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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招聘体育学科知识模拟试卷（三）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填空题 

1.【答案】臀大肌  股四头肌 

2.【答案】快肌纤维  慢肌纤维（或者是白肌纤维和红肌纤维） 

3.【答案】4课时   

4.【答案】3分  1分 

5.【答案】横拍握拍法  直拍握拍法 

6.【答案】直接帮助  间接帮助 

7.【答案】一个高度 

8.【答案】合理运用时间 

9.【答案】足跟 

10.【答案】25.86 

二、判断题 

1.【答案】× 

【解析】体循环：其中体循环（大循环）由左心室射出的动脉血流入主动脉，又经动脉各

级分支，流向全身各器官的毛细血管。然后血液经过毛细血管壁，借助组织液与组织细胞进行

物质和气体交换。经过交换后，使动脉血变成了静脉血，再经过小静脉、中静脉，最后经过上、

下腔静脉流回右心房。 

2.【答案】√ 

【解析】反射弧包括感受器、传入神经、反射中枢、传出神经和效应器五个基本部分。 

3.【答案】× 

【解析】在运动技能形成过程中，所谓“自动化”就是练习者在练习某一套技术动作时，

在大脑无意识的条件下完成。 

4.【答案】× 

【解析】在跳跃的高度项目运动中，人体能够越过的高度，决定于身体重心高度𝐻 、腾起

的高度𝐻 和合理的过杆技术𝐻 ，跳高的成绩 H=H1+H2-H3。因此要想取得理想成绩，运动员应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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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增大𝐻 、𝐻 ，减小𝐻  

5.【答案】√ 

【解析】轮数 N-1为 5 轮，场数 N（N-1）/2 为 15 场。 

6.【答案】× 

【解析】以右脚跟为轴，右脚跟和左脚掌前部同时用力，使身体协调一致向右转 180 度，

体重落在右脚，左脚取捷径迅速靠拢右脚，成立正姿势。转动和靠脚时，两腿挺直，上体保持

立正姿势。 

7.【答案】√ 

【解析】对于体育教学的本质特点和体育教学规律都要遵循合理安排适宜的身体活动量。 

8.【答案】× 

【解析】大强度运动训练后，常会感到食欲下降，此时进食利于减脂，但不利于食物消化，

因为大强度的运动导致胃肠道血流急剧减少、胃排空减慢、胃肠受到强烈的机械震荡损伤等因

素。 

9.【答案】√ 

【解析】略。 

10.【答案】√ 

【解析】略。 

三、选择题 

1.【答案】D 

【解析】大臂与肩胛骨的关节盂相关联，即肱骨。其他选项，股骨和胫骨都是下肢骨，桡

骨位于小臂前侧，与腕关节相连，故本题选 D。 

2.【答案】C 

【解析】腘绳肌包括半腱肌、半膜肌、股二头肌，腘绳肌与强有力的股四头肌相对应。股

二头肌长头，半腱肌，半膜肌起于坐骨结节，股二头肌短头起于股骨粗线。股二头肌长头和短

头止于胫骨外面于腓骨，半腱肌，半膜肌止于胫骨内侧髁。股二头肌长头，半腱肌，半膜肌收

缩动作是髋伸展和膝屈曲，股二头肌短头收缩动作是膝屈曲。它收缩的主要功能就是屈膝和后

伸髋关节，是维持膝关节稳定性，尤其是防止胫骨过度前向错动的重要动力性稳定结构，运动

员易发生腘绳肌的扭伤、撕裂等形式的损伤。故本题选 C。 

3.【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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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运动心脏的主要形态特征是心脏肥大，表现为心室和心房均肥大，但以左心室肥

大为主，故本题选 B。 

4.【答案】B 

【解析】每一次心跳，也就是说心脏每收缩一次排出的血量，称每搏输出量（SV），正常

成人为 60毫升-80毫升，故本题选 B。 

5.【答案】A 

【解析】用止血带控制下肢出血时间：一般不应超过 5h，原则上每小时要放松 1 次，放

松时间为 1-2min。 标记：使用止血带者应有明显标记贴在前额或胸前易发现部位，写明时间。

如立即送往医院，可以不写标记，但必须当面向值班人员说明扎止血带的时间和部位。故本题

选 A。 

6.【答案】C 

【解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颁发的时间是

2007 年 5月 7日。故本题选 C。 

7.【答案】A 

【解析】爆发力是指快速克服阻力的能力，可以表示为力量乘以速度。故本题选 A。 

8.【答案】A 

【解析】战术意识指运动员在比赛中为达到特定战术目的而决定自己战术行为的思维活

动过程。战术观念指对比赛战术概念、战术价值功效及运用条件等进行认识和思维后产生的观

念。战术知识关于比赛战术理论及实践运用的知识。有经验性知识和理论性知识两种形态，包

括专项战术原则、战术内容和形式、方法和手段、战术的发展趋势、比赛规则对战术运用的制

约等内容。战术行动指为达到特定战术目的而采用的动作、动作系列或动作组合。故本题选 A。 

9.【答案】A 

【解析】跳远比赛中，如果运动员最好的成绩相等，判定名次依据是次优成绩。故本题选

A。 

10.【答案】C 

【解析】根据 2018—2019 国际田联的竞赛规则，在 4×100 米、4×200 米接力，以及异

程接力的第一、第二次交接棒中，各接力区的长度为 30米，标志线位于距接力区开始分界线

20 米处。在异程接力的第三次交接棒和 4×400 米及更长距离的接力中，每个接力区的长度为

20 米，标志线位于中间。故本题选 C。 



华
  图

  教
  师

                             教师事业部 

4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11.【答案】B 

【解析】徒手做投篮动作，右臂屈肘，肘关节自然下垂，置球于右肩前上方，学生投篮的

手臂侧靠墙，为了防止纠正肘关节外展。故本题选 B。 

12.【答案】B 

【解析】第一至第四局，每局有二次技术暂停，各为 60秒，每当领先队达到 8分或 16分

时自动执行（由助理记录员控制）。相应每队每局有一次普通暂停。决胜局（第五局）无技术

暂停，每队在该局中可请求 2次 30 秒钟的普通暂停。暂停和技术暂停时，比赛队员必须离开

比赛场区到球队席附近的无障碍区，以便擦地板人员工作。故本题选 B。 

13.【答案】A 

【解析】发现教学法亦称假设法和探究法，这是一种基于问题学习的教学方法，是指教师

在学生学习概念和原理时，不是将学习的内容直接提供给学生，而是向学生提供一种问题情境，

只是给学生一些事实（例）和问题，让学生积极思考，独立探究，自行发现并掌握相应的原理

和结论的一种方法。故本题选 A。 

14.【答案】A 

【解析】比赛训练法是指在近似、模拟或真实、严格的比赛条件下，按比赛的规则和方式

进行训练的方法。依据比赛性质可将比赛训练法分为教学性比赛方法、模拟性比赛方法、检查

性比赛方法和适应性比赛方法。其中，检查性比赛训练法的应用范围为运动技术质量及训练水

平检查性的比赛，符合题干内容。故本题选 A。 

15.【答案】C 

【解析】课程内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包含：1.现有运动项目的改造；2.新兴运动项目的开

发与利用；3.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项目的开发与利用。故本题选 C。 

四、简答题 

1.【参考答案】 

（1）加强思想教育； 

（2）合理安排运动负荷； 

（3）认真做好准备活动； 

（4）合理安排教学、训练和比赛； 

（5）加强易损伤部位的练习； 

（6）加强医务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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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答案】 

（1）教育能力：善于对学生的思想纪律、学习兴趣动机及时了解，会做个体分析，也要

会做群体分析，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思想教育，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教学能力：是最基本的业务能力，包括编制教学工作计划，可生动形象、通俗易懂

的语言表达和准确的示范能力。具有敏锐的观察、分析和评价教学工作的能力。 

（3）科学研究能力：教学工作与研究工作相结合，可取得显著的效果。 

（4）运用现代教学技术的能力：网络、多媒体等电化教学手段的应用。 

（5）组织课外体育活动和课余体育训练的能力。 

（6）要有充沛的精力和强健的体魄。 

3.【参考答案】第一名：C；第二名：A、D；第四名：B、E 

4.【参考答案】 

易犯错误： 

（1）持球手法不正确，五指没有自然分开，用手心托球； 

（2）肘关节外展，致使上肢各关节运动方向不一致； 

（3）急停时身体重心不稳，造成投篮时上下肢配合不协调，导致动作衔接不连贯； 

（4）投篮时抬肘伸臂不够，导致手臂前推，形成抛物线偏低； 

（5）跳起投篮时身体前冲，投篮出手时间过早或过晚，上下肢配合不协调。 

纠正方法： 

（1）重复讲解和示范投篮的动作要点，使学生了解投篮动作的基本结构，建立明确概念； 

（2）借助外部条件限制、信号刺激等手段。如让学生以投篮手臂靠近墙壁做徒手或持球

的投篮模仿练习，纠正肘部外展。用信号刺激，如用“抬肘、伸臂、压腕”等词语纠正肘关节

过早前伸、伸臂不充分以及屈腕拨指不够或球不旋转等错误。用“跨步”、“二步小”、“提

膝”、“出手”等语言信号提示学生跨步接球、起跳、出手时机等； 

（3）多做徒手练习，使学生体会协调用力和掌握动作节奏。 

五、论述题 

【参考答案】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整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新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造成了人们体力活动减少和心理压力增大，对国民健康造成了一定的负

面影响，这种状况在我国青少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教授就显得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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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现今，部分体育课仍然存在过分追求合作、探究的形式和热闹的场面，正常考勤、口令、

集合整队、课堂小结减少了，体能练习缺乏，练习密度不高，运动负荷过低等情况那么以下从

几个方面对此种情况进行分析： 

（1）课程性质：体育与健康课程是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以学习体育与健康知识、技

能和方法为主要内容，以增进学生健康，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为主要目标的课程。所

以体育对于学生来说，实践性、健身性以及对体育专业理论和技能知识的学习才是最主要的任

务。课堂氛围固然重要，但一切良好的氛围和合作也是要与学生学习知识相结合，失掉任何一

部分都不是一节好体育课。 

（2）课堂常规：课堂常规中的正常考勤、口令、集合整队、是上好课的条件，这不仅关

系到学生是否准确的到达课堂，同时也是培养凝聚力和集体责任感的良好方式。在最后的课堂

小结中，教师应让学生有话想说、有话要说、有话能说，充分的畅谈课程的收获，再有教师更

好的总结课堂的学习成果与不足，为下节课做好充分的准备。 

（3）运动负荷：无论在体育课程的设计理念还是课程性质都重要的强调了体育课程是以

增强学生身体健康、学习体育健康知识和技能，所以体育课是必须给基本组的学生一定的运动

负荷的，在学习了知识、技能并且锻炼到身体的前提下，去构建良好的课堂气氛，开展师生互

动、积极交往、共同发展的美好学习氛围。 

六、案例分析题 

【参考答案】 

（1）头顶球是指运动员有目的地用前额将球击向预定目标的动作方法。正确部位是前额。 

（2）头顶球的教学难点：头顶球时的落点判断。 

（3）首先，教学过程遵守循序渐进原则。在安排整个头顶球教学进度及每次课的教学内

容时，应先安排原地顶球，再安排双脚跳起顶球，最后再进行单脚起跳顶球。 

其次，充分活动，安全第一。由于头顶球技术的动作质量要求较高，练习前认真做好准备

活动，练习时精力要集中，练习后必须做好肌肉的放松。在负较大负荷练习时，要掌握正确的

方法要领，加强保护,预防伤害事故。避免因活动不充分、意外造成的损伤。 

最后，培养学生心理训练，良好的心理素质是足球运动员成功的必备因素。在进行头顶球

教学时，教师应先向学生介绍足球运动及头顶球在比赛中的作用，然后再进行头顶球的教学，

严格要求课堂常规，保证教学过程规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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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设计 

【参考答案】 

单 元

目标  

1.学习跨越式跳高的动作，基本掌握并说出助跑、起跳、过竿、落地 4 个环节的技术方法。 

2.通过各个跳跃环节的练习学生能较为连贯地完成跨越式跳高的动作，将学得的方法运用

到实际生活中，发展跳跃能力。 

3.通过学习，发扬学生勇于进取和顽强拼搏精神，培养自我调控、团结互助的精神，增强与

他人合作，共同进步的意识。 

课时 教学内容 教学重点及难点 练习步骤 

1 蹲跳起 

重点：起跳时，两腿迅速有力

蹬地向上腾起，充分伸直髋、

膝、踝关节。 

难点：全身协调配合。 

①学生分组体验原地提踵练习。 

②学生 2 人一组做半蹲跳及深蹲跳练习，

每人跳 2 次并相互纠正错误动作。 

③教师指导学生分 4 组，连续蹲跳起用

头或手触悬挂物练习，并进行教学比赛

（3 次）。 

④学生 2 人一组，一人半蹲或深蹲；另一

人在背后用双手施力压肩，当对方起蹲

双脚即将蹬离地面时，压肩人突然放手，

让其跳起。连续做 3 次，2 人互换。 

⑤学生分成 4 组，进行“快快跳起来的练

习 

2 起跳摸高 

重点：起跳蹬地有力 

难点：助跑动作连贯 

 

①学生分组体验原地提踵练习。 

②学生 2 人一组做半蹲跳及深蹲跳练习，

每人跳 2 次并相互纠正错误动作。 

③学生自主练习上一步或助跑 2-3 步，起

跳腿脚跟先着地迅速过渡到前脚掌用力

蹬地的起跳动作。④学生在悬挂若干不

同高度的纸球场地上，自主选择适合自

己高度的纸球原地或助跑几步的摸高练

习。 

⑤学生助跑 3-5 步起跳后用头或摆动腿

脚尖触纸球，体会助跑节奏和最后下一

步蹬地起跳的身体感觉。 

3 起跳、过杆 

重点：两腿依次过杆、摆动腿

脚尖内旋下压的动作。 

难点：起跳腿用力上摆。 

①学生分组练习上一步两腿依次过橡皮

筋的动作。 

②学生 5 人一组，上一步做两腿依次过

低橡皮筋摆动腿内旋的练习。 

③学生分组在多边形不同高度的橡皮筋

上练习助跑、起跳过竿动作练习。 

④小组间观摩学习相互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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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跨越式跳高 

重点：跨越式跳高的动作协

调、连贯。 

难点：助跑起跳不停顿，落地

缓冲。 

①学生分组在画有助跑路线、方向、角度

的区域内做完整的跨越式跳高动作练

习。 

②学生分组根据自己的能力判断、选择

不同高度横竿，进行跳高练习。 

③学生分组在逐渐升高的横竿上练习跨

越式跳高的动作。 

④学生在小组间进行跨越式跳高练习的

相互评价。 

5 考评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