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安徽省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考试：中学体育 

 
 
 

一.单项选择题 

 
1. 

 

2. 八年级第 2 学期，体育教师应制定的数学目标是（ D ）

①水平目标 ②学期目标 ③单元目标 ④课时目标 
 

A. ①②④ B. ①③④ C. ①②③ D. ②③④  
 

3.最适合竟技体操体育全能项目的比赛方式是（ D ） 

 
A.淘汰法 B.循环法 

 
C.顺序法 D.轮换法 

 
4.最有利于建立完整动作表象的示范是（ B ） 

 
A 错误示范 B.常速示范 

 
C.重点示范 D.难点示范 

 
5.跳远运动员在助跑道上设立标志物，此方法属于（ C ） 

 
A.阻力 B.助力 C.定力 D.领先 

 
6. 

 

7. 街舞、轮滑作为教学内容属于（ C ）

A.现有竟技运动项目的延用 B.现有竟技

运动项目的改造 

 

C 新兴运动项目的开发和利用 Q.民族

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和利用 
 

8.教师培养学生思想道德最重要的方式（ B ） 
 

A 理论说服 B.以身作则 C.奖惩分明 D.典型事例 9.旋转掷

铁饼时，人体躯干的转动轴是（ C ） 
 

A.冠状轴 B.失状轴 C.垂直轴 D.额状轴 
 

10.学生体质测试时，与柔韧素质相关度最高的测试项目是（ D ） 
 

A 仰卧起坐 B.800 米 C.肺活量 D.坐位体前屈 



 
11.俯卧撑推起动作时，属于原动肌的是（ B ） 

 

A.肱二头肌 B. 肱三头肌 C.竖脊肌 D.腓肠肌 

 

12.中学生制定运动处方时，首先应预检和评估的内容是（ C ） 

 

A.力量 B.耐力 C.健康状况 D.兴趣爱好 

 

13.引体向上可有效发展的人体肌肉是（ B ） 

 

A.臀大肌 B.背阔肌 C.股四头肌 D. 腓肠肌 

 

14.提高磷酸原系统机能最为有效的运动形式是（ A ） 

 

A.50 米跑 B.1000 米跑 C.马拉松跑 D.越野跑  
 

15.双手前掷实心球，要求出手速度快，此“速度”为（ B ） 

 

A.反应速度 B.动作速度 C.位移速度 D.学习速度 

 

16.力量练习后，及时补充营养物质促进组织更新、修复，该营养物质是（ C ） 

 

A.糖 B.脂肪 C.蛋白质 D.矿物质 

 

17.排球运动中，过多的跳跃动作易诱发膝关节损失，最易发生的是（ A ） 

 

A.骸骨劳损 B.关节腔增大 

 

C.关节韧带撕裂 D.关节软骨断裂 

 

18.力量训练时，以 25-60%的负荷强度多次重复练习，血至力刻，主要发展  

（ D ） 
 

A.最大力量 B.快速力量 C.相对力量 D.力量耐力 

 

19.反应速度的训练方法（ A ） 

 

A.信号刺激法 B.助力速度练习 

 

C.阻力速度练习 D.速度耐力练习 

 

20.跳远中起决定作用的是（ B ） 

 

A.助跑 B.起跳 C.腾空 D.落地 

 

21.短跑练习中，有利于摆动腿折叠前摆和下压着地技术的练习是（ D ） 

 

A.后退跑 B.高抬腿跑 C.后蹬腿跑 D.车轮跑 

 

22.最早进入奥运会的球类项目是（ B ） 

 

A.篮球 B.足球 C.排球 D.乒兵球 

 

23.排球教学中，最就简单易学的发球技术是（ A ） 



 
A.正面下手发球 B.正面上手发球 

 

C.勾手大力发球 D.踹起大力发球 

 

24.足球比赛中，可以直接入球门得分的罚球是（ A ） 

 

A.直接任意球 B.间接任意球 

 

C.掷界外球 D.坠球 

 

25.足球比赛中，球越过球门线，最后触球者是攻方队员，守方踢（ C ） 

 

A.直接任意球 B.角球 

 

C.球门球 D.界外球  
 

26.胶皮表面平整，由较大粘性、摩擦力大、可击出强烈旋转球的兵乓球拍是
（ D ） 

 

A.正胶胶皮拍 B.正胶海绵拍 

 

C.生胶海绵拍 D.反胶海缩拍 

 

27.跪跳起动作属于（ A ） 

 

A.基础体操 B.竞技体操 C.艺术体操 D.表演体操 

 

28.徒手和轻器械体操的创霸应合理安排负荷，其常用顺序是（） 

 

A 肩部 头部 上肢 胸部 躯干 下肢 全身 跳跃 整理 

 

B.全身 上肢 下肢 头部 肩部 胸部 躯干 跳跃 整理 

 

C 头部 上肢 肩部 胸部 躯干 下肢 全身 跳跃 整理 

 

D.头部 上腹 下肢 全身 肩部 胸部 躯干 跳跃 整理 

 

29.武术教学中，贯穿始络的教学内容是（ C ） 

 

A.技法 B.攻防 C.武德 D.内功 

 

30.具有叠掌、虎掌手型的拳种是（ B ） 

 

A.长拳 B.南拳 C.八卦拳 D.太极拳 
 
 

 

二、双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6 题，计 12 分，只有 2 个选项符合要求，
多选，少选，错选均不得分） 

 

31.体育教师选择教李内容的依据是（ CD ） 

 

A.社会对体育的需求 



 
B.家长对体育的需求 

 

C.家长的兴趣爱好 

 

D.场地器材 

 

32.影响动作技能学习的外部因素是（ BC ） 

 

A.智力 B.练习 C.指导和示范 D.个性 

 

33.溺水者的人工呼吸正确的操作方法是（ AC ） 

 

A.头部后仰 B.头部前屈 

 

C.保持鼻孔通畅 C.捏住鼻孔  
 

34.检验运动性疲劳的有效指标是（ AC ） 

 

A.基础心率 B.量大心率 C.血乳酸 D.心脏容积 

 

35.提高运动兴趣，推迟级劳的有氧耐力训方式是（ CD ） 

 

A.匀速跑 B.越野跑 C.变速跑 D.法莱特特跑 

 

36.推铅球时，手指用不上力，甚至挫伤手指的原因是（ AB ） 

 

A 手指力量不够 B.用手顺序不对，手背、

手指过早用力 C.蹬摆动作开始时机不

正确 D.上体过早用力，无送骸反弓动

作 
 
 

 

二.匹配题 
 
 
 
 
 
 
 
 
 
 

37.分解训练法基本类型与其图示合理匹配的是 

 

（1）单纯分解训练法（B） 

 

（2）顺进分解训练法（D） 

 

（3）递进分解训练法（C） 

 

（4）逆进分解训练法（A） 



 

38 运动技能形成阶段与学习前滚翻动作合理匹配的是

（1）泛化阶段（C） 
 

（2）分化阶段（D） 
 

（3）巩固阶段（A） 
 

（4）自动化阶段（B） 
 

A.较轻松、连贯的完成动作 

 

B.意外滑倒，下意识地做出前翻滚保护自己 

 

C.滚动不倒，身体动作过硬且不够协调  
 

D.滚动流畅，动作连贯但在小组内展示时会紧张，出错 

 

四、判断题（本大趣共 2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5 分。在答题卡上，正
确是打√，错误的打×，判断错误或者不判断，均不得分） 

 

39.学生体质测试应纳入体育教师教学工作量。（√） 

 

40.1917 年，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学校体育之研究》。（×） 

 

41.练习内容是否相同是分组轮换和分组不轮换的区别之一。（√） 

 

42.战术意识是战术训练的核心。（×） 

 

43.重复与变换训练的唯一区别是有无间歇。（×） 

 

44.失状轴又称额状轴，为上下方向并垂直于水平面的轴。（×） 

 

45.悬垂举腿的腹直肌是上固定，而仰卧起坐是下固定。（√） 

 

46.长期马拉松训练，呼吸机能提高，呼吸加深，安静时呼吸频率加快。（×） 

 

47.人体运动时输出的功率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爆发力，是指人体单位时间内
所做的功。（√） 

 

48 女子月经时应保持小强度，大运动量。（×） 
 

49.学生运动时手腕扭伤并擦伤流血，应立即对伤口冷敷。（×） 

 

50.青少年导锻炼时间不宜过长，负荷也不宜过大。（√） 

 

51.饭后立即进行剧烈运动，会使肠胃血流量减少，延迟胃的排空，影响消化机。
（√） 

 

52.采用间歇训练提高有氧耐方，一般在机体完全恢复后开始下一次练习。（×） 

 

53.灵敏素质的影响因素有平衡、速度、力量、协调能力。（√） 



 
54.跨栏跑原地支撑提拉起跨腿练习应注意“鞭打“动作。（√） 

 

55.立定三级跳远与三级跳选第 2 跳为单足跳。（×） 

 

56.当一名队员在场上控制活球时，他的队必项在 30 秒内尝试投篮，否则违例。
（×） 

 

57.篮球和排球的场地线宽是相同的。（√） 

 

58.排球的扣球应采用究整教学进行传授。（×） 

 

59.足球单臂上举，应判罚间接任意球。（√） 

 

60.练习山羊分腿腾跃第一腾空技术时，帮助者站在主跳板和器械的侧方，帮助
练习着顶肩和推手。（√）  

 

61.体操“三度一性”进行评分，即完成动作的力度、喝度，准确度和整齐性。
（√） 

 

62.推手属于武术中的套路运动。（×） 

 

63.游泳时为预防腹痛，有效方法是下水前做好充分准备，下水后逐渐增加运动
负荷。（√）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64.跨越式跳高的动作要领（以左脚起跳为例）参

考答案： 

 

助跑：直线协助，助跑动作轻松自然有弹性，最后一步稍小，迈步起跳，速度
快。 

 

起跳：制动，左脚起跳迅速，蹬伸髋、膝、踝关节，躯干伸展充分 

 

过杆：两臂和右腿快速摆动协调配合，左脚充分蹬伸。。 

 

落地：过杆后右脚着地，屈腰缓冲。 

 

65.原地前额正面头顶球的易犯错误及纠正方法。 

 

参考答案 
 

 易犯错误 纠正方法 
   

1 不能主动用前额击球，而是被动 做主动击球练习，要求寄去刹那 

 击球 不闭眼，找准击球部位 
   

2 击球不准或时机掌握不好 一人持球（或吊球），一人用前 

  额顶球 
   

3 上下肢与身体的配合不协调 徒手模仿，体会上下肢与身体的 

  配合发力动作 
   



 
66.简述体育教师的专业能力。 

 

参考答案： 

 

①高尚的思想品德，热爱本职工作、谦虚好学； 

 

②良好的心理品质、活泼开朗的性格； 

 

③丰富的教育科学知识、广博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专业知识； 

 

⑥教育教学能力、科研能力、运用现代技术能力、专业能力。 

 

67.长期中长跑运动对心血管系统的促进作用。 

 

参考答案：  
 

①窦性心动过缓：运动训练，特别是耐力训练可使安静时心率减慢，某些优秀
的耐力运动员安静时心率可低至 30 次/分钟。 

 

②运动性心脏增大：以左心室肥大为主。 

 

③心血管机能改善：亚极量强度运动以心暴功能的节省化、极量强度运动时心
泵功能储备大。 

 

六、论述题《本大题 10 分） 

 

8.当前初中体育课应试教育现象比较严重，常规课程内容往往被初中学业水平
测试体育考试内容所取代。大量枯操、单一的训练充斥课堂，少数部分教师甚
至允守已达到满分标准的学生不上体育课。 

 

（1）是否符合义务数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四个基本理念，并说明理由。 

 

（2）从教学理念、课程设计、内容开发、课堂教学、教学评价五个方面阐述如
何解决这一问题。 

 

参考答案： 

 

（1）应试化教学不利于学生的身体健康。未遵循“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案
例中体育课趣味性不足，内容枯燥、单一。未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教学中未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帮助学生学会体育与健康学习”：对于少部分学生可以
不上体育课，教师未关注学生个体差异，不能够保证每一位学生受益。 

 

（2）教学理念： 

 

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首先遵循“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注重学生的身体健康的

同时强调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意识和习惯；

教学过程中应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教学是面对全体学生的，

可以设置不同的学习目标，关注个体差异，对于体育优等生可安排一些难度较大

的动作技能。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而不是不上体育课。 

 

课程设计： 



 
应考虑以下因素： 

 

①学生的学习需要和发展需要 

 

②分析学生身心特点和某项技能基础等 

 

③合理、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目标 

 

④教学方法的设计 

 

⑤教学媒体的设计 

 

③教学过程的设计 

 

⑦教学设计的评价  
 

内容开发： 

 

1 现有运动项目的改造：简化规则、降低难度、龄造杨地与器材等。 

 

2 兴运动项目的开发与利用：健美操、攀岩、街舞、软式排球、软式橄榄球和
软式足球等。 

 

3 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项目的开发与利用：武术、舞狮、舞龙、踢毽子、抖空
竹、竹竿舞等。 

 

课堂数学： 

 

体育与健康课教学要改变过去的单一的灌输式教法，改变过于注重讲解、示范
的教学形式。应结合学生的体育与健康课学习留有充分的活动时间和空间，让
学生采用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 

 

改变单一的接受学习方式，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实现学习方式
的多样化。 

 

教学评价 

 

学习评价应多样，从单一到综合，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评价的育人功能。如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
评价相结合、相对性评价与绝对性评价相结合。 

 

既要采用教师评价，也要关注学生的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并努力发挥其他与
学生体育与健康学习有关人员的评价作用。 

 

七、教学片断设计题《本大题 15 分） 

 

69.以篮球行进间体前变向换手运动（水平四，第一课时）为教学内容进行片段
设计，包括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步骤及其设计意图。 

 

教学目标： 



 

1、初步掌握篮球行进间体前变向换手运球技术，能够说出其动作要领，知道其
锻炼价值，并能够在比赛中综合运用。 

 

2、通过练习和自主、合作、探究，提高力量和灵敏等身体素质，培养创新、探
究等能力。 

 

3、能够表现出对篮球的兴趣，培养勇取顶强、机制果断、遵守规则、互敬互爱
等优良品质。 

 

重点：拍球的部位与落地点； 

 

难点：人与球的协调配合。 
 

 教学步骤 设计意图 
   

1 开始部分：课堂常规 为新课做好准备 
   

2 准备部分 通过游戏，一方面可以激发他们学习 

 游戏：松鼠与大树 体育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运 

 徒手操 动损伤的发生。 
   

3 基础部分： （1）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带 

 （1） 挂图展示：科比变向运 着问题学习，达到课未始，兴已浓的 

 球动作，并提出若干问 教学效果。 

 题 （2）提高学生的创新、探究能力和 

 （2） 自主、合作、探究 团结协作能力 

 阶段：将全班学生分为若干组 （3）建立正确的动作表象 

 进行小组讨论和自主练习，并 （4）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 

 向学生抛出问题。 （5）进一步巩固今天的所学内容 

 （3） 教师示范、讲解  

 （4） 学生练习巩固部分  

 练习 1：原地徒手模仿  

 练习 2：左手运球  

 练习 3：右手运球  

 练习 4：原地体前变向换手运动  

 练习 5：行进间体前变向换手运  

 球  

 （5）比赛巩固部分：体前变向  

 换手运球“定时比多”（成功  

 次数）  
   

4 结束部分： （1） 一方面能够使学生的身心疲劳 

 （1） 放松练习 得以恢复，另一方面也能够加 

 （2） 课堂小结；师生小结 深同学间的友谊，消除陌生 

 （3） 收拾器材 感。 

  （2） 通过学生的自我评价，可以使 

  学生总结学习收货，并能够检 

  验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 

  （3） 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爱护公共 
    



 
财物的良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