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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校体育学

重点知识点串讲

考点一：体育的基本概念

概念：体育，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

神文明建设、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现象。

现代体育是由学校体育、竞技运动、大众体育三个部分组成。

考点二：体育的功能

体育的功能（健身功能、健智功能、健心功能）是体育的本质功能。除此之外体育还有经济功能、政治功能、

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等功能。

考点三：体育的目的和手段

(一）体育目的任务的提出必须考虑三点依据：

1、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体育目的任务的制约，或称社会需要。

2、必须要反映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或称人

的需要。

3、体育的特点和功能。

（二）我国体育的目的、目标是：增进健康、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服务。

实现我国体育目标的基本要求

（1）坚持以人为本，体育为人的发展服务

（2）坚持体育的社会化、科学化、产业化、法制化

（3）坚持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

（4）坚持优先发展学校体育

一般我们按运动项目技术形式分：游戏、体操、田径、球类、武术、国防体育、水上、冰雪和其他等。

考点四：身体运动及运动技术

一个完整动作的技术结构包括：技术基础、技术环节和技术细节。

身体运动的构成要素：身体姿势、动作轨迹、动作时间、动作速率、动作速度、动作力量、动作节奏。

考点五：素质教育的基本特征

全体性、全面性、主体性、基础性。

考点六：体育教学的特点和目标

体育教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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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体直接参与。

2、体力与智力活动相结合。

3、身体承受一定的运动负荷。

考点七：体育教学过程

一）体育教学过程的基本因素

1、体育教师

2、学生

3、体育教材

4、传播媒介

二）体育教学过程的特殊规律

1、运动技能形成规律：

在学习运动技能的时候，运动技能的形成过程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泛化阶段-分化阶段-巩固与自动化阶段

2、人体生理和心理活动变化规律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反复进行练习，会引起人体内容发生一系列的生理机能变化，这中变化有规律性。

上升阶段——稳定阶段——下降（恢复）阶段

3、人体机能适应性变化规律

人体运动时，机体要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机能对这些变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总是按照：工作阶段

——相对恢复——超量恢复（二次呼吸）——复原阶段的规律在变化。

考点八：体育教学原则

体育教学特殊性原则：

1.直观性原则

2.身心全面发展的原则

3.技能教学为主原则

4.兴趣先导,实践强化原则

5.为终身体育打基础原则

6.合理安排生理、心理负荷原则

考点九：体育教学的指导法

定义：体育教学方法是指体育教学过程中，为完成教学目标所采用的教学途径和手段。

语言、运动动作、器材设备是体育教学的三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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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法

1、定义：是教学中运用各种形式的语言指导学生学习的一种方法。

2、主要形式：讲解、口令和指示、口头评定成绩、口头汇报和自我暗示

讲解包括：直陈法、分段发、概要法、侧重法、对比法、提问法、联系法

二、直观法

1、定义：是指在体育教学中，借助听觉、视觉、和肌肉本体感觉等感觉器官感知动作

的一种常用的教学方法。

2、主要形式：动作示范、教具和模型的演示、电影和电视录像以及条件诱导等。

3、动作示范的种类：正面示范、镜面示范、侧面示范、背面示范

结合的方式：有先讲解后示范，先示范后讲解，边示范边讲解等。

三、完整法

四、分解法

五、预防和纠正错误动作法

在进行预防和纠正错误动作时，应以预防为主。

考点十：体育教学的练习法与教育法

体育教学中的练习法是指根据完成教学目标的需要，通过身体和思维活动对动作进行反复练习的一种方法。

练习法种类：重复法、变换法、持续法、间歇法、游戏法、比赛法、循环练习法

教育法：说服法、榜样法、评比法、表扬法和批评法。

考点十一：体育课的类型和结构

一）体育课的类型

1、理论课

定义：理论课是指按照教学计划，在室内讲授体育与卫生保健基础理论知识的课。

2、实践课

实践课是指在操场上（或体育馆、健身房等）进行的实际从事运动动作练习的课。

实践课按课的具体目标，又可以划分为引导课、新授课、复习课、综合课和考核课 5 种。

二）体育课的基本结构

1、定义：体育课的基本结构，是指构成一节课的几个部分和各部分的内容安排顺序、组织教法以及时间分配

等。

2、体育课内容的划分：开始部分、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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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二：体育课的密度

类别：课的密度分为综合密度和运动密度两种。

a.综合密度：是指一节课中各项活动合理运用时间（包括教师指导、学生练习、相互帮助与观察、练习后的休

息及组织措施等）与实际上课总时间的比例。

b.运动密度：练习时间与实际上课的总时间的比例，又称练习密度。

考点十三：体育课的负荷

体育课的负荷包括运动负荷和心理负荷。

一）体育课的运动负荷

定义：体育课的运动负荷是指学生在课中做练习时身体所承受的生理负荷。它反映着练习的过程中，学生身体

生理机能一系列变化。

检查与评定体育课运动负荷的方法：

1、观察法

2、自我感觉法

3、生理测定法

重点例题点拨

1.体育教学应遵循认识规律、技能形成规律和（ ）规律。

A.精讲多练 B.运动安全 C.思想教育 D.运动负荷

【解析】选 D。

2.（ ）是实现我国学校体育目标的重要组织形式。

A.体育课 B.课外运动训练

C.体育竞赛 D.课外体育活动

【解析】选 A

第二部分 运动人体科学

重点知识点串讲

考点一：标准解剖学姿势

身体直立，两眼平视，两足并拢，足尖向前，上肢垂于体侧，手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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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基本切面与基本轴

人体的基本轴：

1．垂直轴：呈上下方向，并垂直于永平面的轴。

2．矢状轴：呈前后方向，并与垂直轴呈垂直交叉的轴。

3．冠状轴或额状轴：呈左右方向，并与前二轴相互垂直的轴。

人体的基本切面：

1.矢状面：沿前后方向，将人体纵切为左右两部分的切面。

2.冠状面或额状面：沿左右方向，将人体纵切为前后两部分的切面。

3.水平面：与地面平行，将人体横切为上、下两部分的切面。

考点三：方位术语

1．上与下：靠近头部者为上，靠近足部者为下。

2．前与后：靠近腹侧者为前，靠近背侧者为后。

3．内与外：凡属空腔器官，接近内腔者为内，远离内腔者为外。

4．内侧与外侧：以身体正中面为准，靠近正中面者为内侧，远离正中面者为外侧。

5．浅与深：以体表为准，接近体表者为浅，远离体表者为深。

6．近侧与远侧：肢体靠近躯干部分为近侧（或近端），远离躯干的部分为远侧。

7．桡侧与尺侧：前臂外侧为桡侧，内侧为尺侧。

8．胫侧与腓侧：小腿外侧为腓侧，内侧为胫侧。

考点四：呼吸系统

肺活量

最大深吸气后，再做最大呼气时所呼出的气量，称为肺活量。正常成人肺活量的平均值，男性约为 3500-4000ml，

女性约为 2500-35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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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五：心血管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心血管系统是由心脏和血管组成的。

血管包括动脉、毛细血管和静脉。心是血液循环的动力器官；动脉是运送血离心的血管；静脉是运送血回心的

血管；

毛细血管是连接动脉和静脉之间的微细血管，且互相连成网状，血液与组织细胞的物质在此进行交换。

心血管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将消化系统吸收的营养物质和呼吸系统吸人的氧气运至体内各器官、组织和细胞，

促其新陈代谢；并将其代谢产物送至肾、肺、皮肤等器官排出体外。内分泌器官分泌的激素也由心血管系统运送至

相应的靶器官，实现机体的体液性调节。心血管系对保持内环境理化特性的相对稳定和防御机能等起重要作用。同

时，心血管系统还具有内分泌功能。

考点六：运动系统

运动系统是由骨、骨连接和骨骼肌组成，其中骨是杠杆作用，关节又称骨连接是枢纽作用，骨骼肌是动力作用。

一）骨骼：

骨按照一定的规律连接起来就形成了骨骼。骨骼对确立人的身材和体型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人体的随意运动有

重大的作用。

1.骨的形态

人体骨的形状各式各样，大体可归纳为五类：即长骨、短骨、扁骨、不规则骨、籽骨。

2．骨的分类 成年人全身共有 206 块骨，根据其存在的部位，可分为头颅骨、躯干骨和四肢骨三部分。

3.骨的构造

骨是一种器官，活体的骨是由骨膜、骨质、骨髓、骨的血管、淋巴管及神经等组成，其中骨组织又称骨质是骨

的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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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骨的功能

（1）骨与骨相连结，构成人体的支架、支持人体的重量。（连接）

（2）骨形成体腔的框架，容纳和保护重要器官，如颅腔、胸腔和盆腔等。（保护）

（3）骨的外面都有肌肉附着，成为人体各种机械运动的杠杆。（运动）

（4）骨松质中和骨髓腔内的红骨髓有造血功能。（造血）

（5）骨还是钙和磷的储备仓库。钙离子与肌肉的收缩有关，在血中要保持一定的浓度。血中钙与骨中钙不断

地进行交换。磷是神经组织的重要成分，同时与 ATP 的形成有关。（贮存）

5.针对儿童的骨的特点：

儿童少年软骨成分较多，水分和有机物质(骨胶元)多，无机盐(磷酸钙、碳酸钙)少，骨密质较差，骨富于弹性

而坚固不足，不易完全骨折而易于发生弯曲和变形。

训练时一定要注意一下几点：

（1）主要养成正确的身体姿势

（2）注意身体的全面训练

（3）在进行力量训练时，应注意负荷的重量

（4）注意练习场地的选择

（5）注意预防“骺软骨病”的发生

（6）适当营养

（二）肌肉

1.肌肉的物理特性：

（1）骨骼肌在受到外力牵拉或负重时可被拉长，这种特性成为伸展性。

（2）当外力或负重取消后，肌肉的长度又可恢复，这种特性称为弹性。

（3）骨骼肌还具有粘滞性。粘滞性是由于肌浆内各分子之间相互磨擦作用所产生的。可见骨骼肌不是一个完

整的弹性体，而是一个粘弹性体。骨骼肌的物理特性受温度影响。

2.肌肉的生理特性

肌肉的生理性是指肌肉的兴奋性和收缩性。肌肉在刺激作用下具有产生兴奋的特点性，称为

兴奋性。肌肉兴奋后产生收缩反应的特性为收缩性。

区别兴奋和兴奋性

兴奋：是指活组织细胞接受刺激产生动作电位的过程。

兴奋性：是指组织细胞接受刺激具有产生动作电位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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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肌肉收缩形式：

（1）静力工作（等长收缩）是指肌肉收缩时，肌肉的长度不发生变化的收缩形式，称静力工作，如静举杠铃。

（2）动力工作（等张收缩）：指肌肉收缩时，肌肉的张力不变而长度发生变化的收缩形式，可分为向心收缩和

离心收缩两种。

离心收缩：是指肌肉在收缩产生张力的同时被拉长的收缩，称为肌肉的动力工作（离心收缩）。例如，下蹲时，

下楼梯。

向心收缩：是指肌肉收缩时长度缩短，例如，高抬腿

（3）等动收缩（等速收缩）是指肌肉收缩时产生的张力和阻力相等，例如自由泳的划水动作。

4.肌纤维的种类

人的骨胳肌是由红肌和白肌两类纤维组成的。

不同的人体中两种肌纤维的数量亦不相同，或以白肌纤维为主，或以红肌纤维为主。就一个人来说，两种肌纤

维数量上的比例是不会改变的，即使通过训练也不会改变。但通过训练，红、白肌纤维的体积可以增加。从肌纤维

体积大小来看，耐力性项目的运动员主要是红肌纤维增大，白肌纤维几乎不变；力量性项目的运动员白肌纤维变化

显著，红肌纤维交化很少，速度性项目的运动员，两种肌纤维体积部有增加，但白肌纤维增粗较多。

（1）按肌肉的位置，分有胸肌、腹肌、腰肌等;按功能，分有屈肌、伸肌等;

（2）按形状，分有长肌、短肌、阔肌等;按肌头数，分有二头肌、三头肌和股四头肌;

（3）按纤维排列方向，分有羽状肌。羽状肌又分为羽状肌和半羽状肌以及多羽状肌。

（三）骨连结

骨与骨借结缔组织、软骨组织及骨组织相连。根据连结的方式，可以把全身骨连结分为两大类，即无腔隙连结

和有腔隙的骨连结（关节）。

关节的结构：基本结构和辅助结构。其中关节的基本结构有关节面、关节囊、关节腔，也被称为关节的三要素。

考点七：能量代谢

（一）人体的总能代谢

1、机体能量的来源与去路

能量的来源：人体所需要的主要营养物质包括糖类、脂肪、蛋白质、水、无机盐和维生素。食物在消化道内被

分解为小分子的过程称为消化。经过消化的食物，透过消化道黏膜，进入血液和淋巴循环的过程，称为吸收。

能量的去路：营养物质在体内通过代谢形成能量，供给人体活动所需。

（二）能量的来源与去路

1、来源：食物消化吸收来的能量存在于体内的糖、脂肪和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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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移：能源物质分解产生的能量不能直接被细胞利用。一部分以热能的形式散失，以维持体温，另一部分

转移至 ATP 分子中，ATP 是一种高能磷酸化合物，是机体的直接能源。ATP 的合成与分解是体内能量转化和利用的

关键环节。

（三）基本能量系统（重点）

人体在各种运动中所需要的能量分别由三种不同的能源系统供给，即磷酸原系统、酵解能系统和氧化能系统。

1．磷酸原系统。举重、投掷

又称 ATP—CP 系统。该系统主要是由结构中带有磷酸基团的 ATP（包括 ADP）、CP 构成，由于在供能代谢中均发

生磷酸基团的转移，故称之为磷酸原。肌肉在运动中 ATP 直接分解供能，为维持 ATP 水平，保持能量的连续性供应，

CP 在肌酸激酶作用下，再合成 ATP。

2．酵解能系统（乳酸）200 米跑、100 米游泳

又称乳酸能系统，是运动中骨骼肌糖原或葡萄糖在无氧条件下酵解，生成乳酸并释放能量供肌肉利用的能源系

统。如前所述，该系统尽管生成能量数量不多，但在极量运动的能量供应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般认为，在极量

强度运动的开始阶段，该系统即可参与供能，在运动 30 秒左右供能速率达最大，其输出功率可达 5．2mmolATP/Kg/s，

维持运动时间 2—3 分钟。

酵解能系统与磷酸原系统共同为短时间高强度无氧运动提供能量。中距离跑等运动持续时间在 2分钟左右的项

目，主要由酵解能系统供能；而篮球、足球等非周期性项目在运动中加速、冲刺时的能量亦由磷酸原及酵解能系统

提供。

3．氧化能系统（水、二氧化碳）

氧化能系统又称有氧能系统。糖类、脂肪和蛋白质在氧供充分时，可以氧化分解提供大量能量。该能源系统以

糖和脂肪为主，尽管其供能的最大输出功率仅达酵解能系统的二分之一，但其贮备量丰富，维持运动的时间较长（糖

类可达 1—2 小时，脂肪可达更长时间）。成为长时间运动的主要能源。

重点例题点拨

1、高水平运动员的肺活量可达到大约（）。

A.2000ml B.2500ml C.3500ml D.7000ml

【解析】选 D。

2、经常参加锻炼的人，安静时心跳频率比一般人（）。

A.快 B.正常 C.略快 D.略慢

【解析】选 D。

3、下列哪个数据最可能处于小学水平三学段的女生的肺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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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95ML B.2995ml C.3995ML D.以上都不可能

【解析】选 A。

4、肺活量体重指数=（）

A.肺活量/体重 B.肺活量×体重 C.体重×肺活量 D.体重/肺活量

【解析】选 A。

5、神经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是（）。

A.神经质 B.神经元 C.神经源 D.神经

【解析】选 B。

第三部分 体育保健学

重点知识点串讲

考点一：营养素

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有糖、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水六类。

三大热源质的功能与特点：

1.蛋白质

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也是生命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其分子是由碳、氢、氧、氮组成，有的还含磷和硫。

蛋白质是体内氮元素的唯一的来源。

功能：

（1）构成机体组织

（2）参与组织与修复

（3）调节生理机能

（4）参与各种运动

（5）影响高级神经活动

（6）供给热能

2.脂肪

脂肪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它包括真脂（中性脂肪）和类脂两大类。一般所说的脂肪指的是真脂，它是由

一分子甘油和三分子脂肪酸组成的故又称甘油三脂。类脂是一类能溶于脂肪或脂溶剂的物质，包括磷脂和固醇。

功能：

（1）供给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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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成机体组织

（3）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4）保护内脏、保持体温

（5）增加美味及饱腹感

3.糖

糖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其中氢与氧的比例与水相同，故又称碳水化合物。根据糖的化学结构及在水中

的溶解度不同，可分为单糖、双糖相多糖三大类。

功能：

（1）供给热量

（2）维持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

（3）构成机体组织

（4）保护肝脏及解毒

（5）促进蛋白质吸收与利用

考点二：合理营养的概念

一、运动员的合理营养

（一）运动员膳食的基本要求

（1）要求热量保持平衡

（2）注意热能物质的比例适当

（3）充足的维生素

（4）合理的膳食制度

（5）正确地选择食物和烹调加工

（二）各项运动的营养特点

1、田径项目较多，根据其不同的代谢特点可分为以下三种：

（1）短跑与中距离等速度性项目，运动时主要是由糖的无氧酵解供应能量，体内酸性产物较多。

（2）长跑和超长跑等耐力性项目，运动时候能量消耗大，热量主要来自糖元的有氧分解。

（3）投掷等力量性项目，由于肌肉蛋白增长的需要，对蛋白质的需要量较高，其供给量每天每千克体重可达

2.5g。

2、体操动作复杂，要求技巧、协调、和谐为一体，特别高难度动作，对神经系统机能要求较高。

3、游泳运动消耗能量多，代谢强度很大，膳食中要补充增加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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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球类对身体素质要求较全面，要求速度快、力量大、反应灵敏、耐力好，所以食物中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维生素 C、磷等供给量要充分。

5、举重热能消耗多，糖类事物要求高，每日可达 800g。

6、射箭、击剑等项目运动对视力要求高，应供给充足的维生素 A 以保持视力。

考点三：运动性疾病

运动性疾病是指因训练安排不当造成体内功能紊乱所出现的症状。

运动损伤的发生原因包括：思想上不够重视、缺乏合理的准备活动、技术动作错误、身体功能和心理状态不良、

组织方法不当、动作粗野或违反规则、场地设备的缺陷、不良气象的影响。

预防运动损伤：加强思想教育、合理安排运动负荷、认真做好准备活动、合理安排比赛和训练、加强易伤部位

的练习、加强医务监督工作。

常见的有过度紧张、过度训练、低血糖、运动中腹痛、运动性贫血、运动性尿液异常（蛋白尿、血尿、血红蛋

白尿等）、肌肉痉挛、中暑等。

考点四：方位术语

一、运动损伤的一般处理方法

1、冷热疗法

运动低或高于人体温度的物理刺激，进行治疗的一种物理疗法。

（1）冷敷法：常用于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早期的治疗。

（2）热疗：常用于急性闭合性软组织的中后期和慢性损伤的治疗。

2、局部痛点注射疗法

这是一种治疗软组织损伤时最常用的方法，常用的药物有鲁卡因、副肾皮质激素等。

二、开放性软组织损伤

1、擦伤

2、撕裂伤

3、刺伤和切伤

止血方法

颞动脉压迫止血法：用于头顶及颞部动脉出血。

颌外动脉压迫止血法：用于肋部及颜面部的出血。

颈总动脉压迫止血法：常用在头、颈部大出血而采用其他止血方法无效时使用。

锁骨下动脉压迫止血法：用于腋窝、肩部及上肢出血。

肱动脉压迫止血法：用于手、前臂及上臂下部的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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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闭合性软组织损伤

闭合性软组织损伤包括挫伤、肌肉筋膜拉伤、关节囊和韧带扭伤、肌腱腱鞘和滑囊损伤等，根据其发病的缓急，

分为急性和慢性损伤两类。

（一）急性损伤

因遭受一次较大外力作用所致。

1、病理变化和修复过程

局部组织细胞受损，发生组织撕裂或断裂，组织内小血管破裂出血，产生组织内血肿。出血停止后，出现反应

性炎症，局部血管扩张充血，使血液中的液体、白细胞及蛋白质等渗出而导致局部水肿。

2、处理原则

（1）早期的处理原则是止血、制动、阵痛、防肿和减轻炎症。处理方法有冷敷、加压包扎并抬高伤肢，可外

敷新伤药，也可内服清热、止痛、活血化瘀的中药等。

（2）中期的处理原则是改善伤部的血液循环及淋巴循环，促进组织的新陈代谢，加速淤血和渗出液的吸收以

及坏死组织的清除，促进组织的新陈代谢，加速淤血和渗出液的吸收以及坏死组织的清除，促进再生修复，防止和

减少粘连形成。

（3）晚期的处理原则是恢复和增强肌肉、关节功能，若有瘢痕或粘连，应尽量设法软化或分离。

（二）慢性损伤

可由急性损伤处理不当或运动过早转变而来；或因长期局部负担过重，引起组织劳损。处理原则主要是改善伤

部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合理安排局部负担量。

考点五：按摩

一、运动按摩的基本手法

运动按摩的基本手法有推法、擦法、揉法、揉捏法、搓法、按法、拍击法、抖动及运拉等九种。

重点例题点拨

1.下列能源物质中，作为人体运动主要能源物质的是（ ）。

A.蛋白质 B.脂肪 C.糖 D.ATP

【解析】选 C。

2.某同学有轻度扁平足，但功能检查良好，平时参加体育锻炼，有一定的锻炼基础，因此体育课健康分组时要

将其安排在（ ）。

A.基本组 B.准备组 C.医疗体育组 D.准备组或医疗体育组

【解析】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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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华图教师网(http://www.hteacher.net/)，微信公众号：jiaoshizhaopinxinxi，教

师招聘、教师资格证考试公告、备考资讯及时推送，更多精彩，欢迎订阅!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咨询电话：027-87870401

教师资格证面试 QQ 群 ：583451137

教师招聘考试 QQ 群 ：366146779

分校 电话 地址

武昌 027-86659239、18162751903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419 号清和广场 5楼（武汉体院西

门旁）

汉口 027-85447051、85573679、85717010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688 号武汉广场 3503

汉阳 027-59303638、59302398、18872275423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 76 号九州通大厦 A座 28楼

襄城 0710-3512719、18995670576 襄阳市襄城区中共市委党校院内（鼓楼对面）

宜昌 0717-6217631、6517106、18727715060 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 129 号时代天骄 8楼 A01-03

十堰 0719-8121421、8030876、13774175607 十堰市张湾区朝阳中路 9号万隆广场 3楼华图教育

恩施 0718-8021527、8999590、13296548117 恩施市施州大道 67 号金麟大厦 13楼（汉口银行楼上）

黄石 0714-6287076、15572991899、18986593600 黄石市黄石港区王家里总部经济大厦五楼

咸宁 0715-8129687、18062320951
咸宁市温泉路 61 号华图教育咸宁分校（温泉中百仓储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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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 0713-8829114 15387192652 黄冈市黄州区奥康商业步行街 1号 B幢 3层 B3-45 号

鄂州 0711-3210265、3210978、18671109700 鄂州市国贸天骄写字楼二单元 13 楼（银泰百货裙楼）

孝感 0712-2824060、13396181840 孝感市孝南区人民广场南端大楼三楼

随州 0722-3233935、13042757277 随州市鹿鹤转盘文峰国际广场 B座 4楼（文峰中百楼上）

荆门 0724-2233225、17707249167 荆门市东宝区金虾路荆楚文化广场 4楼（银泰城斜对面）

荆州 0716-8458191、15827300302
荆州市荆州区荆州中路文化广场名品街 2楼华图教育（即

城中城旁边）

天门 0728-5886868 13277996997
天门市陆羽广场陆羽酒店正门西边华图教育（天门市政

府对面）


	   第一部分 学校体育学
	考点一：体育的基本概念
	考点二：体育的功能
	考点三：体育的目的和手段
	考点四：身体运动及运动技术
	考点五：素质教育的基本特征
	考点六：体育教学的特点和目标
	考点七：体育教学过程
	考点八：体育教学原则
	考点九：体育教学的指导法
	考点十：体育教学的练习法与教育法
	考点十一：体育课的类型和结构
	考点十二：体育课的密度
	考点十三：体育课的负荷

	第二部分 运动人体科学
	考点一：标准解剖学姿势
	考点二：基本切面与基本轴
	考点三：方位术语
	考点四：呼吸系统
	考点五：心血管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考点六：运动系统
	考点七：能量代谢

	第三部分 体育保健学
	重点知识点串讲
	考点一：营养素
	考点二：合理营养的概念
	考点三：运动性疾病
	考点四：方位术语
	考点五：按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