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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精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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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 

①重点名校：运动训练学 2010、2012-2018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②重点名校：运动生理学 2010-2011、2013-2014、2016-2019、2022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说明：本科目没有收集到历年考研真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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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大纲 

①2023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大纲。 

②2022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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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资料 

3．《运动训练学》考研相关资料 

（1）《运动训练学》[笔记+提纲] 

①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之《运动训练学》考研复习笔记。青岛掌щ

心┯博阅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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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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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运动训练学》名词解释精

编。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运动训练学》简答题精编。 

③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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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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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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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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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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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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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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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之《运动生理学》复习提纲。青岛掌ф心博

阅║рс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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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运动生理学》单项选择题

精编。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运动生理学》填空题精编。 

③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运动生理学》判断题精编。 

④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运动生理学》名词解释精

编。 

⑤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运动生理学》简答题精编。 

⑥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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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之运动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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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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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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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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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掌я心博阅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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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4 页 共 4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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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初试参考书 

《运动训练学》，田麦久，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7年。 

《运动生理学》，王瑞元、苏全生主编，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年版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及考试题型 

体育学院：体育学 

 

《运动训练学》：填空题、名词解释、问答题、论述题 

《运动生理学》：名词解释、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论述题、简答题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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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备考信息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运动训练学》，田麦久，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7年。 

《运动生理学》，王瑞元、苏全生主编，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年版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招生适用院系及考试题型 

体育学院：体育学 

 

《运动训练学》：填空题、名词解释、问答题、论述题 

《运动生理学》：名词解释、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论述题、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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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大纲 

 

2023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大纲 

 

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 1.《运动训练学》，田麦久，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7 年。 

2.《运动生理学》，王瑞元、苏全生主编，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年版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运动训练学》旨在考查考生对运动训练学基本理论和运动训练实践技能、知识的掌握情况；《运动生理

学》旨在考查考生对运动生理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以及相应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全

面掌握运动生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并能运用运动生理学基础理论知识分析、综合解决

运动训练及群众体育健身锻炼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二、考试范围： 

1.《运动训练学》：一般运动训练学理论、项群训练理论以及专项训练理论与实践技能等； 

2.《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理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等。 

三、试题结构 

1.《运动训练学》：填空题、名词解释、问答题、论述题 

2.《运动生理学》：名词解释、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论述题、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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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大纲 

 

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 

 

1.《运动训练学》，田麦久，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7年。 

2.《运动生理学》，王瑞元、苏全生主编，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年版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运动训练学》旨在考查考生对运动训练学基本理论和运动训练实践技能、知识的掌握情况；《运动生理

学》旨在考查考生对运动生理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以及相应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全

面掌握运动生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并能运用运动生理学基础理论知识分析、综合解决

运动训练及群众体育健身锻炼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二、考试范围： 

1.《运动训练学》：一般运动训练学理论、项群训练理论以及专项训练理论与实践技能等； 

2.《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理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等。 

 

三、试题结构 

1.《运动训练学》：填空题、名词解释、问答题、论述题 

2.《运动生理学》：名词解释、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论述题、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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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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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训练学导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竞技体育 

考点：运动训练 

考点：运动训练学 

考点：项群理论 

考点：专项训练理论 

考点：运动成绩 

考点：竞技能力（重点）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运动训练与运动训练学 

1.竞技体育 

竞技体育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性的实践活动，竞技体育包含运动员选材、运动训练、竞技参赛、竞技

体育管理 4 个组成部分。 

即选材、训练、竞赛、管理，管理贯穿于所有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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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运动训练 

定义：运动训练是竞技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运动成绩，而专门组织

的有计划的体育活动。 

运动训练的竞技价值和活动主体 

（1）运动训练的竞技价值 

①运动训练是竞技体育的主体活动。 

竞技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运动目标最主要的途径。 

②运动训练是创造优异成缜的基础工程。 

（2）运动训练活动的主体 

①运动员； 

②运动训练团队 

早期的训练主体只有运动员，现代运动训练则有运动员和运动训练团队（教练团队）o00 版的教材上

明确指出运动员是训练活动的主体。 

 

3.运动训练学 

概念：运动训练学是研究和阐明运动训练规律以及（如何）有效组织运动训练活动行为的科学。 

（1）运动训练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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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训练基

础之上，努力提高训练的科学化水平。 

（2）运动训练学的学科特征： 

①本源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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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综合性学科 

③实践性学科 

（3）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的构成要素 

 

 

【核心笔记】不同层级的运动训练理论体系 

1.项群理论 

一般训练学↔项群训练学↔专项训练学→项群训练理论 

（1）运动训练学的历史与发展 

运动训练学第一部术专著 

前民主德国学者的创造性工作 

①项群的三大分类体系之一：按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划分（主要分类方法） 

 

注意变化>早期的主导因素分类 

a.体能主导类： 

快速力最性、速度性、耐力性 

b.技能主导类 

表现难美性、表现准确性、隔网对抗、同场对抗、格斗对抗 

②项群的三大分类体系之二：按照项目的动作结构分类 

（动作结构分类是动作各部分搭配的方式和排列组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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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项群三大分类体系之三：按照运动成绩的评定方法 

 

（2）项群训练理论的具体应用在那些方面？ 

①有利于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制定 

②有利于竞技运动项目的宏观管理 

③有利于同项群项目规律的探讨研究 

④有利于同项群竞技人才的流动 

⑤有利于运动训练方法的移植。创新和发展 

 

2.专项训练理论 

概念：专项训练理论是指研究运动专项训练活动规律级组织操作行为的训练理论。 

（1）运动项目与专项训练理论分层释义 

（2）专项训理论的主荽特点。 

①与训练实践^口比赛关系最为密切 

②项目特点最为鲜明 

③发展创新速度最快 

 

【核心笔记】运动训练构成要素的理论体系 

（1）训练目标要素：运动成绩、竞技能力 

（2）运动训练方法：控制性方法、一般训练方法 

（3）运动训练负荷、运动训练过程：量、强度 

（4）运动训练学的构成要素： 

①准则一训练原则 

②练什么一训练内容 

③怎么练一训练方法 

④练多少一训练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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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组织—训练过程 

 

1.运动成绩 

运动成绩是运动员参加比赛的结果（核心要义）；（比赛成绩） 

是根据特定的评定行为对运动员及其对手的竞技能力在比赛中发挥状况的综合评定。（进一步解释） 

（1）比赛名次 

比赛名次是运动成绩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哪一个运动项目，比赛结果都必须要分出名次。 

许多情况下，比赛名次的意义甚至超过运动员所表现出来的竞技水平的价值。 

（2）竞技水平 

运动员所具备的竞技能力在比赛中的表现称做竞技水平。不同项目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竞技水

平有着不同的衡量标准，比赛结果的评价方法也不相同。 

①测量类：竞速、竞距、竞重，表现形式位移速度、位移距离、举起重量 

②裁判评分类：体操、艺术体操，表现形式是表演得分 

③命中得分类：无设防（射击）和设防类（篮球等），表现投中，击中等 

④绝对致胜、命中得分类：拳击、柔道、摔跤，绝对致胜或击中进攻得分 

（3）运动成绩的决定因素 

三大决定因素：运动员比赛中的表现、对手在比赛中的表现、竞赛结果的评定行为 

 

2.竞技能力（重点） 

竞技能力是运动员的参赛能力，是运动员的主观条件或自身才能，由不同表现形式和不同作用的体能、

技能、战术能力、心理能力以及知识能力所构成，并综合的表现于专项竞技的过程之中。 

（1）竞技能力的构成因素以及在比赛中的主要表现 

①体能→力量、速度、耐力、柔韧、协调、灵巧等 

②技能→动作质量、动作稳定性等 

③战术能力→自身发挥、干扰对手、影响判定 

④心理能力→参赛情绪动员、比赛情绪控制、竞技意志保持等 

⑤知识能力→竞技知识的掌握和应用 

（2）获得竞技能力的途径 

①先天因素 

遗传因素 

②后天因素 

a.运动训练 

b.运动竞赛 

c.生活因素 

 

3.双子模型 

（1）“木桶模型”与“积木模型”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竞技能力的结构特征，用不同的图象展示

竞技能力结构中各子能力之间的不同联系。两个模型各适用于不同的运动员，或同一个运动员不同的训练

阶段。所以说，〃木桶模型"与〃积木模型"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反映和表述着运动员竞技能力的

构成状态，我们把它们叫做竞技能力结构的《双子模型》。 

（2）双子模型和非衡特征般效应理论 

①竞技模型的共性特征和个性特点的非一致性 

②不平衡特征（非衡特征）： 

刘大庆、田麦久（1997）研究表明：每一名运动员个体竞技能力的各个构成因素的发展大都呈现不均

衡状态，这种非衡状态是普遍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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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复习提纲 

 

《运动生理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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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 

 

《运动训练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过度负荷 excessive load 

【答案】超过运动员承受能力，导致运动员机体产生严重劣变的训练负荷。 

 

2． 运动智能 sport intellect 

【答案】运动员智力和知识在运动训练和竞赛中的表现和运用。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构成因素。 

 

3． 训练过程控制 control of training process 

【答案】通过专门的方法和手段，按既定的方向和目的，以及预先确定的工作方式，对运动训练活动

进行把握和调节的行为。 

 

4． 过度训练 excessive training, over training 

【答案】施以超过运动员机体所能承受的生理或心理负荷，导致产生劣变现象的训练。严重者亦会导

致过度疲劳的出现。 

 

5． 竞赛负荷 competition stress 

【答案】在各类竞赛以及具有竞赛性质的训练过程中运动员机体所承受的刺激。竞赛负荷既有生理方

面的，又有心理方面的。 

 

6． 体能 physical efficiency 

【答案】运动员机体的基本运动能力。运动员竞技能力构成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7． 智力训练 intelligence training 

【答案】现代运动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运动训练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地提高运动员智力水平的

训练活动。 

 

8． 运动员 athlete 

【答案】运动训练活动的主体，竞技活动中竞技能力的直接体现者和运动成绩的创造者。又称选手。 

 

9．  “三从一大”训练原则  principle of training under high difficult, strict, real 

competitionsettings and tigload 

【答案】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科学地进行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 

 

10．一般训练 general training 

【答案】通过多种多样的身体练习、训练方法和手段，提高运动员各器官系统的机能，改进身体形态，

全面发展运动素质，掌握多种运动技巧，改善一般心理品质的训练活动。 

 

11．冀项系数 affiliated event index 

【答案】竞速项目运动员通过翼项距离的位移速度对其通过主项距离的位移速度的相对变化量。可用

翼项位移时间与主项位移时间的比值予以表述。 

 

12．体能主导类项群 physique dominated event-group 

【答案】以运动员的体能为竞技能力主导因素的项目群组，按竞技能力主导因素对竞技项目划分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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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体系中的一个大类，包括快速力量性项群、速度性项群和耐力性项群三个亚类。 

 

13．电刺激训练法 electrical stimulation 

【答案】以脉冲电流代替大脑发出的中枢神经冲动，使肌肉收缩，籍以提高肌肉力量的训练方法。 

 

14．一般耐力 general endurance 

【答案】运动员进行长时间体育活动的能力。 

 

15．竞技状态 competitive form 

【答案】运动员创造优异运动成绩所处于的适宜的准备状态。 

 

16．全程性多年训练过程 overall multi—yearly training process 

【答案】运动员从开始参加训练，经过系统培训，达到个人竞技高峰，一直到停止竞技训练活动的完

整训练过程。这一过程通常会持续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全程性多年训练过程一般分为基础训练阶段、

专项提高阶段、最佳竞技阶段以及竞技保持阶段四个阶段。 

 

17．竞技保持训练阶段 maintaining stage of competitiveness training 

【答案】全程性多年训练过程的第四个即最后一个阶段。是运动员渡过了自己的竞技高峰之后，继续

参与竞技训练和比赛的阶段。持续时间约 2--5 年。主要任务为努力保持已达到的专项竞技水平，尽力延

缓和推迟专项竞技水平的下降。 

 

18．耐力性项群 endurance event-group 

【答案】以运动员体能中的耐力素质为竞技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的项目群组，按竞技能力主导因素对

竞技项目划分的分类体系中体能主导类里的一个亚类，主要包括中长距离走、跑、速滑、游泳、越野滑雪、

长距离公路自行车、划船及铁人三项等项目。 

 

19．赛前训练 pre_seasonn training 

【答案】比赛前调整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为比赛取得好成绩直接进行准备的阶段性训练。 

 

20．项群训练理论 event-group training theory 

【答案】揭示具有共同特点的项目群组训练规律的科学理论。 

 

21．训练周期 period of training 

【答案】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训练过程。训练过程不是直线式的运作，而是周期性循环发展的。 

 

22．竞赛时期 competition period 

【答案】以参加比赛、创造理想成绩为基本目的而组织的训练阶段，训练大周期的核心组成部分。 

 

23．自觉积极性训练原则 principle of training with self motivation and active manner 

【答案】要求运动员正确认识参加训练的目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完成训练任务的训练原

则。 

 

24．战术风格 tactics style 

【答案】运动员（队）的战术体系中独有的基本定型化的特征。 

 

25．运动训练过程 sport training process 

【答案】运动训练活动进行的步骤和程序。是运动训练在时间维度上的体现，是运动训练的固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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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调整周 adjusting week 

【答案】运动员因为训练、比赛处于疲劳状态时，所采用的以休整、恢复为基本任务的训练周型。也

称恢复周。 

 

27．运动年龄 sport career age 

【答案】运动员从事体育专门训练的年度。 

 

28．隔网对杭性项群 net separated competition event-group 

【答案】以运动员技能与战术能力中的隔网对抗能力为竞技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的项目群组，按竞技

能力主导因素对竞技项目划分的分类体系中技能主导类里的一个亚类，主要包括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和

排球等项目。 

 

29．力量耐力 strength endurance 

【答案】运动员在静力性工作中长时间保持相应强度的肌紧张，或在动力性工作中多次完成相应强度

的肌收缩的能力。前者称为静力性力量耐力，后者称为动力性力量耐力。动力性力量耐力又可区分为最大

力量耐力，快速力量耐力以及长时间力量耐力。 

 

30．制胜类项群 ·winning event-group 

【答案】采用比赛中运动员扼制住对手取得绝对胜利，或计分战胜对手的方法评定运动成绩的项目群

组，按运动成绩评定方法对运动项目的分类体系中的一个大类，包括摔跤、柔道、贻拳道武术散打和拳击

等项目。 

 

31．家族调查 family investigation 

【答案】对训练预选对象家族遗传性状的调查。也称“谱系调查”，是人类遗传学的重要研究方法，

是根据人类遗传学多基因数量性状遗传的连续性原理提出来的。通过对被选对象家族的调查，确定所要了

解的特定性状在这个家族中是否有遗传因素的表现，以及它可能有的遗传方式，借以预测该对象这一性状

未来发展的趋势，以决定对该对象的舍取。 

 

32．创新技法 methods of invention 

【答案】创新者根据体育创新活动实践，所总结出的符合体育科学理论和运动项目发展规律，以及能

够提高创新思维能力的各种方法和技巧。 

 

33．区间性多年训练过程 staged multiyear 一 training process 

【答案】两年以上特定时间的多年训练过程。是全程性多年训练过程的组成部分。 

 

34．技术环节 sport technique segment 

【答案】运动技术基本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一个完整的运动技术都由若干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即为

该技术的一个环节。 

 

35．训练课 workout 

【答案】组织实施运动训练活动的基本单元和基本组织形式。 

 

36．训练负荷 training load 

【答案】运动训练过程中，以身体练习（又称运动动作）或心理练习为基本手段，对运动员机体施加

的训练刺激。运动员机体对训练负荷刺激的反应表现在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前者称生理负荷，后者称心

理负荷（见有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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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得分类项群 scoring event-group 

【答案】采用比赛得分的方法评定运动成绩的项目群组，按运动成绩评定方法对运动项目划分的分类

体系中的一个大类，包括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和排球等项目。 

 

38．转移训练 diversionary training 

【答案】有目的地改变训练内容，采用新异的或非专项内容进行练习的手段和方法，以转移运动员的

注意点和兴奋点，消除运动员对本专项训练产生的心理厌倦和疲劳。 

 

39．痕迹效应 trace effect 

【答案】训练过程中前一次负荷的效应在机体内部留有的痕迹在其后一次负荷的实施中反映出来，直

接影响后一次负荷的训练效果的现象。 

 

40．竞技能力补偿效应 Compensatory effect of competitive ability 

【答案】运动员竞技能力构成因素中某种素质或能力的缺陷，为其它高度发展的素质或能力所弥补和

代偿，使其总体竞技能力保持在特定水平的效果。 

 

41．超量恢复集中效应 concentrative effect of overload 

【答案】使不同训练课、不同训练内容的超量恢复时相聚合一起在比赛日出现的现象。 

 

42．高原训练法 altitude training 

【答案】利用高原低压、缺氧环境激发运动员机体的补偿机制，提高氧代谢能力的训练方法。 

 

43．教练员 coach 

【答案】从事竞技运动训练工作，培养运动员并指导他们参加运动竞赛争取优异成绩的专业人员。 

 

44．临赛状态 pre－competition status 

【答案】运动员面临比赛之际的身心状态。 

 

45．平衡能力 balance ability 

【答案】运动员在完成各种有支撑或无支撑动作时，控制身体重心，完成技术的能力。 

 

46．负荷强度 intensity of training load 

【答案】负荷对机体刺激的深刻程度，是构成训练负荷的重要方面。负荷强度刺激引起的机体反应比

较强烈，所产生的训练适应也比较深刻，能较快地提高机体各器官系统的机能水平，但不太稳固，解除负

荷后消退得也较快。 

 

47．耐力素质 endurance 

【答案】有机体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特定强度负荷或动作质量的能力。 

 

48．变异组合多元动作结构项群 irregular combinative multiple movement structure event-group 

【答案】以变异组合多元结构为主要运动技术动作特征的项目群组，按动作结构对竞技运动项目划分

的分类体系中多元动作结构类型里的一个亚类，包括篮球、手球、足球、水球、曲棍球、冰球、乒乓球、

羽毛球、网球、排球、拳击、摔跤和柔道等项目。 

 

49．动作速度 movement speed 

【答案】人体某一部分完成特定动作的移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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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659 运动训练学及运动生理学之运动训练学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运动训练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 

1． 变换训练法 change training 

【答案】在改变场地、器材、时间、空间等训练环境与条件，或改变练习速度、速率、时间、力量等

训练负荷以及改变动作组合的情况下进行训练的方法。 

 

2． 最佳竞技训练阶段 superior stage of competitiveness training 

【答案】全程性多年训练过程的第三个阶段。持续时间 4—8年。主要任务为创造专项优异运动成绩。

训练的重点内容及顺序与专项提高阶段相同。 

 

3． 多种竞速能力 duozhong  speed ability in various distances 

【答案】竞速项目运动员在不同速度区间的竞技能力，亦即在不同长短翼项上的竞速能力。通常可分

为绝对速度（或最大速度）、相对速度、专项耐力、相对耐力、一般耐力五大类。 

 

4． 战术能力 tactics ability 

【答案】运动员掌握和运用战术的能力。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重要构成因素。 

 

5． 专项力量 specific strength 

【答案】完成专项运动技术动作和提高专项运动成绩所必需的专门力量能力。 

 

6． 竞技能力非衡结构 unbalanced structure of competitive abilities 

【答案】运动员个体竞技能力各构成因素不均衡发展的相互关系。竞技能力非衡结构具有存在的普遍

性、绝对性及局限性等特性。 

 

7． 竞赛时期 competition period 

【答案】以参加比赛、创造理想成绩为基本目的而组织的训练阶段，训练大周期的核心组成部分。 

 

8． 导向目标 target goal 

【答案】儿童少年参训选手未来发展的导向目标，即对优秀运动员运动成绩与竞技能力的要求。 

 

二、简答题 

9． 依训练理论研究，该理论所涵盖的领域可分哪几个层次？ 

【答案】（1）一般训练理论。（2）项群训练理论。（3）专项训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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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1）是否有周的两段结构；（2）运动负荷的量与强度是否搭配合理，节奏是否合理；（3）

运动技术与一般身体训练的安排比例是否合理；（4）专项身体训练与一般身体训练的安排比例是否合理：

（5）训练的内容是否丰富多样。（6）是否有结合短跑专项的训练内容。 

 

11．简技竟技技术常用的几种方法？ 

【答案】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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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观法与语言法 

（2）完整法与分解法 

（3）想象法与表象法 

（4）减难法与加难法 

 

12．简述竞技状态的定义和表现 

【答案】为了在重要比赛中创造优异的成绩，运动员总是求通过科学的训练与地动员机体潜力，把自

己在训练中获提的竞技能力最充分地发挥出来，创造优的成绩。运动员参赛的准备状态叫况技状态 

表现：形成阶段：对训练负荷的应答性提高 

保持阶段：动员心理、生理能力的潜能，各系统高度协调 

消失阶段：机体拒绝继续高强度工作 

 

13．速度素质分哪几类？  

【答案】（1）反应速度。（2）动作速度。（3）移动速度。 

 

14．在组织综合训练课的基本部分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案】（1）各种内容练习之间的顺序。（2）改变训练内容时必须做好适合性的专项准备活动。（3）

注意不同训练内容负荷的累积效应。（4）安排作用于同一机能系统的练习时，负荷应有破浪型的变化。 

 

三、论述题 

15．在选择训练方法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答案】项目因素；施训主体因素；训练对象因素；训练目的；任务因素；训练内容因素；训练阶段

因素；负荷因素；训练条件因素（场地、器材、气候等） 

 

16．区别对待原则的定义，科学基础和要求 

【答案】（1）区别对待原则指对于不同专项、不同的运动员或不同的训练状态，不同的训练任务及

不同的训练条件，都应有区别地组织安排各自相应的训练过程选择相应的训练内容，给予相应的训练负荷

的原则。 

（2）科学基础： 

①运动专项竞技需要的多样性 

②运动员个人特点的多样性 

③运动特点的多变性 

（3）训练学要点： 

①贯彻区别对待原则所需注意的因素 

②正确处理训练中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③教练员要及时准确地掌握运动员的具体情况 

 

17．试述安排年度训练计划的注意事项。 

【答案】（1）年度计划是多年训练的一个环节，又是制订阶段计划的依据。（2）制订年度训练计划

必须明确该年在多年训练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基本任务。（3）根据上年度的训练情况，确定该年应达到

的训练水平、竞技能力和运动成绩。（4）按照本年度重要比赛日程，划分适宜的训练周期、各阶段的训

练内容和负荷。 

 

18．试述决定训练周期时间的固定因素与变异因素的关系。 

【答案】周期安排原则的依据是人体竞技能力变化和适宜比赛条件出现的周期性特征，其中，后者是

决定训练周期时间的固定因素，而前者则是变异因素。因为重要比赛日程的安排通常与某个项目最适宜的

比赛条件的出现是一致的，而且通常在上一年度即已确定。竞技状态的发展过程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93 页 共 491 页 

 

2024 年运动训练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二） 

 

一、名词解释 

1． 竞技状态 competitive form 

【答案】运动员创造优异运动成绩所处于的适宜的准备状态。 

 

2． 创纪录战术 tactics for creating record 

【答案】竞速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以打破纪录或创造个人最高成绩为目标，按预先制定好的速度安排

参加比赛，所选用的比赛战术。 

 

3． 优秀运动员特征模型 model of outstanding athlete' s characteristics 

【答案】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的共性特征。运动员的参加专项比赛所需要的竞技能力都是由其体

能、技能、战术能力、心理能力与运动智能所构成的〔参见竞技能力条目〕。每个运动员的竟技能力结构

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的结构又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 

 

4． 耐力性项群 endurance event-group 

【答案】以运动员体能中的耐力素质为竞技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的项目群组，按竞技能力主导因素对

竞技项目划分的分类体系中体能主导类里的一个亚类，主要包括中长距离走、跑、速滑、游泳、越野滑雪、

长距离公路自行车、划船及铁人三项等项目。 

 

5． 专项训练 specialized training 

【答案】采用专项运动的本身，或与专项在动作结构上、能量供给上、对机体的作用上相似的手段所

进行的训练。 

 

6． 力量耐力 strength endurance 

【答案】运动员在静力性工作中长时间保持相应强度的肌紧张，或在动力性工作中多次完成相应强度

的肌收缩的能力。前者称为静力性力量耐力，后者称为动力性力量耐力。动力性力量耐力又可区分为最大

力量耐力，快速力量耐力以及长时间力量耐力。 

 

7． 负荷强度 intensity of training load 

【答案】负荷对机体刺激的深刻程度，是构成训练负荷的重要方面。负荷强度刺激引起的机体反应比

较强烈，所产生的训练适应也比较深刻，能较快地提高机体各器官系统的机能水平，但不太稳固，解除负

荷后消退得也较快。 

 

8． 竞技能力结构 Competition activity structure /Performeance ability structure 

【答案】运动员竞技能力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反映着竞技能力各要素之间的

关系。 

 

二、简答题 

9． 青少年运动员训练要注意哪些方面问题？ 

【答案】（1）处理好基本技术与高难度的关系 

（2）处理好特长技术与全面技术的关系 

（3）处理好规范化与个体差异的要求 

（4）循序渐进与难点先行关系 

（5）处理好合理的内部机制与正确的外部形态关系 

（6）抓好技术风格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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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处理好“学习因素”与“训练”因素的关系 

（8）改善动作基本结构，提高技术组合水平 

（9）重视运动技术创新 

 

10．简述战术训练的基本要求 

【答案】（1）深刻把握项目制胜规律；（2）抓住战术意识培养这一核心环节；（3）着重培养运动

员战术运用能力；（4）处理好个人战术和集体战术配合的关系；（5）重视战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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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1）是否有周的两段结构；（2）运动负荷的量与强度是否搭配合理，节奏是否合理；（3）

运动技术与一般身体训练的安排比例是否合理；（4）专项身体训练与一般身体训练的安排比例是否合理：

（5）训练的内容是否丰富多样。（6）是否有结合跳高专项的训练内容。  

 

12．简述战术的构成？ 

【答案】竞技战术包括战术观念、战术指导思想、战术意识、战术知识、战术形式和战术行动等构成。 

 

13．简述分解训练法的概念和基本类型 

【答案】分解训练法是指将完整的技术动作或战术配合过程合理地分成若干环节或部分，然后按环节

或部分分别进行训练的方法。 

分解训练法的基本类型主要分为：单纯分解训练法；递进分解训练法；顺进分解训练法；逆进分解训

练法 

 

14．简述运动员从事力量训练的注意事项。 

【答案】（1）力量素质的训练要全面而又有重点；（2）练习时要使肌肉充分拉长和收缩，练习后要

使肌肉充分放松；（3）进行力量练习时，要全神贯注，念动一致，注意安全；（4）紧密结合专项特点安

排力量训练，注意正确的技术动作；（5）进行力量训练时要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 ；（6）训练中要采用

大负荷与循序递增负荷；（7）力量素质训练要系统科学安排，不间断；（8）要偏重摆动的动力性练习。 

 

三、论述题 

15．试述体能主导类速度性项群运动员的训练特点？ 

【答案】特点有：（1）体能训练。由于技术动作相对简单，并表现为周期性的多次重复，因此，体

能训练的关键在有精选有效地方法迅速提高体能水平。这就决定了训练中力求使训练内容、训练手段简练、

集中，力求实效，减少不必要的体能消耗，从而使各种训练手段的最佳组合成为提高训练效果的关键环节。

如：赛跑运动员多采用跑——跳、跳——跑的组合 ，（2）技能训练。技术训练重视完整技术和动作节奏

的连贯性，重视关键技术环节的实效性，强调体能与关键技术的紧密结合。因此，提高和完善动作周期的

经济性和实效性，是教师训练的关键。（3）心理和智能训练。主要集中于培养运动员心理调节能力和顽

强的意志品质，以为速度感、节奏感和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以满足比赛所需要的心理素质。 

 

16．试述克服心理障碍的心理训练。 

【答案】（1）转移注意力训练。（2）肌肉神经放松训练。（3）提高睡眠质量。（4）回忆技术动作

的心理训练。（5）消除紧张情绪的心理训练：①参加竞赛；②利用模拟比赛消除紧张情绪；③竞赛中紧

张情绪的转移训练；④情绪对比的心理训练。（6）增强竞赛信心的心理训练：①结合赛前测验进行信心

训练；②增强信心的自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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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反应速度：信号刺激法；运动感觉法；移动目标练习法。动作速度：单一动作计时练习法；

负重练习法；借助环境条件训练法；位移速度：计时跑；借助外力练习法；利用跑的专门练习；发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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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重点名校：运动训练学 2010、2012-2018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第一篇、2018 年运动训练学考研真题汇编 

 

2018 年温州大学 629 运动训练学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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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7 年运动训练学考研真题汇编 

 

2017 年温州大学 629 运动训练学(A)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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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山大学 642 教育学及运动训练学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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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6 年运动训练学考研真题汇编 

 

2016 年温州大学 629 运动训练学 A 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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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重点名校：运动生理学 2010-2011、2013-2014、2016-2019、2022 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第一篇、2022 年运动生理学考研真题汇编 

 

2022 年湖南师范大学 735 体育心理学及运动生理学（一）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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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湖南师范大学 736 体育心理学及运动生理学（二）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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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9 年运动生理学考研真题汇编 

 

2019 年湖南师范大学 735 体育心理学及运动生理学（一）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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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肺泡气与血液之间的气体交换为__________
	6． 在完整机体内各种形式的躯体运动得以实现｜暐﵏鶍噎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7． 下列何种血管的舒缩｜晛陋梎ꮈ䁓譶葟煔쵧Y✀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8． 不是电突触传递特性的是__________
	9． 静息电位的大小接近于__________
	10．神经生理学将外加电流所致的电容统称为__________。
	11．复杂声音信息的精确分辨、处理和加工最后要在__________进行。
	12．内分泌系统固杜瑶葑蕒٬첁穧屴__________
	13．脂肪的热价是：__________
	14．影响最大吸氧量的中央机制是__________。
	15．人在运动初期｜暏큒ꡢ䂗v葬➑코豔㡬➑콎䮕侀끝˿屦这种差异称__________。
	16．视杆细胞的光感受器介导的是__________视觉。
	17．影响最大吸氧量的外周机制是__________。
	18．不属于影响运动后过量氧耗的因素是__________。
	19．氧热价最高的营养物质是：__________
	20．在肺血流量不变的情况下｜晔籔㢘酳蝒ꁐ屦深度减半｜暐ᩬᒈ䁭䄀⽫푐㱜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1．EPSP表示__________。
	22．当机体主要依靠脂肪供能时｜晢䁭䭟靶葔籔㡕䙣ꖏ퇿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3．如果体重不变｜晧㩏华⊑쩥㹶葓ᙛ暀ﶖ摐婙ᙒ齙屦其余部分最终转化为热能的占：__________
	24．第二信使cAMP的作用是激活__________
	25．内分泌是指内分泌腺或内分泌细胞所分泌的激素__________
	26．基本的呼吸中枢位于__________
	27．局部反应和动作电位都是__________的结果。
	28．类固醇激素发挥作用是__________
	29．血浆蛋白浓度下降可导致水肿｜晑癓齖⼀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30．传导速度最快的方式是__________。
	31．血浆的pH值稳定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缓冲对是__________。
	32．腜瑓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彣谄䩟썓娦榖յ㕛�
	33．肾上腺皮质激素属于__________
	34．下列杜瑑獟쎏鍑晴콫捸湶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5．性激素属于__________
	36．评价神经肌肉兴奋性的简易指标是__________。
	37．杜瑑玈䁾ꊆ쭶絶葓�屦错误的是__________
	38．组织兴奋后处于绝对不应期时｜晑癑瑙䭠❎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39．人体为了维持某种生理活动所需要的氧称为__________。
	40．肺总容量等于__________
	41．在呼吸道通畅的情况下｜暀蕓譶葓�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2．若减少细胞外液中Na+浓度｜晓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43．每分通气量与每分肺泡通气量之差为__________
	44．神经激素是指__________
	45．评价神经与肌肉兴奋性的常用指标是__________。
	46．安静状态下的人体基础代谢率低｜暀콭袀ᇿ屦每分钟__________与每分钟需氧量处于平衡状态。
	47．在恢复期机体并不能立即恢复到安静状态｜晫摥䁭袀葬➑콞鑓բ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8．肺泡通气量与气体交换量成__________
	49．剧烈运动中｜晟华玑碀ﵼﭾ�鮀ﵒꁟ㩥屦所测得的呼吸商：__________
	50．内环境稳态是指__________。
	51．在心动周期中｜晙➐ڈ䁭뉵ㅟ썢㽭䅑敟썛ꑶ葥⼀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52．动作电位从心房传到心室｜晗⡢㽛ꑾ퍎੧屴一个时间延搁｜晑癏屵⡦⼀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53．心肌生理特性中｜暐䞍덙Ὗ㩞ꙶ葒㩯쁓獓ꝵὒꡏ屵㕏䷿屦这是心肌的__________
	54．如果视细胞对某一波长光线的敏感性比正常人弱｜晒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55．以下对心动周期的叙述正确的是__________
	56．食物热价最高的营养物质是：__________
	57．急性感染时｜晦㹘鹙᩶葶絾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58．呼吸过程中气体交换的部位是__________
	59．一个50kg体重的人｜晑皈䂑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0．甲状腺激素属于__________
	61．与耐力性项目运动员相比｜晷톏큒ꡔ墀ꅖ�㒀豶葥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2．了解体内能源物质动用比例情况时｜暗�腶董ݨݦ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63．机体的组织液与细胞内液相呜晶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4．最大吸氧量绝对值的表示方法是__________。
	65．重力及直线正负加速度运动的感受器是__________。
	66．乳酸陜打쵦⁎멏南⡮ၘ麍ᾃ瞏큒ꡎⷿ屦血乳酸浓度没杜瑠╒杘ٹ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67．影响动腜璈䁓譶葖⁎ⷿ屦下列叙述正确的是__________
	68．内分泌系统的反馈调节是指__________
	69．血管外破坏红细胞的主要场所是__________
	70．正常情况下｜晟쎍蒂艟譧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71．下列血管中｜暈䁓譧O乶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72．细胞兴奋性维持是因为__________。
	73．呼吸商接近1时｜晏卑蕎㮉腏鮀ﵲ榍⡦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74．细胞具杜瑑瑙䭠⟿屦表现为在杜瑥䡒㩯쁏屵⡎ꝵ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75．血浆胶体渗透压主要来自__________。
	76．体内氧分压由高向低的顺序通常是__________
	77．肺通气的动力来自__________
	78．每100ml动腜璈䁭䅾콾쑾읥쑾읒⥵⡬❶葶繒ٳ蝹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填空题精编
	1． 1moL的CP分解时｜晓쁵ὢ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洀漀䱶萀䄀吀倰�
	2． 横桥杜瑎⪑춉腶葒龀ﵲ祟臿ᩎf⽧屴一个能与__________结呜扶葏䵰맿屦二是能与__________呈可逆性的结呜戰�
	3． 生长素对代谢的作用是促进蛋白质的__________、促进脂肪__________｜晒٬첏작콥酒㙼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4． 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针对亚洲人制定了肥胖的诊断推荐标准｜昀䈀䴀䥙❎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欀最⼀洀㈀⥎㪍薑췿屦大于__________(kg/m2)为肥胖。
	5． 在完整机体内｜暀貀襭㭒꡶著逸ⱒ龀ﵓ問䵹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它包括__________连呜晢䁥⾑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 糖的呼吸商是__________；脂肪的呼吸商接近__________。
	7． 把能量统一体的表示形式｜晓َ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⑹촰�
	8． 必需脂肪主要用来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晑百ꙓ恵㝠❠㭏厑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屦约占女性总体重的__________%。
	9． 通常胃的机械性消化包括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两种。
	10．神经组织由神经细胞和__________组成｜晹幾콾욀�졹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1．等动收缩时｜晗⡥瑎⩑玂芏큒꡶蒃͖藿屦肌张力的变化始终__________阻力的变化｜暀貀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彶蒐ꚏ�䱥㙿⤰�
	12．糖皮质激素分泌过多可引起血糖浓度____________｜晾ꉾ욀�灶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淋巴数目____________｜晞皀﵏쎏�貀襾쑾잆쭶綍⠀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3．实现机体各种生理活动所需的直接能源均来自__________的分解；聜暕ꖀﵮ遧斁�楎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彶葒ډ∰�
	14．胰岛A细胞分泌__________｜昀䉾욀�٬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D细胞分泌__________。
	15．1moL的葡萄糖或由糖原分解的葡萄糖残基｜晾콧屴氧氧化途经｜晓쁵ὢက䄀吀偶萀洀漀汥烿屦分别为__________和__________。
	16．__________和__________是淋巴干细胞增殖、分化成T细胞和B细胞的场所；接受免疫细胞的主要场所｜晓բ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7．糖在体内的存在形式主要杜瑔豎⑹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8．通常小肠的机械性消化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乜瑹촰�
	19．实现运动神经与骨骼肌兴奋传递的物质是__________；该物质可与终板膜上的__________结呜拿屦进聜暐ၾ졧羁鱶葓뭧腓ᘰ�
	20．构成粗肌丝的主要成分是__________分子｜暀屦构成细肌丝的分子至少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乜瑹촰�
	21．肌肉在作缩短收缩时｜暀豟⁒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彙ᙒꁶ蒖㭒鯿屦肌肉起止点互相__________｜晓졹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彥㙿⤰�
	22．人体脂肪分为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两种。
	23．终板电位具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彵㕏䵶葠➍⣿屦其大小与神经末梢释放的化学递质的量成__________｜晓桳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䥳낌愰�
	24．1moL的葡萄糖或由糖原分解的葡萄糖残基｜晾쾑疉ᑾ쿿屦可净生成ATP的mol数｜晒ْ⭎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25．静息时｜暁鱛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彧屴较大的通透性｜晛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彶蒐᪐འ❟衏仿屦所以静息电位主要是__________所形成的电化学平衡电位。
	26．可兴奋细胞产生兴奋的标志是在__________作用下｜晎ꝵ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27．由刺激神经干记录到的动作电位通常是__________动作电位｜晑癞䕞ꙶ葙❜ན홑덎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在一定范围内｜晒㩯쁟㩞Ꙓꁙ⟿屦动作电位的幅度就__________。
	28．激素捜瑱村癓ᙛ晠➍⡓َ㩎屴类｜晓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29．免疫器官是免疫细胞分化、增殖与定居的场所｜晒َ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30．磷酸原系统通常是指由细胞内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化呜扲楾쑢ူ�
	31．电突触的传递是定型化的快速传递｜晓ᙛ智膉葏ₐቒᥑ睧屴__________性和__________性。
	32．__________占白细胞总数的50％~70%｜晦⽏卑蕧g屴效的吞噬细胞｜晗⡑敏땵앓齏卶葥ὣꝒ㙎ຖ㉟ꅠ╠❡ὧ퍎ⶍ瞑춉腏屵⠰�
	33．外膝体是视觉信息传入大脑的中继站｜暉욉쥎ⵧꉏ䵎蹙➁ᅶ꺍⡶葓�
	34．侏儒症是由于__________分泌不足所致；巨人症是由于__________所致；肢端肥大症是由于所致；呆小症是由于__________低下所致。
	35．运动时｜晏卑蕎啹쵥륟ཏ鮀﷿屦主要取决于__________与__________的相互关系。
	36．在光学显微镜下｜晫콎⪀豜ྂ艦⽵ㅎⶕ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彞♔豎Ꝕю豒َ䭎v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彞♢䁾쑢ူ�
	37．免疫系统主要由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组成｜晛荎⽧㩏卑䵵ꭒ龀ﵓ쩓텵ὑ䵵ꭓ쵞鑶葲榍⡗喝䀰�
	38．肌肉在作等长收缩时｜暀豟⁒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彙ᙒꁶ蒖㭒鯿屦肌肉积极收缩｜晏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屦此时肌肉作功为__________。
	39．人体对声音的分辨是多层次的｜暖摶葏屵⡙屦也涉及各级听觉中枢细胞的活动
	40．根据人体各组成成分的生理功效不呜替屦常把体重分为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41．中枢内神经纤维集中的部位称为__________。
	42．依照发生原因｜暀ꖀ홓َ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彠➀ꖀ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彠➀ꖀ혰�
	43．依照脂肪在身体不呜暐䵶葒ٞϿ屦肥胖可分为__________型肥胖和__________型肥胖。
	44．神经元依其功能分为乜瑙❼篿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45．视觉系统中对光敏感、接收光的部位是__________、__________。分别感受视觉和亮光视觉。
	46．构成骨骼肌的基本组织｜暖撀豾쑾읙屦还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䤰�
	47．食物在消化道内的分解过程包括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两种方式。
	48．局部兴奋可以由它的产生部位向周围作短距离的扩布｜暏�쵟扟ྲྀ葢楞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其影响随距离增加聜暏얐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49．激素作用的途径主要杜瑖�췿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50．肌肉在作拉长收缩时｜暀豟⁒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彙ᙒꁶ蒖㭒鯿屦肌肉起止点相互__________｜晓졹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彥㙿⤰�
	51．一个神经元通常具杜瑎g慾욕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彗٧뛿屦将神经元信息传出至另一神经元或效应器。
	52．食物中乜瑹춀ﵮ遲榍⣿屦其氧热价最高的是__________；聜暘�楰��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53．免疫系统的主要功能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54．免疫系统主要功能是识别并排除体内的非己物质｜晢枈䱫摒龀ﵶ葾욀�㩑䵵ꭾ욀�屦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等。
	55．人体如果缺乏对某一波长光线敏感的视锥细胞｜晓獹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要是对某一波长的光线敏感性比正常人弱｜晒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56．ATP再生成过程｜暐ᩞ㡓բ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⑹쵥륟༰�
	57．肌肉弹性成分的作用｜晎f⾈ꭲ畢쥏㢕罥⹛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豦⽿ፔ豥㙿⥢ၒَꝵ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当�屦以防止肌肉__________。
	58．无氧分解供能应包括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两种能量系统。
	59．常用的肥胖诊断指标杜璀ꖀ홞ꘀ┰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0．肌肉在前一次收缩的舒张早期｜晜ㅟY쭥끶葥㙿⧿屦称__________收缩；若在前一次收缩的收缩期尚未结束前｜晜ㅟY쭥끶葥㙿⧿屦称__________收缩。
	61．短跑以__________代谢供能为主｜暕羍텒᥎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鮀﵎㩎㬰�
	62．神经元的两种特征结构是__________和__________。
	63．肌膜的电变化过程和肌丝滑行的收缩过程之间杜瑎N⩎ⵎ쮏읺屦该过程被称为__________｜暀屦实现这一中介过程的结构基础是__________｜晑玕⹖⼀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4．听神经第一级传入神经元的轴突全部终止在脑干的__________核、__________核和耳蜗前腹__________核之内。
	65．依照脂肪在身体不呜暐䵶葒ٞϿ屦肥胖可分为两种类型｜晑癎㝠❙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彗讀ꖀ훿屦其脂肪主要沉积在__________。
	66．引起横桥摆动的最直接因素是__________；当刺激中止时｜暀豭䙿冁鱎੶萀开开徏얐ὗざ�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从聜晛ﲁ㙿⦀貀襟Y쮂‰�
	67．声音刺激的机械能是通过__________换能作用将声波转化为电信号来传递声音信息的。
	68．乳酸能系统的供能底物只能是__________和__________。
	69．ATP再生成的代谢方式｜晓َ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⑹쵥륟༰�
	70．线粒体传递氢与氧化呜扶葔籔㢔﹎㮉腧屴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两条。
	71．任何剌激要引起组织兴奋｜晟얘筑睙ݎ屴个基本条件｜晓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72．储存脂肪主要作用是__________、__________及能源储存。

	《运动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判断题精编
	1． 人体内的能源物质｜暐ﶀ﵎屴氧或无氧的分解方式来供能。__________
	2． 神经细胞是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单位。__________
	3． ATP和CP分子都杜璚�ﵸ碕屦其断裂释放出来的能量｜暐ﵓꭧ㩏卶ꕒ⥵⠰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 内分泌系统通过激素协助神经系统精确地控制身体机能的变化｜晸湏�ѹ쵧㪀ﵭ㭒ꡛ襑桧屴序地进行。__________
	5． 神经营养因子均属于可溶性的多肽因子｜晑皈梏빦⽒ꡠİƗ幔桧ὠ❶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6． 将可兴奋细胞受到刺激后产生的生物电反应的过程及其表现称为反应。__________
	7． 糖和脂肪都能以酵解方式分解供能。__________
	8． 酶与激素不呜替屦它只对完整的细胞起作用。__________
	9． 肥胖是2型糖尿病的重要诱发因素｜暖轷䂀ꖀ홺ꙶ葘鹒ꁼ활㽵앶葓텵앳蝎徖轎䭘鹒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0．在神经肌肉接点区运动神经末梢与终板膜相连接。__________
	11．成人的各种血细胞起源于骨髓｜晢ၱ齎躚ꢚ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2．脂肪分解代谢的特点是：动员快、耗氧少、效率高。__________
	13．兴奋性递质可导致突触后膜产生去极化效应｜晎ꝵὶ葔㕏䵹㩑瑙䭠❺膉㕏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4．在100m赛跑中｜暀貀襑蔀䌀偔⮑콗⡟Y쮖㙫떏얐䷿ᮀ屦ATP含量变化不大。__________
	15．尼氏体和神经原纤维是神经元的两种特征性结构。__________
	16．最大心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加。心率贮备在一定范围内随着训练程度的提高聜晘鹙✰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7．在心动周期中｜晵ㅎ蹟썢㽥㙿⧿屦房内压升高｜暏罢㽛ꑴe㻿屦血液由心房流入心室。__________
	18．激素在对其所作用的靶细胞既不提供额外的能量｜晎彎൭ﭒꁥ끒龀﷿屦聜晓⽗⡏卑蕾욀�䮕ₐትὲ楏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9．心房和心室在一次兴奋过程中所出现的电变化周期称为心动周期。__________
	20．运动时运动员的每分通气量大于一般人｜暋ຏ큒ꡔ墀몐ᩬᑒ龀ﵟ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1．心室的充盈主要依靠心室的舒张｜暀屦不是心房收缩。__________
	22．耐力运动能够很快激活脂肪水解酶｜暏�屦促进脂肪水解｜晖摑쾀ꖏ큒ꡙ᪑익⢀ၒ鮏큒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3．具杜瑫捞㡑瑙䭠❶葾쑾읗⡣ꕓ흎N⩒㩯쁔屦未发生反应｜晒ᦋ㩯쁦⾖屢下刺激。__________
	24．局部反应是一定强度以上的外向电流导致膜主动活动的结果｜晛荎ඐ畟�ⱶ葵㕛暉쑟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5．当组织代谢活动增强｜晎≎ꝲ楘鹙ᩥ屦或因血液供应不足聜晿㩬❥屦可直接抑制血管平滑肌｜晏羈䁻ꆂ屦以增加血液的供应｜暐ɞ鑾쑾읎≭㭒꡶蒗�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6．剧烈运动开始阶段｜晓羀貀襑蕶萀䄀吀傏얐䷿屦聜晔⼀䌀傏얐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7．人在运动中｜晟썳蝘鹒ꁦ⽎y쵓쵞铿屦故心率增加的幅度与体能水平无关。__________
	28．血小板没杜瑛豥瑶葾욀�퍧蓿屦故不属于血细胞。__________
	29．血液中的绝大多数无机盐是以分子形式存在的｜晑癒龀ﵦ⽾Ŧ癏卮ថན诿屦体液的酸碱平衡｜晾쑾읾욀�葑瑙䭠❻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0．继发性肥胖主要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晎읞Ꚅ║笰Ə큒ꡎඍ댰ş썴ڈ䱎㩐佝㩲祟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1．运动前的肺通气量增加是条件反射性的。__________
	32．从气体交换的角度来说｜暏�斀멬葬ᑏ厑콢䵦⽷Ὣ捶葧屴效气体量。__________
	33．激素的释放是一个连续的过程。__________
	34．兴奋在细胞间的传递都具杜瑓啔ᅠ❲祟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5．血浆蛋白除能维持血浆渗透压外｜暏�睧屴缓冲血液酸碱度、参与机体免疫、运输和凝血作用。__________
	36．红细胞的凝集反应实质上是一种抗原—抗体反应。__________
	37．氧通气当量不与每分通气量成正比｜暀屦是与肺泡通气量成正比。__________
	38．红细胞膜的表面积与红细胞体积的比值越大｜晑癓兠❓�技ﵒ鮍詜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39．成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晑癗喝䁎≳蝏᪐ၮ႖䵏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0．减肥运动处方所遜瑢蒏큒ꡥ륟ཞ鑎屴氧运动为主｜暀屦不应采用抗阻力量练习。__________
	41．锋电位的产生是一个不耗能的过程。__________
	42．在生理状态下｜暀魽⽕⽎v蒖䶈䁼홶葯쁽屦它是通过增加血糖的去路与减少血糖来源｜晎ꝵᾖ䵏予䁼홶葥䡞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3．只要红细胞的比容值增大｜暈䁭늏킏錀伀㉔谀䌀伀㉶蒀ﵒ魜ㅘ鹟㫿屦反之则减弱。__________
	44．储存脂肪的主要作用是保温、缓冲机械撞击及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其数量缺乏｜晏᪖䵏乐敞띬㑞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5．脾脏是破坏衰老的红细胞、血小板的重要器官。__________
	46．通常将机体遭遇紧急情况时动员垂体-下丘脑系统的功能过程称为应急反应。__________
	47．缺氧和雄性激素是刺激红细胞生成的重要因素。__________
	48．当终板膜去极化达陜扵㕏䵬㑞獥屦即触发终板膜产生动作电位。__________
	49．体内氧分压由高向低排列顺序是：动腜璈䀰Ɨ妁屴血、组织细胞。__________
	50．能量支出小于摄入为能量负平衡。__________
	51．生物体内的能量的释放｜暏汹ﭔ豒⥵⡻䦏읺୦⽎䄀吀偎㩎ⵟ쎏�䱶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52．以局部电流方式传导的神经信号｜晎ൎ앏⁛ﲐꙟ屦聜晎ᒀ콭袀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53．减肥运动处方应遵循安全性、可接受性和多样性的原则｜晎屴效性无关。__________
	54．一种刺激引起感觉需要经过感受器水平、感觉环路和神经通路、中枢神经系统的整呜扎屴个水平。__________
	55．靶细胞上受体的数量及其与激素的亲和力是不变的。__________
	56．组织接受刺激后｜晵ㅦ㺄坭㭒ꢏ汎㩶聯奫拿屦或从活动较强转为活动较弱｜晹㩢酒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57．电突触主要是单向传递的兴奋性突触；化学突触则是双向传递｜晞癎ᑥ屴兴奋性的｜晓졧屴抑制性的。__________
	58．胸内负压对肺泡扩张、肺通气、肺换气和促进血液淋巴回流都杜瑡ཎ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59．当肌肉中糖原储量增加时｜晓잌艏屵⡑趏�斈䁭뉏羈䁼홬㑞獓䞚�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60．运动开始时｜晵ㅎ躏灹幾콭㭒ꡒꁟ㫿屦交感神经活动减弱｜暁罟썳蝒ꁟ屦血压升高｜晟쎏鍑晴콘鹙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61．肾上腺素与相应的细胞膜受体结呜扔屦通过cAMP－PKA信息传导系统｜晏쎏�홓齒ډ屦使血糖升高。__________
	62．运动时如憋气时间过长可引起胸内负压过大｜暐ႈ䁭뉖�䅖뻿屦大脑供血不足聜晑侀끦啷⤰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63．内分泌系统是由内分泌腺和分散存在与某些组织器官中的内分泌细胞所共呜晾쑢ၶ葎N⩏潏ₐቼﭾ�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64．减肥运动处方主要考虑能否出现体脂下降、腰围缩小、心肺功能提高等良好的运动效果｜暀屦不应该考虑参加者的兴趣。__________
	65．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晙ᙔ梖㭒魘鹒ꁥ屦致使舒张压降低｜暁屴压增大。__________
	66．在等容收缩期和等容舒张期中｜晢㽛ꑴ豓䩧屢瓣均关闭｜晟썛ꑛ륹�屦室内压急剧变化。__________
	67．蛋白质在剧烈运动中的供能比例占杜璑춉腏屵⠰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68．糖皮质激素只杜瑗⡑㾃㚑媀者塗⡶葧慎屦对心血管产生调节作用。__________
	69．正常人第1、2、3秒时间肺活量值中第二秒时间意义最大。__________
	70．细胞接受刺激兴奋后｜晑瑙䭠❓텵ὔ桧ὠ❓�屦其中｜晾�漏൞鑧ὶ葑瑙䭠❧O仿屦故陜扟㩞ꙧ\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71．一个神经元通常具杜瑎N⩨ᅺ腔豙ᩎ⪏瑺臿屦树突可将细胞体加工、处理过的信息传出到另一个神经元或效应器。__________
	72．通过运动减肥｜晞懲깫코桏厑쵎䵎ㅑ汥ꑎ㩛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73．肺回缩力和胸内负压呈正变关系。__________
	74．只要是陜扎㩯쁜ㅎﵟᖍ睾쑾읾욀�瑙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75．每分通气量和每分肺泡通气量之差为：无效腔×呼吸频率。__________
	76．在神经细胞任何一个部位所产生的神经冲动｜晗䝓굒づ瑎⩾욀�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77．心室肌的前负荷可以间接地用外周阻力来表示｜晟썛ꒀ豶葔ຍᾃ睒ᥓ홑덎蹙❒ꢁ屴内的血压。__________
	78．随着运动员训练水平的提高｜晑癹幾쾀貀襶葑瑙䭠❎彣킚�屦表现拮抗肌之间的协调程度增强｜晥㱿⥷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79．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含量慜抚�屦则血液运输营养物质的能力就慜扟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80．脂肪彻底氧化分解比糖彻底氧化分解产生的热量多二倍多。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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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简述运动时的呼吸方法。
	2． 简述能量统一体理论在体育实践中的应用。
	3． 简述血液循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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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为什么在一定范围内深聜晡扶葔籔㡫푭䖀屦快的呼吸效果好？
	6． 何谓靶心率法？如何应用靶心率来确定运动强度？
	7． 简述呼吸过程.
	8． 简述气体交换过程。
	9． 简述运动性蛋白尿及其在运动训练中的应用。
	10．什么是杜瑬➐ʀ﷿屦它的生理学基础是什么？
	11．何为血液的重新分配？其生理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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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何谓体适能？它包括哪几个方面的内容？
	14．简述下丘脑与腺垂体在结构和机能上的联系。
	15．简述血管活动的神经及体液调节机制
	16．简述心泵功能的异长自身调节机制及其生理意义。
	17．运动处方的制定程序如何？
	18．简述激素受体的主要特征。
	19．简述运动时颈动腜瑏協豎㭒ꢁ屴体化学感受性反射对呼吸循环系统功能的调节作用。
	20．神经冲动在杜璚펗项幾콎એ�䱶蒍썟ཏ⁛ﱧ屴何生理意义？
	21．简述心脏活动的神经及体液调节机制。
	22．指出营养物质吸收的主要部位在小肠的原因。
	23．动腜璈䁓譟扢ၶ葧慎屴哪些？
	24．生长激素和甲状腺激素是如何影响机体的生长发育的？
	25．试述肌肉弹性成分的组成、存在的部位及在运动中的作用。
	26．简述肾脏在维持水和酸硷平衡中的作用。
	27．简述呼吸型式及其在运动中的应用。
	28．胸内负压的成因及其生理意义。
	29．简述各类白细胞的生理功能。
	30．血液是如何将CO2由组织运输到肺部的？
	31．指出肌肉收缩的张力与速度关系｜晻肏癓齖�
	32．声音－机械能刺激是如何通过毛细胞的换能作用将声波转化为电信号的？
	33．简述糖的补充与糖的储备在体育实践中的意义。
	34．现代运动处方的运动形式主要杜瑔屴类？每种运动形式例举乜瑹쵎੶蒏큒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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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应急反应
	19．何谓体适能？它包括哪几个方面的内容？
	20．高位中枢对脊髓反射的调控是如何实现的？
	21．刺激能引起组织兴奋须具备哪些条件？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22．简述评定杜瑬➐ʀﵶ葞㡵⡥륬핧屴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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