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理论综合知识

一、选择题（共 5 小题，每题 2 分）

1.捷克教育家套美纽斯在他的专著______中提出了“班级授课制”。

A《民主主义与教育》

B《大教学论》

C 《普通教育学》

D 《教育漫画》

【答案】C

【解析】本题属于识记类问题，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提出了“班级授课制”，因而本题选

择 C 项。

2.“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生而知之”这样的说法反映了影响人的发展因素的理论是（ ）

A环境决定论

B遗传决定论

C 教育万能论

D 儿童学理论

【答案】B

【解析】本题属于理解性问题，《论语》：“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意思是说:“只有上等的聪明

人与 下等的愚笨的人是不可改变性情的”。《中庸·第二十章》“生而知之”， 人在出生以前

就具备了一切知识。所以属于遗传决定论。因而本题选择 B 项。

3.《义务教育法》规定，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应当（ ）

A履行法律规定义务

B 保证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

C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D 平均工资部低于公务员

【答案】A

【解析】本题属识记性问题，《义务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教师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应当为人师表，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因而本题选择 A 项。



4.李老师已到了将近退休的年龄了，但是学校组织的每一次培训他都积极认真的参加，这表

明李老师具有（ ）

A热爱学生的情怀

B诲人不倦的品格

C 终身学习的理念

D 严谨教学的精神

【答案】C

【解析】本题属于理解性问题，题干中李老师临近退休，每一次培训他都参加，说明他终身

学习的理念，其他热爱学生的情怀；诲人不倦的品格；严谨教学的精神都与题干不符，因而

本题选择 C项。

5.根据认知学习（ ）理论，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的实质是内在的。

A 智力活动

B 信息输入

C 心理变化

D 信息加工

【答案】C

【解析】本题属于理解性问题，根据认知学习理论，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的实质是内在的心

理变化。因而本题选择 C项。

专业

6《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的时间：

A. 1994 年 B. 1995 年 C. 1996 年 D.1997 年

【答案】B

【解析】本题属于识记性问题，国务院于 1995 年最早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因而

本题选择 B项。

7.铅球投掷圈的内沿直径为

A. 2.10 米 B. 2.135 米 C. 2.25 米 D.2.50 米

【答案】B



【解析】本题属于识记性问题，铅球投掷圈的内沿直径为 2.135m,因而本题选择 B 项。

8 现代篮球的兴起是：

A. 1889 年 B. 1890 年 C. 1891 年 D.1896 年

【答案】C

【解析】本题属于识记性问题，篮球运动，起源于美国。1891 年 12 月 21 日，由美国马萨

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基督教青年会训练学校（现译名为美国春田大学，Springfield

College）体育教师詹姆士·奈史密斯发明。因而本题选择 C 项。

9 长时间、小强度的慢跑，主要是发展人体的

A. 无氧耐力 B. 有氧耐力 C. 心肌功能 D.无氧和有氧混合能力

【答案】B

【解析】本题属于识记性问题，长时间、小强度的慢跑，主要是发展人体的有氧耐力,因而

本题选择 B项。

10.下列属于第二信号系统条件反射的是：

A.见风流泪 B.望而生畏 C.望梅止渴 D.谈梅生津

【答案】D

【解析】本题属于识记性问题，第二信号系统条件反射主要是用人类的言语来进行的，选项

中只有谈梅止渴是用语言来进行的，,因而本题选择 D 项。

11.突然的敲门声，打断人的思路分散注意力，属于

A.随意注意 B.不随意注意 C.随意后注意 D.注意动摇

【答案】B

【解析】本题属于识记性问题，突然的敲门声，打断人的思路分散注意力，属于无意注意，

又称不随意注意，因而本题选择 B项。

12.会骑自行车的人，有利于学习两轮摩托车，这主要受到

A.变式影响 B.定势影响 C.正迁移影响 D.负迁移影响

【答案】C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5007.htm


【解析】本题属于理解性问题，会骑自行车的人，有利于学习两轮摩托车，正迁移，一种学

习对另一种学习有促进作用，因而本题选择 C 项。

13.血液主要成分是：

A.血细胞和血浆 B.红细胞和白细胞 C.红细胞和血小板 D.红细胞和血清

【答案】A

【解析】本题属于理解性问题，血液由血浆和血细胞两部分组成，因而本题选择 A 项。

14.男子竞技体操项目是：

A.4 大项 B.五大项 C.六大项 D.七大项

【答案】C

【解析】本题属于理解性问题，男子竞技体操项目包括有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

杠和单杠共六个项目。因而本题选择 C项。

15.正式比赛中，男子 110 米栏的栏架高度为：

A.0.76 米 B.0.84 米 C.0.914 米 D.1.067 米

【答案】D

【解析】本题属于理解性问题，正式比赛中，男子 110 米栏的栏架高度为 1.067m，因而本

题选择 D 项。

填空题

16.体育锻炼之所以能够增强体能，主要是由＿＿ 的生理机制决定

【答案】超量恢复

【解析】 体育锻炼之所以能够增强体能,主要是由(超量恢复)的生理机制决定的

17.竞技健美操比赛的项目有，男子单人体操，___ ，混合二人操，三人操和 ＿＿ ．

【答案】女子单人操、六人操

【解析】竞技健美操比赛的项目有: (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

操)、(六人操)共五个传统项目。



18.排路场地的长为 ＿＿ m，宽 9m

【答案】18

【解析】标准的排球场地长 18 米,宽 9米

19.现代奥运会于 ＿＿ 年，由法国教育家 ＿＿ 发起成立

【答案】1896、顾拜旦

【解析】现代奥运会于 1986 年，由法国教育家顾拜旦发起成立

20.发展学生投掷能力的联系主要有 ＿＿ ，掷 ＿＿ ，推方法

【答案】投、抛

【解析】发展小学生投掷能力的练习有投、掷、抛 、推等多种方法

21.跳高的技术是由 ＿＿ ，起跳，＿＿ ， 落地四个紧密联系的阶段组成

【答案】助跑、腾空

【解析】跳高的技术是由(助跑)、(起跳)、(腾空)和(落地) 四个紧密联系的阶段组成。

判断：1 分

22.支撑摆动要求以肩为轴，脚向远伸，骨宽向运送，身体伸直。

【答案】对

【解析】支撑摆动要求以肩为轴，脚向远伸，骨宽向运送，身体伸直。属于支撑摆动的要求

23.直腿后滚翻的保护与帮助是保护者单手提拉练习者臀部，帮助推手和翻转。

【答案】错

【解析】直腿后滚翻的保护与帮助是，(1)站练习者侧后，两手扶腰侧，帮助身体缓冲坐地。

帮助完成前半部分动作。但运用时，助力要适当，不要影响动作节奏。

(2)当练习者滚翻至两手肩上触地时，两手提拉髓部，帮助翻转、推手成站立。运用时，注

意插手时机，当臀部翻离地后，要及时主动上手，并顺势给予助力。

可以发现题干中是单手，正确的应该是双手。

http://www.baidu.com/link?url=40ChsvSQpKZQqGgqDSAUODVa9MJSqdvWZcKM1Ej-U1zLPytKb-bgM0U9Z8otiTzJ-Qz4DohjAJ-72gYC8AVHZYNOchIC7NTPWNIuU26Y9LG


24.韵律操比赛，可设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规定动作由竞赛组织部门确定，采用统一的动

作和音乐。

【答案】对

【解析】韵律操比赛，可设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规定动作由竞赛组织部门确定，采用统一

的动作和音乐。

25.侧向滑步推铅球最后用力动作，是蹬腿，送骨宽，转体，挺胸，低头，推臀，拨球连贯

动作。

【答案】错

【解析】侧向滑步推铅球最后用力动作蹬腿、转体挺腰、推手、拨指;这一套应该是连贯动

作。

26 .足球个人进攻战术包括:停球，跑位，运球过人，射门

【答案】错

【解析】个人进攻战术包括传球、射门、运球突破和摆脱跑位。

27.排球比赛中 A 队队员在接发球时，用脚将球踢到对方场内，裁判员判其违例

【答案】错

【解析】排球规则规定，身体任何部分击球过网皆为有效球，包括用脚踢或用头顶球过网。

28.急停是快速移动中突然停止，借以甩开防守者的方法，动作有一步急停和两步急停

【答案】对

【解析】急停是快速移动中突然停止,借以甩开防守者的方法。动作有一步急停和两步急停。

29.如八个队员参加比赛，采用单淘汰制，其比赛为 7 场

【答案】对

【解析】8 支球队晋级 4 支淘汰 4 支(8/2=4)4 支球队晋级 2 支淘汰 2 支(4/2=2)2 支球队晋

级 1 支淘汰 1 支(2/2=1)4+2+1=7 场



30.武术的内容极其丰富，一般分为：拳术，器械，对练，攻防技术等四类

【答案】错

【解析】武术的内容极其丰富，一般分为：套路、功法、搏斗等三类或分为拳术、器械、对

练、集体表演、攻防技术等五个。

31.科学的身体锻炼可以促进人体形态，机能的发育，运动能力的提高，适应环境抵抗疾病

能力强

【答案】对

科学的身体锻炼可以促进人体形态，机能的发育，运动能力的提高，适应环境抵抗疾病能力

强。

32、学生在进行“前滚翻”练习时，常出现什么样的错误动作？（3 分）

【参考答案】学生初步练习前滚翻时容易犯错误，往往用头顶触垫子、臀部提得太高、重心

前移时不能迅速屈臂、团身不紧、双脚蹬地无力、滚翻不正等问题.

33、在耐久跑“训练中，一般采取哪些训练手段？（3 分）

【参考答案】此题比较灵活，能举出 3 个即可。1、走跑交替练习 走跑交替运动能提高

学生兴趣，让学生感到新奇，练习不觉疲劳。一是按教师信号，如口令、掌声、哨声做跑与

走的交替练习。二是做各种蛇形跑、对角线跑、 8 字型跑等的跑与走的交替练习。三是分

队走跑交替，如男生跑、女生走，男生走、女生跑。四是定距离的走跑交替练习，如绕足球

场的边线跑和底线走，绕田径场的直道跑和弯道走。 2、匀速慢跑练习 主要是体会轻松

协调跑的动作和有节奏的呼吸方法，在跑中可采用呼气时齐声喊“一、二”的方式，直到跑

完全程。 3、轮流领先跑练习 10～12 人为一组，全组在慢跑中，由排尾的学生开始，

用稍快的速度跑至排头后，排尾第二人又向排头跑去，依次轮流做领先跑练习。 4、结队

跑练习 把学生分成几个组，先让学生自己讨论跑的方法，然后按规定的距离，全组协调

一致地跑完全程，以全组先到者获胜。 5、伴同跑练习 2～3人一组，速度节奏保持一

致，并互相帮助，如速度快的学生要注意照顾跑得慢的学生，并对他们加以鼓励。 6、图

形跑练习 运用各种图形，让学生围绕变换行进路线做各种图形跑，如蛇形跑、螺旋形

跑、五角星跑、梅花形跑、对角线跑、“8”字形跑等，使学生感到有新意，练习情绪高。 7、

往返跑练习 如在 50 米和 100 米直道上，在起点起跑，绕过设在终点的标志物，连续往



返跑几次为一组，每组问休息 30 秒，跑完规定的组数。 8、定时跑练习 用均匀的速度

跑完规定的时间，能使学生主动掌握跑速，合理分配体力。可采用定时定距离跑，如初二男

生用 5分钟跑完 1000 米，女生用 4 分 30 秒跑完 800 米，也可采用定时不定距离跑，在规定

时间内，看谁跑的距离最长。 9、变速跑练习 快跑与慢跑交替，快跑段用中等或较快的

速度进行。可进行等距离变速跑，如 100 米快、100 米慢或直道快、弯道慢；也可进行不等

距离变速跑，如 50 米 快、100 米慢或 200 米快、100 米慢；还可进行递增或递减距离变速

跑，如 100 米＋200 米＋300 米快跑，或 300 米＋200 米＋100 米快跑。

34、“三级跳远”的易犯错误与纠正方法有哪些？（4 分）

【参考答案】

一、助跑步点不准

产生原因：

1．每次助跑开始加速的方式不一样。 2．每次助跑开始前几步的步长不固定。 3．每

次助跑的节奏不一致。

纠正方法：

1．固定每次开始时的加速方式，一般初学者最好选择逐渐加速的方式。

2．固定每次助跑开始前几步的步长，可以采取在助跑的前几步划标记的方法，反复进行

练习。

3．反复进行全程助跑练习，每次助跑开始前几步的步长、加速的方式以及助跑中程和助跑

最后阶段的节奏都应该一致。

二、第一跳过大，腾空过高

产生原因：

1．助跑最后一步拉大步。

2．起跳时小腿伸得过远，上体后仰。

3．起跳时摆动腿和两臂的摆动动作向上不向

纠正方法：

1．采用标记跑的方法，在助跑的后几步的每步之间摆放标记，运动员在进行助跑练习时快

速跑过起跳板。 2．快速助跑中连续做起跳练习，要求运动员在起跳时上体正直，小腿不

要前伸，有跑过起跳板的感觉。 3．反复进行助跑结合起跳的练习，在助跑的最后几步两

臂积极前后摆动，在起跳时，两臂和摆动腿也要前后摆动。



三、第二跳跳不起来

产生原因：

1．腾空步不充分。

2．腿部力量不够，扒地落地技术不好。

纠正方法：

1．助跑起跳时，落脚点更接近身体重心投影点。 2．多做跨步跳练习，加强腿部力量。

四、三跳不直，空中动作不平衡

产生原因：

1．在跳跃中两臂和两腿的摆动配合不协调。

2．在摆动动作时向左右方向用力的成分过大。从而造成身体过分扭转。 3．两臂在前后

摆动时夹得太紧。

纠正方法：

1．在跑道上划直线，要求学生必须沿直线跳进。

2．练习分解技术，如短程助跑单脚跳、跨步跳、两单一跨等，注意上下肢动作的协调配

合。 3．做短中程距离的三级跳远练习，注意在摆动时两臂要适当打开，以利于保持身体

的平衡。

35、简述“跨越式跳高”动作过程，并指出重点技术环节。（4分）

【参考答案】

跨越式跳高由助跑、起跳、腾空过杆、落地等紧密衔接的四个部分组成。

动作方法：直线助跑后迈步起跳，两臂和摆动腿快速摆动配合，起跳腿充分蹬伸；过杆

后摆动腿先着地，屈膝缓冲。

动作要点：助跑动作轻松、自然、有弹性，最后一步稍小，速度快；起跳迅速蹬伸髋、

膝、踝关节，躯干伸展充分。

36、写出支撑跳跃中，“分腿腾越”的动作要领，并用简笔描绘出来过程。（6 分）

36.【参考答案】

动作要领：由助跑开始，逐渐加速立上体，快速绷脚尖前插上板，用力蹬板踏跳，同时

梗头含胸，上体猛前倾，两臂前伸直臂（用掌根）撑马；当手将触马时，积极拉开肩角，顶

肩（向前下方）推手，使身体向前上方腾起，同时向两侧分腿制动展髋，上体急振抬起，两

https://www.baidu.com/s?wd=%E8%B7%A8%E8%B6%8A%E5%BC%8F%E8%B7%B3%E9%AB%98&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m1bznAf1uyDkP1PBrH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3nW0vPjb4nHf1PW0dPjczr0


臂侧上举，挺身落地。

37、体育锻炼应遵循哪些原则？（4 分）

37.【参考答案】

体育锻炼方法虽然简单易学，但要想科学地安排体育锻炼，提高锻炼效果，避免伤病事故，

就必须遵循体育锻炼的基本原则。

（1）循序渐进原则。体育锻炼的秩序渐进是指在学习体育技能和安排运动量时，要由小到

大、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渐进行。

（2）全面发展原则。在体育锻炼时，要注意活动内容的多样性和身体机能的全面提高。如

果只单纯发展某一局部的生理机能，不仅提高生理机能的作用不明显，而且还会对和身体机

能产生不利影响。

（3）区别对待原则。体育锻炼时，还要根据每个锻炼者的年龄、性别、爱好、身体条件、

职业特点、锻炼基础等不同情况做到区别对待，使体育锻炼更具有针对性。

（4）经常性原则。经常参加体育活动，锻炼的效果才明显、持久，所以体育锻炼要经常化，

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5）安全性原则。从事任何形式的体育锻炼都要注意安全，如果体育锻炼安排得不合理，

违背科学规律，就可能出现伤害事故。

38、合理安排与调节课的密度一般应注意什么问题？（5分）

38.【参考答案】

1课前认真备课

2改进和提高课的组织水平

3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技巧

4调动学生的自觉积极性，发挥体育骨干作用

39、什么是“重力性休克”如何预防？（5分）

39.【参考答案】

重力性休克是指疾跑后立即站立不动而引起的晕厥症状。因突然停止运动，下肢毛细血管和

静脉失去肌肉收缩时的节律性挤压作用，加上血液本身的重力，使血液大量积聚在下肢血管

中而导致暂时性脑贫血。



预防：剧烈运动时不宜“急刹车”，在到达终点后再慢跑一阵，逐渐过渡到走路，然后停下

来。这样可借助下肢肌肉的“泵血作用”抵消血液重力作用，使下肢因剧烈运动增多的血液

回流到心脏，增加心脏输出量，以防止“重力休克”或致命性心律紊乱发生。

40、发展“速度素质”的方法有哪些？（6分）

40.【参考答案】

每种素质选取 2个即可，速度素质包括反应速度、动作速度和移动速度。

反应速度训练常用的方法手段

（1）信号刺激法。利用突然发出的信号提高运动员对简单信号的反应能力。

（2）运动感觉法。

（3）移动目标的练习。

（4）选择性练习。

提高动作速度常用的手段方法

（1）利用外界助力控制运动员的动作速度。如在体操训练中，教练员常常用助力提高

运动员完成某一技术环节时的动作速度。

（2）减小外界自然条件的阻力。如顺风跑等。

（3）利用动作加速或利用器械重量变化而获得的后效作用发展动作速度。如利用下坡

跑至平地继续快跑，可获得加速后效作用；在推标准铅球之前可先用加重的铅球做练习以获

得后效作用。

（4）借助信号刺激提高动作速度。如利用同步声音的伴奏，使运动员伴随着声音信号

的快节奏做出协调一致的快速动作。

（5）缩小完成练习的空间和时间界限，如球类利用小场地练习。这是因为快速动作的

完成与持续练习的时间长短有关，也与完成动作活动范围（空间）大小有关，通过小场地的

练习，可以限制活动的时间及活动范围，从而提高运动员完成动作的速度。

提高移动速度的常用方法和手段

（1）发展最高移动速度每次练习的持续时间不能过长，应以使每次练习均以高能磷酸

原代谢为主要供能途径，一般地讲，应保持在 20 秒以内。

（2）各种爆发力练习。

（3）高频率的专门件练习，如径赛运动员做高抬腿跑、小步跑、后蹬跑、车轮跑等。

（4）利用特定的场地器材进行加速练习，如斜坡跑和骑固定自行车等。



41、学校篮球赛，一般采用哪两种方法，其优缺点各是什么，说明 5 支球队单循坏比赛几轮、

几场并画出 5 队单循坏赛制序表。（10 分）

41.【参考答案】

学校篮球赛，一般采用淘汰赛和循环赛两种方法，

淘汰赛的优点是赛制简洁明了，对选手数几乎可以不加限制。缺点是偶然性较大。这种赛制

有时会同循环赛制相结合，只是在八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晋级赛时采用该赛制，如每四年一

届的足球世界杯就是采用这种方法。

循环赛优点是根据每一个参赛队伍的成绩计算积分并排出名次，是相对来讲机会最为公平的

赛制，但缺点是仅限于参赛者数量不大时使用。

5个队单循环 5轮结束，单循环比赛的计算公式是:场次=n*(n-1）/2 ，故一共比赛 10 场。

其中，0 为轮空。


	【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