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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体育综合（346）》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初试 

满分 300 

考试性质 
初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考试方式：闭卷笔试，不需要任何辅助工具 
考试时间：三个小时 
试卷结构 
主要题型有：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考试总体要求 

学校体育学重点要求学生掌握开展学校体育工作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中学体育教学

的目标、任务、过程、特点、原则等知识；明确教学内容和教材的重点和难点，熟练地掌握基本

教学步骤、保护帮助方法及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并运用这些知识、方法指导体育教学。能运用

体育运动的基础理论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教材，设计合理的

教案，进行实际教学；学习并运用各种体育教学理论，独立完成教学实践过程；学习先进教学理

论，把握体 

育教学理论的发展方向，能对体育教学和学校体育工作形成正确评价。 

运动训练学重点考察考生掌握运动训练基本理论的程度，以及发现、分析和解决训练实际问

题的能力。主要内容包括：运动训练学基本概念、基本内容以及学科特点和发展趋势；竞技能力

的含义、结构以及各种竞技能力子能力的含义、分类、评价及其训练；运动训练原则的含义、理

论体系、各具体原则的含义及其应用；运动训练方法的含义、分类及其应用；运动训练计划的含

义及其分类，以及多年、年度、周、课等训练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要求。 

运动生理学是研究在运动中人体各器官的功能所发生的变化规律及机制的科学，是社会体育

及相关专业学生的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掌握正常人体功能活动的基本规律以及

这些功能在体育锻炼过程中产生的反应和适应性变化；掌握体育锻炼和运动训练的基本生理学原

理；掌握评定人体功能能力的基本科学方法，并能初步应用这些方法来指导今后的学习和训练工

作。 

二、考试内容 
第一篇：学校体育学 
（一）学校体育的产生与发展 
1、学校体育与学校体育学的相关概念 
2、“新体育”学说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3、我国古代学校体育的发展过程、特点及代表性表现形式 
4、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过程、特点及代表性表现形式 
5、二战后国外学校体育发展的特点 
6、古代斯巴达与雅典学校体育之间的异同 
7、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未来发展趋势 
（二）现代社会与学校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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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社会的特征及对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哪些要求 
2、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关系 
3、学校体育和竞技运动之间的关系 
4、竞技运动教材化要遵循的原则 
5、应试教育对学校体育发展的负面影响，体育教学中如何贯彻素质教育 
6、终身教育思想给学校体育的改革和发展带来的影响 
7、大众传媒对学校体育有哪些影响（正面及负面） 
（三）学校体育的结构、功能与目标 
1、不同学段体育教育的重点是什么 
2、学校体育主要的功能 
3、确定我国学校体育目标需要考虑的因素 
4、我国学校体育的目标 
5、实现学校体育目标的组织形式 
6、如何营造良好的学校体育环境 
（四）体育课程 
1、如何理解课程和体育课程 
2、理解体育课程的不同类型 
3、体育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 
4、体育课程目标的概念和内容 
5、体育课程的内容分类 
6、体育课程内容选择的标准 
7、课程实施的取向 
8、影响体育课程实施的因素 
9、体育课程评价的内容 
10、体育课程资源的概念、特点及分类 
11、开发利用体育课程资源的意义、途径和方法 
（五）体育教学目标 
1、体育教学目标及制定方法 
2、体育指导思想、体育教学目的和体育教学目标之间的关系 
3、体育教学目标的改革和发展趋势以及传统体育教学目标的问题 
（六）体育教学过程与原则 
1、体育教学过程包含哪些基本要素 
2、体育教学过程的基本阶段以及各阶段主要任务 
3、体育教学过程的基本特点 
4、体育教学中交往的概念、特点及功能 
5、体育教学原则体系 
（七）体育教学方法 
1、体育教学方法改革与发展的趋势 
2、体育教学方法的分类及基本要求 
3、常用的体育教学方法及其要求 
4、体育教学方法的选择与运用 
（八）体育教学的设计与实施、体育教学评价 
1、体育教学设计的含义及种类 
2、体育教学方法的选用与体育教师的特点的关系 
3、体育教学设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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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育教学设计的一般程序 
5、水平教学设计、学期教学设计、单元教学设计、课堂教学设计的步骤与方法 
6、体育教学常规 
7、教学组织形式的选择与运用 
8、体育课的密度的合理控制要求 
9、如何控制运动负荷量 
10、如何评价一节体育课 
11、体育教学评价的功能 
12、体育教学评价的原则 
13、常用体育教学评价方法 
14、体育教学评价的发展趋势 
15、体育学习评价概念 
16、体育学习评价的内容 
17、试述体育学习的运动技能形成策略 
18、应从哪方面评价教师的体育教学质量 
（九）课余体育 
1、课余活动的地位 
2、课余体育的特点 
3、课余体育的功能 
4、课余体育的价值 
5、课余体育的组织形式 
6、课余体育与体育课的区别和联系 
7、课余体育锻炼的特点和原则 
8、课余体育锻炼的内容、选择及计划 
9、现代余暇体育 
10、课余体育训练的原则 
11、怎样实施课余体育管理 
12、课余体育训练的内容 
13、体能训练的主要目的 
14、战术训练基本要求 
15、心理训练的概念 
16、智能训练的内容 
17、思想品德训练的内容是哪些 
18、如何划分大周期。如何制定大周期训练计划 
19、学生体育竞赛的价值 
20、什么是大学竞技体育，它的意义 
21、我国大学学生运动员学训矛盾如何解决 
（十）学校体育管理 
1、学校体育的含义和任务 
2、学校体育管理的内容 
3、学校体育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4、学校体育管理的意义 
5、学校体育中如何对学校体育进行管理 
6、竞赛规程的内容包括哪些 
7、制定竞赛规程时一般应考虑哪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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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合格的体育教师应具备哪些专业能力 
9、体育教师的工作特点和职责有哪些 
10、试述体育教师在职培训的目标 
 
第二篇：运动训练学 
（一）运动训练学导言 
1、运动训练概述 
2、运动训练学概述 
3、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 
4、一般训练理论 
5、项群训练理论 
6、专项训练理论 
7、运动成绩与竞技能力 
8、运动训练方法 
9、运动训练负荷 
10、运动训练过程 
（二）运动训练的辩证协同原则 
1、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构成规律 
2、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变化规律 
3、运动员竞技能力的表现规律 
4、我国运动训练原则理论体系的演化 
5、基于辩证协同思想的运动训练原则体系及其特点 
6、导向激励与健康保障训练原则 
7、竞技需要与区别对待训练原则 
8、系统持续与周期安排训练原则 
9、适宜负荷与适时恢复训练原则 
（三）运动员竞技能力及其训练（上） 
1、体能训练概述 
2、力量素质及其训练 
3、速度素质及其训练 
4、耐力素质及其训练 
5、协调素质及其训练 
6、柔韧素质及其训练 
7、灵敏素质及其训练 
8、运动技术的定义及其构成 
9、运动技术的基本训练方法 
10、运动技术训练的基本要求 
（四）运动员竞技能力及其训练（下） 
1、运动战术的定义及其构成 
2、战术训练方法 
3、战术训练的基本要求 
4、运动员心理能力的定义及其构成 
5、常用的心理训练方法 
6、运动员心理训练的基本要求 
7、运动员知识能力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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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运动员知识能力的获得与提高 
9、运动员知识能力的运用 
（五）运动训练方法及其应用 
1、训练方法基本定义与意义 
2、训练方法的基本分类与依据 
3、训练方法基本要素与功能 
4、模式训练法及其应用 
5、程序训练法及其应用 
6、微机辅训法及其应用 
7、分解训练法的类型及应用 
8、完整训练法及应用 
9、重复训练法的类型及应用 
10、间歇训练法的类型及应用 
11、持续训练法的类型及应用 
12、变换训练法的类型及应用 
13、循环训练法的类型及应用 
14、比赛训练法的类型及应用 
15、运动训练收到概述 
16、训练手段基本类型 
（六）运动训练负荷及其设计与安排 
1、运动负荷概述 
2、训练负荷概述 
3、训练负荷设计的依据 
4、训练负荷设计需考虑的问题 
5、训练负荷设计的要求 
6、运动训练负荷设计与安排的基本模式 
7、运动训练负荷设计与安排的专门模式 
8、训练负荷监控及其作用 
9、运动训练负荷生物学监控的主要指标与评定标准 
10、训练负荷心理学监控的主要指标与评定标准 
11、不同项群训练负荷特征概要 
12、体能主导类项群的训练负荷特征 
13、技能主导类项群的训练负荷特征 
14、技心能主导类项群的训练负荷特征 
15、技战能主导类项群的训练负荷特征 
（七）运动训练过程与训练计划 
1、运动训练过程的层级体系 
2、多年训练过程的序列安排 
3、多年训练过程中的链接模式 
4、运动训练的基本流程 
5、制订训练计划的必要性与认知要点 
6、各层级训练计划的制订 
7、控制运动训练过程的实施要点 
8、运动训练效果的评价 
（八）教练员职责与教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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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练员的作用与职责 
2、教练员扮演的角色 
3、教练员的执教对象及其分类 
4、教练员的职务等级及其要求 
5、教练员的执教及其执教理念 
6、教练员执教相关知识 
7、教练员执教相关能力 
8、教练员的领导行为特点 
9、教练员的领导行为对运动员的影响 
10、教练员领导风格及其变化 
 
第三篇：运动生理学 
绪论：掌握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掌握机体的内环境和稳态生理学的任务、体液及其组成、内环

境的概念、内环境稳态的生理学意义、神经调节、体液调节及其相互关系。 

（一）肌肉活动 

1、掌握细胞生物电现象 

2、掌握人类肌纤维的分型、两类肌纤维的形态、代谢和生理特征，以及肌纤维的百分组成与运动

能力的关系 

3、掌握肌肉的微细结构、肌丝的分子组成、肌肉的物理特性与生理特性和细胞的生物电现象 

4、掌握细胞兴奋、兴奋性、阈强度和时值的概念，以及引起可兴奋细胞兴奋的刺激强度与作用时

间的关系 

5、掌握在完整机体内肌肉收缩的基本过程和兴奋-收缩耦联的机制 

6、掌握运动时肌肉收缩的基本形式、力学表现及其在体育运动实践中的应用 

（二）能量代谢 

1、掌握三个供能系统各自特征以及与运动强度、时间的对应关系 

2、掌握运动中能量代谢变化的特点，学会分析不同性质运动中的代谢规律和应用 

3、肌肉活动时直接能量与间接能量的来源及相互关系 

4、掌握基础代谢、能量代谢测定的原理与方法以及影响因素 

（三）神经系统 

1、了解“离子学说”，理解膜电位发生的原因，以及兴奋在细胞膜传播和在神经肌肉接点传递的

生理机制 

2、了解神经元、突触、神经递质、受体和神经营养因子的功能 

3、掌握神经系统感觉功能分析，感觉的传导通路；了解视觉、听觉、位觉和本体感觉的基本结构

和功能 

4、掌握脊髓、脑干高位脑对姿势的调节；掌握中枢对躯体运动的调节 

（四）激素与运动 

1、熟悉激素的概念、分类；掌握内分泌、内分泌腺、内分泌功能轴的概念 

2、掌握激素的一般生理作用、作用特征以及作用机制 

3、掌握主要应激激素对运动应答和适应的基本规律 

（五）免疫与运动 

1、掌握免疫的概念；免疫学的基本知识 

2、掌握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分子的具体内容 

3、熟悉免疫对运动的影响 

（六）血液与运动 

1、掌握血液的基本组成成分及运动对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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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血液的主要理化性质和血液的基本功能 

3、了解基本的输血原理 

4、掌握运动训练对血液成分的影响 

（七）呼吸与运动 

1、掌握肺通气原理，肺通气的动力学过程 

2、掌握肺通气、肺换气功能的评定方法和肺通气功能对训练的适应规律 

3、掌握气体的交换、气体运输过程，熟悉氧解离曲线其影响因素 

4、掌握运动时呼吸功能的变化规律，了解其调节机制 

（八）血液循环与运动 

1、掌握心肌的生理特性、心动周期的概念以及评定心脏功能的指标 

2、掌握动脉血压的概念、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影响静脉回心血量的因素 

3、掌握心电图原理及基本波形的意义；了解心血管功能的调节机制 

4、掌握运动训练对心血管功能的影响 

（九）消化、吸收与排泄 

1、掌握运动时机体酸碱平衡变化及其调节的基本过程 

2、掌握排泄的概念和肾脏尿生成的基本过程 

（十）身体素质 

1、掌握力量素质的生理学基础；掌握肌肉力量训练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2、掌握速度素质的生理学基础；掌握速度训练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3、最大摄氧量、乳酸阈等的意义；掌握有氧、无氧工作能力的基本概念，影响因素和提高的方法 

（十一）运动与身体机能变化 

1、掌握运动过程中人体机能状态变化的规律和各阶段的特点及其生理机制 

2、掌握运动性疲劳的概念、发生部位、可能机制与判断方法。掌握恢复过程的阶段性特点与促进

机体功能恢复的方法 

（十二）运动技能、年龄、性别及其他 

1、掌握儿童少年的生理特点以及体育教学与训练中应注意的问题 

2、掌握体重的相关内容 

3、熟悉环境与体育运动的关系 

 

三、基本题型 

主要题型大致有：名词解释、选择题、问答题、论述题。 

四、考试方式 

闭卷笔试，不需要任何辅助工具。考试时间为三小时。 
参考书目 
1、《学校体育学》(第一版),周登嵩主编.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年 11 月第一版,2017年 4 月第 19

次印刷,ISBN:9787500925439. 

2、《运动训练学》(第 2版),田麦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4 月,ISBN:9787040473865. 

3、《运动生理学》(第三版),邓树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4 月,ISBN:9787040423099.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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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体育概论（F111）》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复试 
满分 100 
考试性质 
复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考试方式：闭卷 
考试时间：150 分钟 
试卷结构 
一、命题范围及比例： 
体育的概念、体育的产生； 
体育功能、体育目的、体育过程、体育手段； 
体育文化、体育体制； 
体育科学、体育的发展趋势、中国体育的发展与改革。 
二、试题类型及比例 
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考试要求 

本考试要求考查学生是否具备对体育的本质特点、基本原理及理论的认知，并能将体育现象与实

践相结合，剖析体育的社会地位、功能、目的任务及其与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阐明体育的

组织和方法手段以及国际体育、未来体育发展方向。 

（一）引论 

1、体育的产生与发展 

2、体育概论的内容体系与学习方法 

（二）体育概念 

1、体育的概念与定义 

2、体育的分类 

3、体育的发展 

（三）体育功能 

1、体育功能的概念 

2、体育功能的流动性、变化性、层次性 

3、体育功能的本质功能、延伸功能 

（四）体育目的 

1、体育目的的概念、依据 

2、我国体育目的、目标 

3、实现我国体育目的、目标的基本途径与要求 

（五）体育过程 

1、体育过程的概念 

2、体育过程的要素与结构 

3、体育过程的控制与分类 

（六）体育手段 

1、体育手段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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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体运动与体育运动技术 

3、体育运动项目 

（七）体育科学 

1、体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2、体育科学的三维视角 

3、体育科学体系 

（八）体育文化 

1、体育文化的概念与含义 

2、中西方体育文化特征与比较 

3、奥林匹克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九）体育体制 

1、体育体制的概念及其构成 

2、体育体制的特点与作用 

3、国内外体育体制的特点与比较 

4、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趋势 

（十）体育发展趋势 

1、人的角度的体育发展趋势 

2、社会发展角度的体育发展趋势 

3、全球化角度的体育发展趋势 

参考书目 
《体育概论》(第二版),杨文轩,陈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8 月,ISBN:9787040377903. 

备注 
《体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