 ................................................................................................................................................... 139 

《运动训练学》考研核心笔记 .................................................................................................................... 153 

第 1 章  竞技体育与运动训练 ....................................................................................................................... 15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53 

考研核心笔记 ................................................................................................................................................... 153 

第 2 章  项群训练理论 ................................................................................................................................... 15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57 

考研核心笔记 ................................................................................................................................................... 157 

第 3 章  运动成绩与竞技能力 ....................................................................................................................... 16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67 

考研核心笔记 ................................................................................................................................................... 167 

第 4 章  运动训练的基本原则 ....................................................................................................................... 17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71 

考研核心笔记 ................................................................................................................................................... 171 

第 5 章  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 ....................................................................................................................... 17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79 

考研核心笔记 ................................................................................................................................................... 179 

第 6 章  运动员体能及其训练 ....................................................................................................................... 18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89 

考研核心笔记 ................................................................................................................................................... 189 

第 7 章  运动员技术能力及其训练 ............................................................................................................... 19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97 

考研核心笔记 ................................................................................................................................................... 197 

第 8 章  运动员战术能力及其培养 ............................................................................................................... 20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01 

考研核心笔记 ................................................................................................................................................... 201 

第 9 章  运动员心理能力与运动智能及其训练 ............................................................................................ 20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04 

考研核心笔记 ................................................................................................................................................... 204 

第 10 章  运动员多年训练的计划与组织...................................................................................................... 20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06 

考研核心笔记 ................................................................................................................................................... 206 

第 11 章  运动员年度训练计划于组织 ......................................................................................................... 20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09 

考研核心笔记 ................................................................................................................................................... 209 

第 12 章  周课训练的计划与组织 ................................................................................................................. 213 



                                                                 

                                                                              考研精品资料 

 第 9 页 共 849 

页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13 

考研核心笔记 ................................................................................................................................................... 213 

第 13 章  运动队伍的管理 ............................................................................................................................. 21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16 

考研核心笔记 ................................................................................................................................................... 216 

《学校体育学》考研核心笔记 .................................................................................................................... 218 

第 1 篇  学校体育总论 ................................................................................................................................... 218 

第 1 章  学校体育的产生与发展 ................................................................................................................... 21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18 

考研核心笔记 ................................................................................................................................................... 218 

第 2 章  现代社会与学校体育 ....................................................................................................................... 22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24 

考研核心笔记 ................................................................................................................................................... 224 

第 3 章  学校体育的结构、功能与目标 ........................................................................................................ 22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28 

考研核心笔记 ................................................................................................................................................... 228 

第 2 篇  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 ....................................................................................................................... 232 

第 1 章  体育课程 ........................................................................................................................................... 23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32 

考研核心笔记 ................................................................................................................................................... 232 

第 2 章  体育教学目标 ................................................................................................................................... 23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39 

考研核心笔记 ................................................................................................................................................... 239 

第 3 章  体育教学过程与原则 ....................................................................................................................... 24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43 

考研核心笔记 ................................................................................................................................................... 243 

第 4 章  体育教学方法 ................................................................................................................................... 24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47 

考研核心笔记 ................................................................................................................................................... 247 

第 5 章  体育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 25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53 

考研核心笔记 ................................................................................................................................................... 253 

第 6 章  体育教学评价 ................................................................................................................................... 26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64 

考研核心笔记 ................................................................................................................................................... 264 

第 3 篇 课余体育 ........................................................................................................................................... 270 

第 1 章  课余体育概述 ................................................................................................................................... 27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70 

考研核心笔记 ................................................................................................................................................... 270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5 页 共 849 

页 

 

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备考信息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王瑞元,苏全生.运动生理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田麦久.运动训练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高雪峰，刘青.体育管理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周登嵩.学校体育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体育教研部：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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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大纲 

 

2023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大纲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7 页 共 849 

页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8 页 共 849 

页 

 

2021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大纲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 

 

专业代码：040301、040303 专业（领域）名称：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 

考试科目代码：610 考试科目名称：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一）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主要涉及：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学、体育管理学、学校体育学。 

运动生理学主要涉及： 

运动生理学基本概念与理论 

运动生理学的历史与发展趋势 

骨骼肌机能、循环机能、呼吸机能、物质与能量代谢 

运动技能、有氧、无氧工作能力 

运动过程中人体机能变化规律 

运动训练原则的生理学分析 

特殊环境与运动能力 

运动能力的生理学评定 

儿童、女子、老年人生理学特点 

运动处方的生理学基础 

生理节律与运动能力 

运动生理负荷 

免疫机能与运动能力 

运动训练学主要涉及： 

运动训练学基本概念与理论 

运动训练学主体构成、运动训练的基本原则 

运动员竞技能力及其训练（包含对运动员体能、技术、战术、心理、知识能力训练） 

运动训练计划的制订实施 

体育管理学主要涉及： 

体育管理与体育管理学 

体育管理基本原理与方法 

体育管理的过程与职能 

体育管理体制与发展战略 

社会体育管理 

高水平运动训练管理 

业余运动训练管理 

学校体育管理 

体育市场开发与体育产业管理 

体育俱乐部经营管理 

体育赛事经营管理 

体育场馆经营管理 

学校体育学主要涉及： 

学校体育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社会与学校体育 

学校体育的结构、功能与目标 

体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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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目标 

体育教学过程与原则 

体育教学方法 

体育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体育教学评价 

课余体育概述 

课余体育锻炼 

课余体育训练与学生体育竞赛 

大学竞技体育 

学校体育管理体制与管理 

体育教师 

学校体育环境 

（二）考试基本要求 

基本概念和理论要掌握清晰、准确。 

要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三）考试基本题型 

基本题型可能有：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 

（四）参考书目 

王瑞元，苏全生.运动生理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田麦久.运动训练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高雪峰，刘青.体育管理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周登嵩.学校体育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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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笔记 

 

《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新陈代谢 

考点：应激性 

考点：神经调节 

考点：体液调节 

考点：当前运动生理学的几个研究热点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生命的基本特征 

生命体的生命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新陈代谢、兴奋性、应激性、适应性和生殖 

 

1.新陈代谢 

是生物体自我更新的最基本的生命活动过程。新陈代谢包括同化和异化两个过程。 

 

2.兴奋性 

在生物体内可兴奋组织具有感受刺激、产生兴奋的特性。 

兴奋：可兴奋组织接受刺激后所产生的生物电反应过程及表现 

 

3.应激性 

机体或一切活体组织对周围环境变化具有发生反应的能力或特性 

 

4.适应性 

生物体所具有的这种适应环境的能力 

 

5.生殖 

【核心笔记】人体生理机能的调节 

稳态：内环境理化性质不是绝对静止不变的，而是各种物质在不断转换中达到相对平衡状态，即动态

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称为稳态。稳态是一种复杂的动态平衡过程，一方面是代谢过程使稳态不断的受

到破坏，而另一方面机体又通过各种调节机制使其不断的恢复平衡。 

 

1.神经调节 

是指在神经活动的直接参与下所实现的生理机能调节过程，是人体最重要的调节方式。 

 

2.体液调节 

由内分泌线分泌的化学物质，通过血液运输至靶器官，对其活动起到控制作用，这种形式的调节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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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液调节。 

 

3.自身调节 

是指组织和细胞在不依赖外来的神经或体液调节情况下，自身对刺激发生的适应性反应过程。 

 

4.生物节律 

生命体在维持生命活动过程中，除了需要进行神经调节、体液调节和自身调节外，各种生理功能活动

会按一定的时间顺序发生周期性变化，这种生理机能活动的周期性变化，成为生物的时间结构，或称为生

物节律。 

 

5.当前运动生理学的几个研究热点 

（如何用生理学观点指导运动实践） 

（1）最大摄氧量的研究 

（2）对氧债学说的再认识 

（3）关于个体乳酸阈的研究 

（4）关于运动性疲劳的研究 

（5）关于运动对自由基代谢影响的研究 

（6）运动对骨骼肌收缩蛋白机构和代谢的影响 

（7）关于肌纤维类型的研究 

（8）运动对心脏功能影响的研究 

（9）运动与控制体重 

（10）运动与免疫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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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骨骼肌机能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肌肉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 

考点：肌管系统 

考点：肌丝分子的组成 

考点：细胞间的兴奋传递 

考点：骨骼肌的生理特性及兴奋条件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肌纤维的结构 

1.肌肉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 

（1）肌细胞即肌纤维，是肌肉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 

（2）肌纤维（肌内膜）集中形成肌束（肌束膜），肌束集中形成肌肉（肌外膜）。 

（3）肌纤维直径 60 微米，长度数毫米——数十厘米。 

（4）肌肉两端为肌腱，跨关节附骨。 

肌原纤维和肌小节（肌细胞的结构） 

肌原纤维（A、I 带，H 区，M 线，Z 线与粗、细肌丝的排列关系，粗细肌丝的空间排列规则等）视图 

肌小节：两条 Z 线之间的结构，肌细胞最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 

  

2.肌管系统 

肌原纤维间的小管系统。 

横小管：肌细胞膜延伸入肌细胞内部的小管，与肌纤维走向垂直。 

纵小管：围绕肌纤维形成网状，与肌纤维走向平行，又称肌质网在横管处膨大，形成终池，内贮钙离

子。 

三联管：两侧终池与横管合称。互不相通。 

    

3.肌丝分子的组成 

肌丝分为粗、细肌丝，为肌细胞收缩的物质基础。 

肌丝主要由蛋白质组成，与收缩有关的蛋白质（50%——60%/肌肉蛋白）是：肌凝（球）蛋白、肌纤

（动）蛋白、原肌凝蛋白、肌钙（原宁）蛋白等。 

【核心笔记】骨骼肌细胞的生物电现象 

可兴奋组织的生物电现象是组织兴奋的本质活动。生物电活动包括静息电位活动和动作电位活动，前

者是后者的基础。 

  

1.静息电位 

产生原理：膜内钾离子多于膜外，在静息膜钾通道开放时由膜内向膜外运动，达到钾的平衡电位，形

成膜外为正膜内为负的极化状态。 

   

2.动作电位 

概念：可兴奋细胞受到刺激时，膜电位发生的扩布性变化。 

产生原理：膜外钠离子多于膜内，在受刺激时膜钠通道开放，钠由膜外向膜内运动，达到钠的平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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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此过程中，经过去极化形成膜外为负膜内为正的反极化（锋电位，绝对不应期）状态，继而复极化

（后电位，相对不应期、超常期），恢复到极化状态。 

特点：全或无现象，不衰减性传导，脉冲式传导 

   

3.动作电位的传导 

神经纤维局部电流环路方式双向传导  

有髓鞘神经呈跳跃式传导，速度快； 

无髓鞘神经传导速度慢。 

    

4.细胞间的兴奋传递  

神经之间，神经与肌肉之间的兴奋传递 

神经肌肉接头的结构  

运动终板：终板前膜（介质）、终板后膜（受体）、终板间隙（酶） 

神经——肌肉接头的兴奋传递 

当动作电位延神经纤维传到轴突末梢时，引起轴突末梢处的接头前膜上的钙离子通道开放 ，钙离子

从细胞外液进入轴突末梢，促使轴浆中含有乙酰胆碱的突触小泡向接头前膜移动。当突触小泡到达接头前

膜后，突出小泡膜与接头前膜融合进而破裂，将乙酰胆碱释放到接头间隙。乙酰胆碱通过接头间隙到达接

头后膜后和接头后膜上的乙酰胆碱受体结合，因其接头后膜上的钠、钾离子通道开放，使钠离子内流、钾

离子外流，结果使接头后膜处的膜电位幅度减小，即去极化。这一电位变化称为终板电位。当终板电位达

到一定幅度时，可引发肌细胞膜产生动作电位，从而使骨骼肌细胞产生兴奋。 

   

5.肌电 

肌电：骨骼肌在兴奋时，会由于肌纤维动作电位的传导和扩布而发生电位变化，这种电位变化称为肌

电。 

肌电图：用适当的方法将骨骼肌兴奋时发生的电位变化引导、放大并记录所得到的图形，称为肌电图。 

【核心笔记】肌纤维的收缩过程 

1.肌丝滑行学说 

概念：在调节因素的作用下，肌小节中的细肌丝在粗肌丝的带动下向 A 带中央滑行，使肌小节长度变

短，导致肌原纤维肌纤维以致整块肌肉的收缩。 

 

2.肌纤维收缩的分子机制 

运动神经冲动（动作电位）→神经末梢→神经-肌肉接头兴奋传递→肌膜兴奋→横管膜兴奋→三联管兴

奋→终池（纵管、肌质网）释钙→肌钙蛋白亚单位 C+钙→肌钙蛋白分子构型变化→原肌球蛋白变构移位

→肌动蛋白结合位点暴露+粗肌丝横桥→ATP 酶激活→ATP 分解供能→横桥摆动→细肌丝向 H 区滑行（多

次）→肌小节缩短→肌肉收缩 

肌肉收缩时形成的横桥联系数目越多，肌肉收缩的力量也就越大。 

肌肉收缩时：肌浆中钙↑→肌质网钙泵激活→钙进入肌浆网→肌浆中钙浓度↓→钙与肌钙蛋白分离→

肌钙蛋白与原肌球蛋白构型恢复→掩盖肌动蛋白结合位点→横桥活动停止→细肌丝回位→肌肉舒张 

 

3.肌纤维的兴奋-收缩耦联 

概念：联系肌细胞膜兴奋（生物电变化）与肌丝滑行（机械收缩）过程的中介过程。钙离子是重要的

沟通物质。 

步骤： 

（1）兴奋通过横小管系统传到肌细胞内部；横小管是肌细胞膜的延续，动作电位可沿着肌细胞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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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训练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竞技体育与运动训练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竞技体育的概念和特点 

考点：运动训练的概念和特点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竞技体育概述 

1.竞技体育的形成与发展 

（1）竞技体育的起源： 

竞技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

主要目标的社会体育活动。 

竞技体育形成的基本动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物学因素，人们为了更好地提高自身活

动能力，而逐步形成竞技体育；二是个性心理因素，人的“取胜和对抗的本能”以及“追求胜过对手”的

动机推进了竞技体育的形成；三是社会学因素，人们逐渐认识到竞技体育在培养、教育以及审美等方面的

功能，因而推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 

（2）竞技体育发展的百年回顾： 

竞技体育的发展与人类社会同步地发展与完善。从竞技体育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开展，建立相对应完整

的管理体制，体育竞赛活动日益活跃，现代奥运会的百年盛事，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竞技

体育的职业化与商业化等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描绘出 20 世纪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历程。 

①竞技体育在世界范围广泛开展：19 世纪后半期，现代竞技体育首先在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开展起来。

而随着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许多国家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竞技体育得到了广泛的开展。

参加和观赏竞技体育都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不同的竞技体

育项目中占据了优势。 

②建立相对完善的管理体制：现代世界竞技体育活动是以国际奥委会几个单项联合会为核心组织进行

的。另外还有不同人群的国际体育组织分别组织自己领域内的竞技体育活动。在各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

也都相应建立了奥委会和单项联合会，肩负着同样的使命，包括确定规则、组织比赛、筹集资金、进行培

训，构成了全球性的管理网络。 

③运动竞赛活动日益活跃：运动竞赛是竞技体育领域最有代表性、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奥委会、单

项锦标赛、世界杯赛及系列大奖赛是最有代表性的世界性比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赛事体系。以及各州、

各国、各地区、各省市、各协会组织的比赛以及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等不同人群的比赛为现代社会生活增

添了绚丽的色彩。电视录像等现代传播手段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运动竞赛的社会效益。 

④现代奥运会百年盛事：产生于希腊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自公元前 776 年至公元 393 年，共举办了

293 届。1888 年，法国人顾拜旦首先倡议恢复奥运会。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 1896 年在希腊举行。至 2004

年，一百多年举行了 25 届夏季运动会及 19 届冬季奥运会。今日的奥运会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盛大节日，是

规模最大的世界性民众聚会，是高水平竞技体育的世界赛事。 

⑤运动竞技水平及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的发展，营养的改善，有效地组织，系统地训

练，各种主客观条件促发着优秀选手们不断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 

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的提高对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具有巨大地推动作

用。一百多年以来，竞技选手们的训练活动，无论从内容、方法，还是组织形式、安排技巧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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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断续的训练发展到系统地训练；从闲暇娱乐式发展到职业化的训练；从着力提高个别因素竞技能力

的训练发展到综合提高全面竞技能力的训练；从仅由少数教练员和运动员构成的封闭式训练发展到社会多

种角色积极介入的开放性训练；从仅仅围绕训练场组织实施的单一性训练发展到众多学科提供有力支持的

全方位科学训练，现代运动训练已经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⑥竞技体育发展的职业化与商业化趋势：竞技体育综合的社会功能赋予了它巨大的商业价值。竞技水

平的不断提高又要求运动员全力以赴进行训练，因此现代竞技体育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商业化特征越

来越明显。 

竞技体育在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阴影和困难，例如政治斗争的破坏性介入，经

济利益的强调性干扰，违禁药物的泛滥使用，竞技选手健康的人为损害以及虚假竞赛和不公正判决对公平

竞争原则的亵渎等。 

 

2.竞技体育的构成 

竞技体育包含着运动员选材、运动训练、运动竞赛、竞技体育管理等四个有机组成部分。 

 

3.竞技体育的基本特点： 

（1）竞争性：竞争性是竞技体育不断发展的杠杆，它既增加了比赛胜负的不确定性，也使得竞技运

动更具魅力。 

（2）规范性：竞技体育的高度技艺是以对技术、战术个各种训练的规范性要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竞技体育的规范性还表现在各个竞技体育项目竞赛规则、竞赛规程等制约机制的规范性和竞技体育管理的

规范性等方面。 

（3）公平性：即竞技运动比赛应该在合情合理、不偏袒任何参赛者。因此为保证比赛的公平性，组

织者采取了多种措施以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如规则和规程以及其他要求等。 

（4）集群性：竞技体育是由若干运动员组成的群体行为。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运动员同时参加，才有

可能组织竞赛活动。另外还表现在运动员或运动队与其他的个人或者集体的关系中。 

（5）公开性：现代竞技体育已经成为了能够吸引全球数亿人关注的社会活动，另外运动训练的方法

和手段也无秘密可言。 

（6）观赏性：竞技体育的竞技性也加强了其可观赏性，使人们从中得到放松个快感以及发泄。 

 

4.竞技运动的现代社会价值 

（1）激励人类的自我奋斗精神：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不断地追

求新的成就及新的突破。竞技选手们永无止境地追求，是这种精神的集中表现和生动写照，而这种竞争性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素质。 

（2）满足社会生活的观赏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自身的需求也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现代人追求的不仅是物质的满足，也高度重视精神生活的丰富。人们从高水平的比赛中不仅可以

感受到生命的力量，而且可以得到美的享受。 

（3）促进社会大众的体育参与：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可以作为榜样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活动

中来，围绕一些大型比赛，都会出现一些群众体育活动的高潮。《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

的实施，使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得到并行发展并相互促进。 

（4）显示国家和社会团体的综合实力：现代竞技体育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

及科技等综合实力的橱窗。体育竞赛的胜负不仅涉及到运动员个人的荣誉，更关系到一个国家和社会团体

的荣誉，许多国家对竞技体育给予了巨大的关注和投入。 

（5）促进社会和竞技的迅速发展：举办大型比赛不仅可以直接获得经济效益，而且可以促进相关产

业的发展。竞技体育已经成为体育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 80 年代 630 多亿美元，位居 22 位，到 1999

年达到 2125.3 亿美元，位居第六。另外对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北京 2800 亿元的投入，对城

市的建设和发展起到巨大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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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排解社会成员的不良情绪 

 

【核心笔记】运动训练与运动训练学 

1.运动训练在竞技体育中的地位 

（1）运动训练释义：运动训练是竞技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运动成绩

在教练员的指导下，专门组织的有计划的体育活动。 

（2）运动训练是竞技体育中的主体构件：与遗传效应、生活效应相比、训练效应是运动员获得竞技

能力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 

（3）运动训练与选材的关系：选材为成功地训练准备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但是没有科学训练做保证，

再好的素材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选手。 

（5）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的关系：成功地参与竞赛时运动员训练的最终目的。训练的内容安排应该

符合运动项目的特点和竞赛规则的要求，最终在比赛中表现出具备的竞技能力。同时运动成绩也只有在专

门组织的比赛中表现出来才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 

 

2.现代运动训练的基本特点 

（1）训练目标的专一性和实现途径的多元性：每名运动员的训练目标是在特定的运动项目上夺得优

异的运动成绩，具有鲜明的专一性，运动员很难再多个项目上取得很好的成绩。同时运动训练项目和内容

的专一性并不排斥有利于专项竞技能力提高的其他项目的训练内容和手段。 

（2）竞技能力结构的整体性与各子能力之间的互补性：各项目运动员的主导竞技能力及次要竞技能

力，各以适当的发展水平、相应的结构协调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运动员表现于专项竞技之中的综合竞技能

力。同时各子能力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良好发展的优势子能力还可在一定程度内对发展滞后的劣势

子能力产出补偿作用。 

（3）运动训练过程的连续性与组织实施的阶段性：一个完整的训练过程，不论其跨度有多大，运动

员在每一个特定时刻的状态，都是前一时刻状态的延续，又是下一个时刻状态的先形，它们之间有着深刻

的影响，即连续性；而每一个连续的训练过程又必然地被分为若干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训练任务、内容、

方法和手段以及负荷，都有各自的特点。 

（4）不同训练负荷影响下的集体的适应性与劣变性：当负荷在一定范围条件下，机体受到的刺激越

大，引起的应激也就越强烈，机体产生的相应变化也越明明显，人体的竞技能力提高的越快，但是超出了

最大承受能力的时候，机体便产生劣变。 

（5）训练调控的必要性和应变性：运动训练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性行为，需要有效地管理，其中对

运动训练的全过程实施科学地调控，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是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在整个过程中经常有各

种意外的因素影响到比赛和训练，因此需要进行调节和变更，以求达到目标。 

（6）现代科技支持的全面性及导向性：竞技体育和运动训练有着广泛的多学科联系，决策科学、人

文科学、医学、力学、化学和数学以及计算机等对运动训练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贯穿于运动训练

的各个环节。 

 

3.运动训练学的任务和内容 

（1）运动训练学的任务：运动训练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运动训练活动的普遍规律，指导各专项

运动训练实践，使各专项的训练活动建立在运动训练理论之上，努力提高训练的科学化水平。 

训练学是主要任务是： 

①在众多专项的训练实践中总结出带有普遍意义的共性规律； 

②深入探索尚未被人们所认识和认识还不十分清楚的运动训练规律； 

③进一步健全运动训练学理论和内容体系 

④广泛吸取现代科技成果和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运动训练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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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运用一般运动训练学的基本理论指导各专项训练实践。 

（2）运动训练学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框架：竞技体育的地位和作用：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和特点；

运动训练的原理和原则；运动训练方法和手段；身体训练；技、战术训练；心理、智能训练；训练过程的

计划和控制；运动员选材；负荷与恢复后来那个。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18 页 共 

849 页 

 

《学校体育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篇  学校体育总论 

 

第 1 章  学校体育的产生与发展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国外学校体育的发展 

考点：我国近代学校体育形成与发展概述 

考点：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初步形成 

考点：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移植与借鉴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国外学校体育的产生与发展概况 

1.国外学校体育的产生 

（1）原始社会： 

学校体育在那时也是不存在的。 

（2）奴隶社会： 

有了教育场所，为学校体育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性条件。如古埃及、巴比伦、印度。 

（3）东方文明国家 

宫廷学校、祭司学校、神庙学校、文士及古儒学校。 

印度宫廷学校学习内容：箭术、乘象术、骑马术、驾车术等。 

埃及学校学习内容：射箭、投掷标枪、刀剑、打猎（仆人、法老跟随）。 

（4）西方文明 

斯巴达（7-18）： 

是一个军事化的城邦国家，全民服兵役，培养体格健壮的武士。军事体育训练的内容为“五项竞技”——

赛跑、跳跃、角力、掷铁饼、投标枪、骑马、游泳、作战游戏、击剑。 

（5）雅典 

教育内容与方法丰富、充实和灵活。学校一般分为四级：7 文法学校和音乐学校、12 体操学校、国家

体育馆、青年军事训练团。 

（6）学校学习的内容： 

赛跑、跳跃、角力、掷铁饼、投标枪、游泳、舞蹈。 

国家体育馆是专门设立的一种培养奥林匹克竞技人才的学校。 

当时的学校有专门的体育教师。 

 

2.国外学校体育的发展 

（1）希腊化时期到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希腊化指公元前 334 年——公元 1 世纪） 

①希腊化时期： 

希腊独立性丧失，文化的交融，体育不再服务于军事，而是发展学生身体使之健康为主要任务。 

②罗马时期： 

学校有三级：7-12 初级学校，12-16 文法学校，16 以后是修辞学校。强调演说雄辩。体育被排挤。 

公元一世纪，宗教统治，宣扬肉体是灵魂的监狱。 

（2）文艺复兴时期到资本主义初期（14 世纪—18 世纪初）的学校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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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复兴时期： 

在教育领域内，教育观是人文主义。 

如意大利维多利亚提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精神、身体、道德都充分发展的人。体育应被看成高

尚的、与科学知识教育并重的教育内容。 

宗教改革，重视教育改革，注重文化知识与身体并重。特别是捷克 

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适应自然”的教育原则，被誉为“近代学校体育之父”。 

“身体是灵魂的住所，主张有规律有节制的生活，尤其是适度的饮食、体育运动及必要的睡眠。” 

②资本主义初期 

a.英国洛克：教育由德育、体育、智育做了明确的区分，着眼实际锻炼。他的《教育漫话》“健全的精

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这是对于幸福人生的一个简短而充分的描绘”。 

制定锻炼体魄的周密规则：穿衣不宜过暖，洗冷水浴，游泳；饮食应清淡、简单等。 

b.卢梭的《爱弥尔》。 

锻炼身体、强健体魄是培养具有自由、独立人格的自然人（教育目标）所不可缺少的素质。身体是意

志及精神陶冶的基础。一切邪恶都是从虚弱产生的。锻炼身体可以巩固人类更高级的能力基础。反对溺爱

孩子，让孩子接受自然的教育。 

（3）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来的学校体育 

①德国博爱派教育实践家巴泽多（1723-1790） 

在德绍创建了第一所博爱学校。体育列为正式课程，创立了“德绍五项”（跑步、跳高、攀登、平衡、

负重），采用按年龄选用教材和分组教学的方法。 

②博爱派教育家古茨穆茨（1759-1839） 

被誉为“德国近代体育之父”。从理论与实践对体育理论进行系统的整理，创造了自己的体操体系—

—八项运动。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彻底改变了贵族的性质。相继其他国家也颁布了许多关于学校体育的

法案，标志着学校体育体制的确立。 

19 世纪初期，丹麦、瑞典、德国等先后把体操规定为中小学必修课程。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期，美、德、法、英颁布了中小学学校体育法案。标志着学校体育体制的确

立。 

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最具有影响的是美国的“新体育”学说和奥地利高尔霍菲尔的学校体育改革。还有前苏联颁布了《学校

体育教学基本法条例》。 

a.“新体育”： 

认为体育是通过身体进行的一种教育活动，教育既为身体也为精神。即包括机体教育、神经肌肉活动

教育、品德教育和智力教育。 

b.高尔霍菲尔 

提出学校体育必须遵循生理学，符合学生需要的主张。重视户外自然活动、游戏活动、强调循序渐进

原则，考虑儿童的年龄和性别特征、地区和社会环境的差异，提倡用人体测量手段检验体育实践的效果。 

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a.苏联注重运动技术和体力增长的研究与教育。 

b.日本将学校体育与终身体育联结起来，注重体验运动乐趣、热爱运动相结合。 

c.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凯洛夫的体育思想为主导。 

d.二战后学校体育的整体特点： 

教学内容更加丰富。 

教学形式和方法多样化。 

推行体育测试制度。 

课外体育活动得到广泛重视。 

【核心笔记】我国学校体育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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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古代学校体育简况 

据史料记载，夏代已有称为“校”、“序”、“庠”等不同名称的学校。商代又出现了“大学”和“庠”

两级施教的学校教育。西周时，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但都为奴隶主贵族子弟设立。当时,文化知识

和书籍文献都为官府所垄断，所以说“学在官府”。 

奴隶主贵族子弟学校的教育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称为“六艺”。其中，射、御是军事技能

的训练，也具有体育的性质。此外，“乐”内容中的舞蹈，也含有体育的意义。到西周时学校已形成了较为

完备的系统。 

（1）重文而轻武： 

西周以后，东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由原来的“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

夷”，兴起私人讲学、办学之风。但是，从西汉到清朝末年，一般学校的教育内容，是以儒家的“五经”、

“四书”为主，偏重德育、智育，教育思想是重文而轻武。 

（2）文举、武举分科制度 

唐代实行文举、武举分开的科举制度，宋朝开始兴办武学，文武教育于是截然分途。明、清用“八股

文”的科举取士方法，学校教育只是埋头读书、背书、写字、做八股文章。直到清朝末年，学习日本和欧

美各国，在这些学校中才开始有体操(相当于体育)的教育内容。 

 

2.我国近代学校体育形成与发展概述 

按现在一般的历史分期，是以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作为我国近代历史时期。但就体育而言，以

清朝末年才开始引进西方近代体育，到“五四”运动时期，这段时间很短，还没有多少有关学校体育历史

可以叙述。所以，我国体育界只好采取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作为我国近代体育时期。 

（1）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 

推出了一次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他们主张学西方，兴办西学，开始创办西方

式的新式学堂，包括军事学堂，把体操规定为学堂的学习课程，内容主要是瑞典式、德国式、日本式的普

通体操，兵式体操和游戏等。从而使中国学校教育首次出现了体育课程和体育活动。虽然当时洋务派办的

西方式学堂极少，但对西方近代体育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甲午战争后 

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失败，继起维新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积极提倡西

学，首次提出了在学校中必须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思想。强调了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对我国

学校体育的发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①1903 年《奏定学堂章程》 

随着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推行“新政”进行改革。其中对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就是废除

科举，兴办学校，并于 1903 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各类学堂中都设立体操科。小学堂每

周 3 学时，中学堂每周 2 学时，高等学堂每周 3 学时，由于各级学堂都安排了体育课，从而使近代学校体

育得到普遍实施，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无体育课的状况。 

②辛亥革命后学校体育的“双轨现象” 

a.辛亥革命后，仍沿袭清末军国民教育兵操为主的体操课； 

b.由于受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许多学校则在课外开展球类和田径为主的活动和竞赛。由

于课内和课外两种明显不同的体系，形成了学校体育的“双轨现象” 

③“五四”新文化运动 

a.毛泽东同志 1917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 

b.恽代英的《学校体育之研究》也极具代表性。 

c.1922 年《壬戌学制》是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参照美国“六三三制”。 

d.1923 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的公布，正式将学校“体操科”改为“体育课”。并纳入了生理卫生和保健

知识。这是我国学校体育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④体育教学规律和方法的探索 

体育教师的重视教学研究。如“三段教学法”、“单元教学法”、“分类教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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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课外活动、体育师资培养 

学校课外活动及校内外运动竞赛比过去更加活跃。重视了对师资的培养。当时最为典型的是“南京高

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 

⑥两种政权的学校体育 

国民党时期，学校体育发展很不平衡。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了学校体育的领导机构，先后颁布了不

少学校体育法令，教育部还聘请国内外一部分体育专家编写了各种体育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培养了体育师

资，这些反映了当时体育界有识之士对实施学校体育的某些设想和愿望，对近代学校体育产生过一定影响。 

⑦国民党时期的问题 

当时，学校体育只注重训练少数选手去夺锦标，体育课被视为“小四门”可有可无，课上“放羊式”

现象普遍存在，从而使学校体育发展缓慢，学生健康状况极差。 

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 

在苏区和解放区内，各级各类学校都开设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并经常举行各

种类型的运动竞赛和运动会。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广大师生想方设法，因陋就简，土法自制。

1941 年创建的延安大学体育系，为解放区培养了一批体育干部。 

 

3.新中国以来学校体育的发展概况 

（1）初创阶段（1949—1957） 

①毛泽东：健康第一（50.6）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53.8） 

教育方针（57 年） 

②学习苏联：劳卫制（54 年）；大纲（56 年） 

③建立机构：教育部体育处；群体司；军体部。六所体院；38 所师范体育系 

（2）曲折发展阶段（1958—1965） 

大跃进：61 年新大纲教材；劳卫制改为锻炼标准；课余训练竞赛恢复发展 

（3）严重破坏阶段（1966—1976） 

劳动代体育，军训代体育。混乱倒退 

（4）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阶段（1977 年以后） 

①健全了管理机构：1977 年教育部设立了体育司，国家体委恢复了学校体育处，各省、市、县、教育

厅(局)也相应设立体育卫生处(科)，并设有专门研究体育教学的体育教研室。从而保证学校体育工作向着规

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②法规制度建设：1979 年 5 月在扬州会议标志着我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开始进入科学管理阶段。《高

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和《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1990 年 3 月 12 日经国

务院批准颁布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从而使我国学校体育工作开始真正进入法制化轨道。 

③体育科学研究：创办了《中国学校体育》和《体育学刊》等杂志，出版了一批专著和教材。成立了

各级协会。 

④重视学生的体质状况：分别在 1979 年，1985 年，1990 年，2019 年，2000 年、2019 年分别进行了

大规模的体质测试。 

⑤课外运动训练：为国家培养大批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条龙”的学校课外运

动训练体制。高等学校试行高水平运动队训练，同时在部分高校筹建中国大学生体育训练基地。大大提高

了学校体育运动技术水平。 

⑥课外体育活动：在课外体育活动方面，组织形式更加多样，内容丰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更加

切合实际，灵活性大，易于推广。学校运动竞赛十分活跃，从全国到省、市以及学校的运动会已基本形成

制度。 

⑦体育师资队伍建设：体育师资队伍建设发展快速。师资的数量与质量发生变化。 

⑧体育场馆器材设备建设：体育场馆器材的数量与质量的变化；体育场馆器材的规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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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管理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管理与体育管理 

考点：体育管理学的性质与内容 

考点：体育管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考点：事业、体育事业及其管理 

考点：产业、体育产业及其管理 

考点：现代体育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考点：学习和研究体育管理学的意义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体育管理与体育管理学 

1.管理与体育管理 

（1）管理的概念 

管理是指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创新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

共同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 

（2）体育管理的概念 

体育组织中的管理者，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对管理客体实施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创新等职能，

共同实现预定目标的活动过程。 

管理活动的五大基本要素： 

①管理主体 

②管理客体 

③管理目的 

④管理职能和方法 

⑤管理环境和条件 

（3）体育管理的特征 

①体育管理的目的性 

②体育管理的综合性 

③体育管理的人本性 

④体育管理的创新新 

⑤体育管理的艺术性 

 

2.体育管理学的性质与内容 

（1）体育管理学的学科性质 

①体育管理学是一门边缘科学 

②体育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 

③体育管理学的两重性 

（2）体育管理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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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育管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体育管理学是由管理科学分化出来的一门分支学科，属部门管理学。 

我国正式建立体育管理学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核心笔记】体育事业管理与体育产业管理 

1.事业、体育事业及其管理 

体育事业管理，就是体育行政部门及体育事业单位为推行体育公共事务所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

控制、创新等，以满足社会和公众对公共体育服务要求的活动过程。 

 

2.产业、体育产业及其管理 

（1）产业具有的四个本质特征： 

①构成产业的基本单元是企业或从事营利性活动的机构，以追求利润、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增值为目标。 

②企业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产品，既可以是实物产品也可以是劳务服务。 

③满足企业所提供产品的同类性要求。 

④并入国民经济系统投入产出链的循环中，在国民经济系统中存在其商品或服务市场，满足某类具有

共同特征的市场的需要。 

（2）体育产业及体育产业管理的概念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将体育产业界定为：为社会生产和提供体育服务产品的同一类经济部门的

集合。 

体育产业管理，就是以满足社会不同人群的体育需求为目的，为实现经营目标所从事的各种管理工作

的总称。 

【核心笔记】学习和研究体育管理学的方法与意义 

1.现代体育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1）案例研究法 

（2）比较研究法 

（3）调查研究法 

（4）协调研究法 

 

2.学习和研究体育管理学的意义 

（1）学习和研究体育管理学，是加快和深化体育改革，进一步开创体育工作新局面的需要。 

（2）学习和研究体育管理学，是提高体育管理效率和综合效益，推动和实现《奥运争光计划纲要》

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目标的需要。 

（3）学习和研究体育管理学，是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果，避免管理工作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的需要。 

（4）学习和研究体育管理学，是提高体育管理干部队伍素质，同时，也是有助于非体育管理专业学

生掌握与自己将来工作有关的管理知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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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体育管理基本原理与方法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系统原理 

考点：人本原理 

考点：动态原理 

考点：效益原理 

考点：行政管理方法 

考点：法律管理方法 

考点：经济管理方法 

考点：宣传教育方法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体育管理的基本原理 

1.系统原理 

（1）系统原理的概念 

系统原理是指为实现系统的目标，运用系统理论，对管理对象进行系统分析的规律的概括。 

（2）系统原理的运用 

①把握系统的整体性 

②应使管理系统内部形成相对封闭的状态 

a.管理的组织机构要形成有效的封闭 

b.管理的法规、制度也必须封闭 

c.管理中的人也必须要封闭的 

 

2.人本原理 

（1）人本原理的概念 

人本原理是指一切管理活动均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做好人的工作为根本的规律的概括。 

（2）人本原理的运用 

①选人用人应做到能级对应 

首先，要按能级层次进行管理 

其次，不同的能级应体现出不同的权力、物质利益和精神荣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职务、责任、权力

和利益的相互统一。 

最后，各类能级必须动态地对应。 

②要善于综合运用各种动力 

a.动力的种类 

一是物质动力。它包括工资、奖金、福利等 

二是精神动力。如宗教信仰、爱国主义、受到尊重、组织关心。 

三是信息动力。包括知识性动力、激发性动力和反馈性动力。 

b.各种动力的综合运用 

首先，三种动力要综合、协调运用。 

其次，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个体动力与集体动力之间的管理。 

第三，要掌握好适宜的动力“刺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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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态原理 

（1）动态原理的概念 

是指在管理活动中，注意把握管理对象的变化情况，不断调节各个环节，以实现整体目标的规律的概

括。 

（2）动态原理的运用 

①运用反馈对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 

②在管理过程中要保持一定的弹性 

 

4.效益原理 

（1）效益原理的概念 

是指管理的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提高效益这个中心，科学有效地使用人、财、物、时间和信息等资

源，以创造出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的规律的概括。 

（2）效益原理的依据 

效益原理的理论依据是价值工程。 

价值（V）=功能（F）/成本（C） 

（3）效益的评价 

【核心笔记】体育管理的基本方法 

体育管理方法：在体育管理活动中，为了实现体育管理的目标所采取的各种手段、途径与措施的总称。 

 

1.行政管理方法 

（1）行政管理方法的含义与实质 

行政管理方法，也称行政管理手段，他是指管理者依靠行政组织的权威、运用行政手段、按照行政系

统与行政层次的划分来进行管理的方法。 

行政管理方法实质上是通过行政组织中的职务和职位来进行管理，因此，行政管理方法十分强调责任、

职权和职位，而非个人特权。 

（2）行政管理方法的特点 

①权威性 

②强制性 

③垂直性 

④针对性 

（3）行政管理的作用 

①行政管理方法的运用有利于组织内部统一目标、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能够迅速有力地贯彻上级的

方针和政策，对全局活动实行有效的控制。 

②行政管理方法是实施其他各种管理方法的必要手段。 

③行政管理方法可以强化管理作用，便于发挥管理职能，使全局、各部门和各单位密切配合，前后衔

接，并不断调整他们之间的进度和相互关系。 

②行政管理方法可以强化管理作用。 

（4）行政管理方法的正确运用 

①行政管理方法的运用范围与条件 

由于行政管理方法具有垂直性特点，所以它在垂直型系统管理中有着较广的运用范围。 

行政管理方法运用条件有二： 

一是要有一个比较严密的行政组织系统，二是要有具有较高管理水平的干部队伍。 

②运用行政管理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a.运用行政管理方法必须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 

b.行政管理方法的效果受到管理者自身水平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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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辅导课件 

 

《运动训练学》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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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复习提纲 

 

《运动生理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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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核心题库 

 

《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乳酸能系统 

【答案】乳酸能系统是指糖原或葡萄糖在细胞浆内无氧分解生成乳酸过程中（又称酵解），再合成 ATP

的能量系统。 

 

2． 有氧适能 

【答案】体摄取、运输和利用氧的能力，是实现有氧工作的基础。 

 

3． 运动性血尿 

【答案】正常人在运动后出现的一过性、显微镜下或肉眼可见的血尿称为运动性血尿。 

 

4． 磷酸原系统 

【答案】磷酸原系统是指 ATP.ADP 和磷酸肌酸（CP）组成的系统，由于它们都属高能磷酸化合物，

故称为磷酸原系统（ATP-CP 系统）。（豆丁华研ㅐ电子书） 

 

5． 第二信号系统 

【答案】对第二信号发生反应的大脑皮质功能系统称为第二信号系统。 

 

6． 姿势反射 

【答案】在躯体活动过程中,中枢神经系统不断地调整不同部位骨骼肌的张力以完成各种动作,保持或

变更躯体各部分的位置,这种反射称为姿势反射。 

 

7． 三联管 

【答案】每一横管和它相邻的两侧纵管的终池，合称为三联管。（豆丁华研а电子书） 

 

8． 核心力量 

【答案】核心力量是指附着在人体核心区域的肌肉在神经支配下收缩产生的一种综合力量。 

 

9． 时间肺活量 

【答案】时间肺活量是指在一次最大吸气后,尽力以最快的速度呼气,单位时间内所能呼出的最大气体

量。 

 

10．生理性止血 

【答案】正常情况下,小血管受损后引起的出血在几分钟内就会自然停止,这种现象称为生理性止血。 

 

11．分泌作用 

【答案】肾小管与集合管上皮细胞将自身新陈代谢的产物分泌到小管液中的过程,称分泌作用。 

 

12．近视 

【答案】由于眼球前后径过长或折光系统的折光能力过强,远处物体发出的光线被聚焦在视网膜的前方,

形成模糊的图像,称为近视。 

 

13．电机械延迟（EMD） 

【答案】电机械延迟是指从肌肉兴奋产生动作电位开始到肌肉开始收缩的这段时间，该指标延长表明

神经肌肉功能下降。（豆丁华研р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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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基强度 

【答案】在强度-时间变化率固定条件下，将刺激的强度由大到小减弱到低于某一强度时，无论如何延

长刺激的作用时间，也不能引起组织细胞兴奋，该刺激的强度为基强度。（豆丁华研㈄电子┲书） 

 

15．音频区域定位 

【答案】在听觉系统的各级中枢中，特征频率不同的神经元在解剖上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每一个特

定部位感受一种频率的声音，这种定位方式被称为音频区域定位。（豆丁华研ы电┤子书） 

 

16．突触延搁 

【答案】在冲动到达突触前终末 0.5〜1.0ms 后，突触后神经元的去极化才开始，这段时间称为突触延

搁。 

 

17．生物年龄 

【答案】生物年龄是生长发育的实际年龄，通常用发育程度来表示。（豆丁华研щ电子☄书） 

 

18．化学突触 

【答案】化学突触是由突触前膜、后膜和突触间隙组成,具有单向传递、可塑性和突触延搁等特征。 

 

19．屈肌反射 

【答案】脊椎动物在受到伤害性刺激时,受刺激的一侧肢体关节的屈肌快速收缩而伸肌弛缓、肢体屈曲,

这种反射称为屈肌反射。 

 

20．位觉 

【答案】身体进行各种变速运动或重力不平衡时产生的感觉，称为位觉，也可称之为前庭觉。 

 

21．兴奋性突触后电位 

【答案】兴奋性递质可导致突触后膜产生去极化效应,所产生的后电位称为兴奋性突触后电位。 

 

22．代偿间歇 

【答案】在前收缩后,窦房结的正常兴奋恰好落在了期前兴奋的有效不应期之内,不能引起心脏的兴奋

与收缩,心脏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舒张期,称为代偿间歇。 

 

23．内分泌 

【答案】内分泌是指内分泌腺或内分泌细胞将所产生的生物活性物质直接分泌入血液并发挥作用的一

种功能活动方式。 

 

24．超极化 

【答案】膜内电位负值较静息电位时加大的过程称为超极化,即极化状态加强。 

 

25．氧离曲线 

【答案】表示血氧饱和度与氧分压之间关系的曲线。（豆丁华研ㅐ电子书） 

 

26．生物节律 

【答案】生物体内的各种功能活动常按一定时间顺序周而复始、重复出现,生物体这类节律性变化称为

生物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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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向心性肥大 

【答案】力量项目运动员心脏肥大主要以心室,特别是左心室室壁增厚为主,心腔扩大不明显,这种肥大

称为向心性肥大。 

 

28．衰老 

【答案】衰老是指随年龄的增长到成熟期以后所出现的生理性退化,即人体在体质方面的增龄变化。 

 

29．横桥 

【答案】在组成粗肌丝的肌球蛋白分子球状头部,有规则地突出在 M 线两侧的粗肌丝主干表面的突起

部分,称为横桥。 

 

30．体液免疫 

【答案】B 淋巴细胞受抗原刺激后，经一系列的分化、增殖成为浆细胞，浆细胞产生抗体，抗体进入

体液而形成的特异性免疫。 

 

31．异长自身调节 

【答案】异长自身调节是指与神经、体液因素无关,由于心肌初长度改变而导致搏出量改变的一种调节

方式。 

 

32．摄氧量 

【答案】摄氧量是指单位时间内机体能够摄取并利用的氧气量。 

 

33．“开窗”理论 

【答案】“开窗"理论认为持续耐力运动后的 3〜72h 机体的防御能力降低，而呼吸道感染的危险性增加。

且感染的几率与运动量和运动强度之间存在“J"曲线关系。（豆▧丁华研й电▤子书） 

 

34．刺激与反应 

【答案】刺激是指引起组织细胞发生反应的环境条件变化，而反应则指在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组织

细胞所发生的相应的改变。（豆丁华研ㅛ电子书） 

 

35．离心性肥大 

【答案】耐力运动员心脏肥大表现为全心扩大,左心室室壁厚度轻度增加,这种心脏肥大又称离心性肥

大。 

 

36．能量统一体 

【答案】运动生理学把完成不同类型的运动项目所需能量之间，以及各能量系统供应的途径之间相互

联系所形成的整体，称为能量统一体。它描述的是不同运动与能量系统不同途径之间相对应的整体关系。 

 

37．血检 

【答案】抽取受试者的静脉血液进行化验，通过其成分的性质和含量的检测判断受试者是否使用了兴

奋剂，使用了何种兴奋剂。这种手段和方法称为血样检测，简称血检。（豆丁♋华研㈁电子书） 

 

38．继发性高血压 

【答案】在不足 5%的高血压患者中，血压升高是某些疾病的一种临床表现，本身有明确而独立的病

因（如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肾血管性高血压、皮质醇增多症、主动脉狭窄等），称之为继发性高血压。 

 

39．强直收缩 

【答案】给予肌肉频率较高的连续性刺激时,在各次收缩期发生复合的收缩形式称为强直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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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酸碱平衡 

【答案】机体通过血液缓冲体系、肺、肾调节体内酸性和碱性物质的含量及比例，维持体液 恒定，

称为酸碱平衡。 

 

41．肺活量 

【答案】最大吸气后,尽力所能呼出的最大气量称为肺活量,其值相当于潮气量、补吸气量和补呼气量

三者之和。 

 

42．强力手段 

【答案】强力手段是指一切不是通过运动训练来提高运动成绩的措施或者方法统称为运动训练的强力

（或辅助）手段。 

 

43．  

【答案】粒径小于 2.5 的颗粒物称为微粒子,简称 。 

 

44．通气阈 

【答案】在递增负荷运动中,用通气量变化的拐点来测定的乳酸阈,称为通气阈。 

 

45．绝对肌力 

【答案】某一块肌肉做最大收缩时所产生的张力为该肌肉的绝对肌力。（豆丁华研ж电子书） 

 

46．最佳心率范围 

【答案】使心输出量处于较高水平的心率范围,称为最佳心率范围。 

 

47．运动后蛋白尿 

【答案】在剧烈运动或长时间大强度运动后，尿中会出现大量蛋白质，即尿蛋白阳性，经一定时间休

息后，尿蛋白自行消失。这种健康人运动后出现的一过性或暂时性的蛋白尿为运动后蛋白尿。 

 

48． 阻断剂 

【答案】 阻断剂是指在化学结构上与肾上腺素类似，能够占据肾上腺素受体，但不能产生肾上腺素

的 效应的一类兴奋剂，如心得安等，常被射击运动员非法滥用。（豆丁华研л电子书） 

 

49．自动节律性 

【答案】心肌细胞在没有外来刺激的条件下,具有自动产生节律性兴奋的特性,称为自动节律性。 

 

50．心电图 

【答案】心电图是将引导电极置于体表一定部位所记录到的心电变化的波形。 

 

51．有氧耐力 

【答案】有氧耐力是指人体进行长时间肌肉活动的能力。 

 

52．代谢综合征 

【答案】代谢综合征是一种综合症，是一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集中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就被称

为代谢综合征。比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肥胖这些病症有一个共同的病根一一胰岛素抵抗，这构成

了综合症的条件，我们称之为代谢综合征。治疗时也是多途径考虑，采用综合治疗的方法，包括运动疗法。 

 

53．等动收缩 

【答案】等动收缩是指肌肉在进行缩短收缩时，在整个关节运动范围内都以恒定速度进行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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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610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之《运动生理学》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运动生理学》考研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 

1． 药检 

【答案】通过检测尿液或血液中的化学成分来判断人体是否服用或服用了哪种药物的技术手段，简称

药检。 

 

2． 技能体适能 

【答案】与动作、舞蹈和体操等表现有关的运动技术能力。（豆丁华研ㅏ电子书） 

 

3． 运动性贫血 

【答案】由于运动训练引起的 浓度、红细胞数和(或) 低于正常水平的一种暂时性现象称为运动

性贫血。 

 

4． 生理应激 

【答案】生理应激是指一种日常生活中少见的强烈刺激引起的反应和恢复过程的总称,包括机体对刺激

的直接反应及代偿反应、机体对刺激的部分适应或全部适应和刺激停止后的恢复三个阶段。 

 

5． 基强度 

【答案】在强度-时间变化率固定条件下，将刺激的强度由大到小减弱到低于某一强度时，无论如何延

长刺激的作用时间，也不能引起组织细胞兴奋，该刺激的强度为基强度。（豆丁华研㈄电子┲书） 

 

6． 稳态 

【答案】在一定范围内,经过体内复杂的调节机制,维持不断变化的内环境理化性质并保持相对动态平

衡的状态称为稳态。 

 

二、简答题 

7． 简述体液免疫的过程。 

【答案】体液免疫的应答反应过程包括感应、增殖和分化、效应三个阶段：①感应阶段。进入体内的

抗原被巨噬细胞捕获，进行吞噬加工处理后，递呈给 细胞， 细胞受该抗原（处理过的）和 IL-1 诱导

而活化。②增殖和分化阶段。 细胞被活化后，发生增殖并释放出 IL-2、B 细胞分化因子以及 B 细胞生

长因子，促使 B 细胞成熟、增殖并分化成浆细胞。③效应阶段。多数 B 细胞能够成为浆细胞，合成和分泌

免疫球蛋白（抗体），然后由抗体直接或间接发挥免疫效应，杀灭进入人体的抗原物质。同时，部分 B 细

胞变为记忆性 B 细胞，这样就对该病原体产生了抵抗力。 

 

8． 提高有氧工作能力的常用训练方法有哪些？ 

【答案】目前，用于发展有氧能力的训练方法主要有持续训练法、乳酸阈训练法、间歇训练法和高原

训练法。 

（1）持续训练法（豆丁华研ы电子书） 

持续训练法是指强度较低、持续时间较长且不间歇地进行训练的方法，主要用于提高心肺功能和发展

有氧代谢能力。练习时间要在 5min 以上，甚至可持续 20-30min 以上。 

长时间持续运动对人体生理机能产生诸多良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能提高大脑皮质神经过程的均衡

性和机能稳定性，改善参与运动有关中枢间的协调关系，并能提高心肺功能及最大摄氧量，引起慢肌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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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选择性肥大，肌红蛋白也有所增加。对发育期的少年运动员及训练水平低者，尤其要以低强度的匀速

持续训练为主。 

（2）乳酸阈强度训练法 

个体乳酸阈强度是发展有氧耐力训练的最佳强度。以此强度进行耐力训练，能显著提高有氧工作能力，

同时，有氧能力提高的标志之一即是个体乳酸阈提高。由于个体乳酸阈的可训练性较大，有氧耐力提高后，

其训练强度应根据新的个体乳酸阈强度来确定。在具体应用乳酸阈指导训练时，常采用乳酸阈心率来控制

运动强度。 

（3）间歇训练法 

间歇训练法是指在两次练习之间有适当的间歇，并在间歇期进行强度较低的练习，而不是完全休息。

由于间歇训练对练习的距离、强度及每次练习的间歇时间有严格的规定，往往不等身体机能完全恢复就开

始下一次练习，因此，对机体机能要求较高，能引起机体结构、机能及生物化学等方面较深刻的变化。从

生理学角度分析，间歇训练主要有以下特点：①完成的总工作量大。②对心肺机能的影响大。在间歇期内，

运动器官(肌肉)能得到休息，而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活动仍处于较高水平，能使心血管系统得到明显

的锻炼，特别是心脏工作能力以及最大摄氧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此方法运用成功与否的关键是要根据不同

年龄、不同训练水平及不同项目的特点，科学合理地安排每次练习的距离、强度及间歇时间。 

（4）高原训练法 

在高原训练时，人们要经受高原缺氧和运动缺氧两种负荷，这对身体造成的缺氧刺激比平原上更深刻，

可以大大调动身体的机能潜力，使机体产生复杂的生理效应和训练效应。研究表明，高原训练能使血红蛋

白数量及总血容量增加，并使呼吸和循环系统的工作能力增强，从而使有氧能力得到提高。 

 

9． 简述胸内负压的成因及其生理意义。 

【答案】胸膜腔内压是指存在于胸膜腔内的压力，正常情况下胸膜腔内的压力总是低于大气压，因此

亦可称之为胸内负压。胸内负压是由于出生后肺的发育速度落后于胸廓的发育速度，使得肺始终具有一定

的弹性回缩力。吸气时肺的回缩力加大，胸内负压加大；呼气时肺的回缩力减少，胸内负压减小。胸内负

压可保持肺的扩张状态、维持正常呼吸，胸内负压还可使胸腔内壁薄且扩张性大的静脉和胸导管扩张，从

而促进血液和淋巴液回流。 

 

10．简述营养物质吸收的主要部位在小肠的原因。 

【答案】①小肠具有巨大的吸收面积和相适应的结构； 

②小肠黏膜下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和淋巴管； 

③食物在小肠停留时间长；（豆丁华研р电子┰书） 

④食物在小肠内基本完成消化过程。以上决定了小肠是体内营养物质吸收的主要部位。 

 

三、论述题 

11．试述人体免疫系统的几个基本功能 

【答案】免疫功能是指免疫系统在识别和排除异己物质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生物学效应，主要表现在

下列三个方面： 

①免疫防御。免疫防御（或称免疫预防）是指机体抵抗和清除病原微生物或其他异物的功能。若此功

能发生异常可引起疾病，如反应过高可出现超敏反应，反应过低则可导致免疫缺陷病。 

②免疫稳定。免疫稳定（或称免疫自稳）是指机体清除变性或衰老的细胞，维持生理平衡的功能。这

是机体免疫系统内部的自控调节机制，通过清除体内出现的变性、损伤、衰老和死亡细胞等，维持机体在

生理范围内的相对稳定。若此功能失调，可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 

③免疫监视。免疫监视是指机体识别和清除体内出现的突变细胞，防止发生肿瘤的功能。若此功能失

调，可导致肿瘤的发生或持续的病毒感染。 

 

12．试述力量训练的方法。 

【答案】力量训练的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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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等长练习：肌肉收缩而长度不变的对抗阻力的力量训练方法叫作等长练习，又叫做静力训练法。

应用这种肌力训练方法时，可以使肌肉在原来静止长度上做紧张用力，也可以在缩短一定程度上时做紧张

用力。等长练习的优点是肌肉能够承受的运动负荷重量较大，因此是发展最大肌肉力量的常用方法。 

（2）等张（向心）练习：肌肉进行收缩和放松交替进行的力量练习方法叫作向心等张力练习，负重

蹲起、负重提踵、卧推、挺举等均属于此类。向心等张力量训练法的优点是肌肉运动形式与多数比赛项目

的运动特点相一致；此外，在增长力量的同时还可以提高神经肌肉的协调性。其缺点是力量练习中肌肉张

力变化具有“关节角度效应（豆丁华研ч电п子书） 

（3）离心练习：肌肉收缩产生张力的同时被拉长的力量训练方法叫作离心练习，它属于动态力量的

训练方法，肌肉在负重条件下被拉长的动作均属于此类。研究发现，肌肉在进行离心收缩时所产生的最大

离心张力比最大向心张力大 30%左右，因此该力量训练方法能够对肌肉造成更大的刺激，从而更有利于发

展肌肉横断面积和肌肉力量。离心力量训练法的不足之处是训练后引起肌肉疼痛的程度较其他方法明显，

原因可能是离心收缩容易引起肌肉结缔组织损伤所致。 

（4）等速练习：等速练习又叫等动练习，它是一种利用专门的等速力量训练器进行的肌肉力量训练

方法。进行等速力量训练时，等速力量训练器所产生的阻力是和用力的大小相适应的，只要练习者尽最大

的力量运动，肢体的运动速度在整个运动范围内都是恒定的，而在此活动范围内的各个角度上，只要练习

者尽全力运动，产生的肌肉张力也是最大的。因此，等速力量训练法事实上是一种可以使肌肉在整个活动

过程中呈“满负荷"工作的力量训练方法。目前研究认为，等速力量训练法是发展动态肌肉力量较好的训练

方法之一。 

（5）超等长练习：肌肉在离心收缩之后紧接着进行向心收缩的力量训练方法叫作超等长练习。运动

训练中常用的多级跳和“跳深"等练习都属于此类方法。目前，超等长练习主要用于爆发力的训练，其生理

学依据是肌肉在离心收爆后紧接着进行向心收缩时，可借助肌肉牵张反射机制和肌肉弹性回缩产生更大的

力量。此外，最近的研究还发现，在超等长练习之前先进行短暂的大强度负重刺激有助于更大程度地动员

运动单位参与随后的运动，从而强化超等长训练的效果，这种练习方法称为复合超等长力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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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运动生理学》考研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二） 

 

一、名词解释 

1． 应激反应 

【答案】机体受到各种有害刺激时，血中 ACTH 和糖皮质激素增多，并引起一系列非特异性的全身反

应以抵抗有害刺激，称为应激反应。（豆丁华研ㅓ电子书） 

 

2． 本体感觉 

【答案】肌肉、肌腱和关节囊中分布的本体感受器（肌梭与腱梭）,能分别感受肌肉被牵拉的程度以及

肌肉收缩和关节伸展的程度。这种本体感受器受到刺激所产生的躯体各部相对位置和状态的感觉,称为本体

感觉,或称运动觉。（豆丁华研л电子书） 

 

3． 真稳定状态 

【答案】在进行中小强度的长时间运动时,当进入工作状态结束后.机体的摄氧量能够满足需氧量的要

求,各项生理指标保持相对稳定,这种状态称为真稳定状态。 

 

4． 血红蛋白氧饱和度 

【答案】指血液中 Hb 与氧结合的程度，即血红蛋白氧含量与血红蛋白氧容量的百分比。 

 

5． 运动技能学习的迁移 

【答案】运动技能学习的迁移是指已获得的经验对于后来学习效果的影响。以前获得的经验,对以后的

学习起促进作用的称为正迁移,也称为良性迁移。以前获得的经验起妨碍作用的称为负迁移,也称为劣性移。 

 

6． 感受器 

【答案】在任何动物的体表或组织内部,存在着一些专门感受机体内、外环境变化所形成的刺激结构和

装置,称为感受器。 

 

二、简答题 

7． 简述体育运动对脂肪代谢的影响。 

【答案】运动对脂代谢的影响表现为： 

①运动可提高脂肪酸的氧化能力，如耐力训练是提高机体氧化利用脂肪酸供能能力最有效的措施。长

期耐力训练会使骨骼肌线粒体数量、体积、单位肌肉毛细血管密度、线粒体酶及脂蛋白酶活性增加。故耐

力运动能使机体氧化利用脂肪的能力要比一般人强。 

②运动可改善血脂异常。血脂异常是指血浆总胆固醇（TCH）、低密度脂蛋白（LDL）及甘油三酯（TG）

升高、高密度脂蛋白（HDL）降低等。因 LDL 对动脉管壁内膜有侵蚀作用，而且易在动脉管壁内沉积形

成脂斑，所以血脂异常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危险因素。由于耐力训练可促进血浆 TG 降解，增

加血浆 HDL 含量，HDL 有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功能。所以长期坚持耐力运动可改善血脂异常。 

③运动可减少体脂积累。体脂易受营养状况和肌肉活动的影响而发生增减变化。若机体营养过剩并且

肌肉活动减少，则体脂储量增加;若合理营养并且肌肉活动增加，则储脂量减少。因此，坚持长期运动不仅

影响血脂水平、改善血脂异常，而且可以通过提高脂肪酶活性，促进脂肪水解，加速 FFA 氧化供能，而减

少体脂积累。（豆丁华研р电〼子书） 

 

8． 体育锻炼对老年人身体成分产生何种影响？ 

【答案】体育锻炼对老年人身体成分的影响表现为：有氧运动可有效地氧化体内脂肪使体脂下降，而

对去脂体重的影响较小。有研究证明，平均年龄 45 岁，大运动量训练的男女长跑队员的体脂分别只有 11%

和 18%；而平均年龄 45 岁左右，不进行锻炼的男性体脂为 19%，女性为 26%，明显比运动组高。要想增

加瘦体重，应该进行抗阻运动，这样可以使骨骼肌产生适应性肥大、质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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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重点名校：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2010-2020、2022 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第一篇、2022 年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真题汇编 

 

2022 年扬州大学 616 体育学基础综合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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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20 年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真题汇编 

 

2020 年赣南师范大学 638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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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物理热价
	4． 抗原
	5． 强直收缩
	6． 时间肺活量
	7． 简述超量恢复的特点与实践意义。
	8． 何谓前馈？请举例说明它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
	9． 老年人适宜的运动项目杜瑔鯿�
	10．试述化学突触的结构特征。
	11．阐述运动性疲劳产生机制的理论。
	12．试述人在水环境运动的急性适应过程及其应注意的问题。

	2024年《运动生理学》考研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乳酸陜�
	2． 恢复过程
	3． 胆固醇逆向转运
	4． 近视
	5． 局部反应
	6． 视力
	7． 比较I型糖尿病与］II型糖尿病的区别。
	8． 简述细胞免疫的过程。
	9． 简述运动员身体机能评定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10．血液是如何运输氧的？
	11．何谓内向电流、外向电流、电紧张｜晜䂐쵞鑔豒ꡏ屵㕏䷿屦它们之间杜瑎쁎䢀呼ﭔ豓㩒⯿�
	12．根据影响静腜瑖�쎈䂑콶葖屦剧烈运动后怎样做才能促进静腜璈䁭뉖�䇿屦加速疲劳的消除？为什么？

	2024年《运动生理学》考研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听力残障
	2． 补吸气量
	3． 心输出量
	4． 杜瑬❬❓ᙼﭾ�
	5． 血红蛋白氧容量
	6． 胸内压
	7． 简述减体重应遵循的原则。
	8． 简述呼吸过程。
	9． 试述影响运动后过量氧耗的主要原因。
	10．简述突变理论及其特点。
	11．如何从总体上认识兴奋剂的体能效应？
	12．试述激素对急性负荷的应答以及对长期运动的适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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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生物节律
	3． 运动员血液
	4． 乜璀呻�
	5． 异长自身调节
	6． 前庭功能稳定性
	7． 感觉模态主要杜瑔魹쵼篿屦它们的能量形式、感觉器官和感受器是什么？
	8． 如何运用生物电评价疲劳？
	9． 简述反射的基本过程。
	10．为什么儿童少年时期｜晹幾쾏읺瑙䭎酒㙶葓템啦⽎ൗ䞈慶蓿�
	11．试论述肾脏尿生成的基本过程。
	12．为什么要在竞技体育中反对使用兴奋剂？

	2024年《运动生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意向性运动
	2． 大气污染
	3． 躯体感觉
	4． 抗原
	5． 舒张压
	6． 前馈
	7． 简述维持内环境稳态的意义及其调节机制。
	8． 简述最大摄氧量和次最大杜瑬➀ﵒ魭䭛驥륬핶葟ɔ屦及其生理依据。
	9． 比较肺活量和时间肺活量的区别。
	10．试从生理学的角度分析｜晏ᡑ䡏�鱨㡟썒鮑쾋굾썶葡ཎ䤰�
	11．试述残障人参加体育锻炼的意义。
	12．试述动作电位形成的机制。

	2024年《运动生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肌紧张
	2． 肥胖
	3． 青春性高血压
	4． 补偿假说
	5． 最大摄氧量
	6． 脑力疲劳
	7． 简述研究乳酸陜戰Ɛᩬᒖ屢的意义。
	8． 衰老过程中人体运动功能下降的主要表现杜瑔鯿�
	9． 简述止血的生理过程。
	10．速度素质的生理基础。
	11．运动训练会对肌肉能量代谢产生哪些影响？
	12．请详细分析神经元的结构和功能

	2024年《运动生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肾小球滤过率
	2． 大气环境污染
	3． 酸、碱和
	4． 超等长收缩
	5． 肌梭
	6． 拉长收缩
	7． 运动处方的实施过程中｜晥瑴ږ㙫땶葎ﭒꅦ⽎쁎䣿㹏讋๔鮏큒ꢐɔ屢作为整理活动的内容。
	8． 现代运动处方的运动形式主要杜瑔㍼篿Ὣ콹춏큒ꡟ扟དྷᝎ㸀㍹쵎੶蒏큒꠰�
	9． 简述非周期性练习和混呜扠❾썎恵뉒덲祰뤰�
	10．请解释｜晎㩎쁎䡏厁ɔ⮑콏᪖轷䁞璟葶葘麕羀屦增加？
	11．阐述运动性疲劳产生机制的理论。
	12．试分析杜璋굾쎀՛覗奲뙠Ŏ୶葵ὲ楛暐ɞ鑲祟脰�

	2024年《运动生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氧的利用率
	2． 向心收缩
	3． 补吸气量
	4． 通气/血流比值
	5． 后效作用法
	6． 妊娠
	7． 简述能量统一体理论在体育实践中的应用。
	8． 简述降脂运动方案。
	9． 简述突变理论及其特点。
	10．运动生理学的研究任务是什么？
	11．试述通气陜扟扢ၶ葓齖�
	12．在学习运动技能中如何实践恢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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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运动生理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终池
	2． 强力手段
	3． 运动定向
	4． 营养学手段
	5． 肺换气
	6． 自主性体温调节
	7． 神经冲动在杜璚펗项幾콎એ�䱶蒍썟ཏ⁛ﱧ屴何生理意义？
	8． 简述高原环境对人体运动能力的影响。
	9． 简述类固醇的主要副作用。
	10．简述动作速度的生理学基础。
	11．与无训练者相比｜晧屴训练者在完成定量负荷和极限负荷运动时生理机能的变化杜瑏啎ൔ屦？
	12．试述特异性免疫的几个基本特征。

	2024年《运动生理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分泌作用
	2． 缓冲体系与缓冲作用
	3． 氧储备
	4． 青春期高血压
	5． 兴奋性
	6． 老年人
	7． 简述运动生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
	8． 老年人健身前应该做哪些工作？
	9． 抗体与免疫球蛋白的区别与联系。
	10．大脑皮质与运动杜瑑獶蒁ᅓ㩧屴哪几个部分｜晣ݑ穀Ґٶ葑睏协䵿湔豒龀ﴰ�
	11．为什么运动员需要保持适宜的体重和身体成分比例？
	12．试述运动员心脏的形态、结构与功能特点。
	试述消化道平滑肌的一般特性。
	试述胃液的性质、成分和作用。
	试述肾脏的血液循环过程及特点
	试述运动性蛋白尿的成因及影响因素
	试述运动性血尿的成因及影响因素
	试述力量训练的生理学原则。
	试从生理机制的角度分析｜晎㩎쁎䡗⡢镣띨ݧꩥ鑐婑䕒ٶ葟ᖁ쉒ꡏ尰�
	依据速度素质的生理学基础｜暖ႏ킚�꙽₍⡶蒋굾쌰�
	试述影响无氧耐力的生理学因素
	请洋细分析影响最大摄氧量的因素
	试述杜瑬➀ၒ魶葵ὴٗ喝�
	请详细分析低氧训练及其生理学意义。
	试述在运动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极点”？运动员在运动实践中应该如何对待“极点”？
	结呜抏큒ꡛ麍屦阐述运动性疲劳产生机制的理论
	试述在体能主导类项目的训练中｜晞钋艏啔屢理安排恢复？
	试述如何避免长时间脱训对心肺功能和运动能力产生的不良影响？
	试述运动技能形成的阶段性及规律｜晞皖ႏҖ㙫땟扢ၶ葵ὴٓ齖Œꡏ岈桳끓쪑읓홶葥奛晥륬픰�
	为什么说运动技能是一种复杂的、链锁的、本体感受性的运动条件反射。
	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之间杜瑏啑獼ﯿᾋ㹏讋ຎꭏ卽₍⡛拏晎悏큒ꡢ肀ﵶ葟煔촰�
	儿童少年运动系统杜瑔魵ὴٲ祰맿ὗ⡏厀뉥奛晎굾썎ⵞ鑬ཎ쁎䣿�
	儿童少年氧运输系统杜瑔魵ὴٲ祰맿ὗ⡏厀뉥奛晎굾썎ⵞ鑬ཎ쁎䣿�
	儿童少年神经系统杜瑔魵ὴٲ祰맿ὗ⡏厀뉥奛晎굾썎ⵞ鑬ཎ쁎䣿�
	如何根据儿童少年的生理和身体素质发展的特点进行各项身体素质的训练？
	试述运动训练会对女子杜找코桧ꝵὔ魟煔�
	试述运动对老年人运动系统、氧运输系统、神经系统和免疫机能的影响
	试述身体成分与体重控制的意义
	试述运动减肥处方的制定原则及其实施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请详细分析运动处方的各项基本内容。
	试述运动处方的分类、主要对象及各类运动处方的主要目的
	试结呜扬㑳꽘荎ⶏ큒꡶葲祰맿屦阐述人体对水环境适应的表现
	试述高原习服的生理学基础及其意义。
	试述人体运动时体温的变化、调节及意义。
	试述大气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效应所体现的几个方面。

	2024年《运动生理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生物节律起搏器
	2． 灵敏
	3． 反应时
	4． 肌梭
	5． 心率
	6． 肢体残障
	7． 高位中枢对脊髓反射的调控是如何实现的？
	8． 目前运动生理学研究的主要热点杜瑔鯿�
	9． 简述血浆渗透压的形成及权生理意义。
	10．简述肥胖的分类。
	11．小脑分为哪几个部分？请详细阐述各部分的功能。
	12．依据肌纤维百分组成与运动能力的关系｜暋๛荗⡣ݛﲏ큒ꡛ麍葡ཎ䤰�

	2024年《运动生理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缓冲对
	2． 酸碱平衡
	3． 运动神经元池
	4． 单线式联系
	5． 细胞免疫
	6． 中枢模式发生器
	7． 促进人体功能恢复的措施主要杜瑔鯿�
	8． 简述神经胶质细胞的分类及其功能。
	9． 简述感受器的一般生理特性。
	10．运动处方的实施过程中｜晥瑴ږ㙫땶葎ﭒꅦ⽎쁎䣿㹏讋๔鮏큒ꢐɔ屢作为整理活动的内容。
	11．试述糖尿病患者出现“乜瑙ᩎ\ᄀ≶葓齴ذ�
	12．清详细说明运动员发生运动性免疫抑制后的调理方法？

	2024年《运动生理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腹式呼吸
	2． 功能训练
	3． 最大氧亏积累
	4． 引导教育
	5． 呼吸肌训练
	6． 运动强度
	7． 儿童少年身体素质发展杜瑔魲祰맿�
	8． 简述血浆渗透压的形成及其生理意义。
	9． 简述儿童少年身体素质发展的特点。
	10．依据赛前状态反应程度的不呜替屦如何调整和提高机体工作能力？
	11．试分析血红蛋白与运动能力的关系｜�
	12．如何正确地理解“使用兴奋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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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运动训练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变换训练法 change training
	2． 最佳竞技训练阶段 superior stage of competitiveness training
	3． 多种竞速能力 duozhong  speed ability in various distances
	4． 战术能力 tactics ability
	5． 专项力量 specific strength
	6． 竞技能力非衡结构 unbalanced structure of competitive abilities
	7． 竞赛时期 competition period
	8． 导向目标 target goal
	9． 依训练理论研究｜暋ڋ멢䁭땶홶蒘虗�ٔ⩜䉫⇿�
	10．试制订短跑运动员准备期第一阶段的一个周的训练计划。
	11．简技竟技技术常用的几种方法？
	12．简述竞技状态的定义和表现
	13．速度素质分哪几类？
	14．在组织综呜抋굾쎋ﹶ著逸Ⲑ٥鑬པ鮕飿�
	15．在遜瑢굾썥륬핥钀Ά兔魖�
	16．区别对待原则的定义｜晹텛晗喝䁔貉腬�
	17．试述安排年度训练计划的注意事项。
	18．试述决定训练周期时间的固定因素与变异因素的关系。

	2024年运动训练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竞技状态 competitive form
	2． 创纪录战术 tactics for creating record
	3． 优秀运动员特征模型 model of outstanding athlete' s characteristics
	4． 耐力性项群 endurance event-group
	5． 专项训练 specialized training
	6． 力量耐力 strength endurance
	7． 负荷强度intensity of training load
	8． 竞技能力结构 Competition activity structure /Performeance ability structure
	9． 青少年运动员训练要注意哪些方面问题？
	10．简述战术训练的基本要求
	11．试制订跳高运动员基本训练周的第一个阶段的一个周的训练计划。
	12．简述战术的构成？
	13．简述分解训练法的概念和基本类型
	14．简述运动员从事力量训练的注意事项。
	15．试述体能主导类速度性项群运动员的训练特点？
	16．试述克服心理障碍的心理训练。
	17．试举例说明反应速度、位移速度和动作速度的训练方法和手段。
	18．试述如何克服心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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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大速度 maximum speed
	2． 制胜类项群  winning event-group
	3． 竞技能力发展敏感期 sensitive period of competitive ability development
	4． 命中类项群 target hitting event-group
	5． 单元动作结构项群 single movement structure event-group
	6． 运动成绩 sports performance
	7． 技能主导类项群 skill dominated event-group
	8． 体能 physical efficiency
	9． 简述制定方案战术的基本内容
	10．简述体能训练的重要意义
	11．为什么机体会产生劣变现象？
	12．为何专项竞技需要具杜瑲祟ɠ⟿�
	13．贯彻周期性原则杜瑔魗逸ⲉ腬䋿�
	14．力量训练杜瑔魗逸ⲉ腬䋿�
	15．论述儿童少年各身体素质的发展趋势
	16．试述以提高肌肉内协调的方法发展相对力量训练的负荷量度。
	17．简述贯彻周期性原则的训练学要点？
	18．战术训练方法杜瑔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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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训练计划变更 training plan change
	2． 技术环节sport technique segment
	3． 训练效应转移 training effect transition
	4． 反应速度 reaction speed
	5． 检查性比赛 inspection competition
	6． 一般训练 genera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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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竞技能力结构模型 Motel of competitive ability structure
	9． 在训练中如何贯彻适宜负荷原则
	10．何谓间歇训练法？
	11．简述比赛类型及其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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