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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全真模拟

《体育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注意事项：

1、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满分为 150 分。

2、请按规定在答题卡上填涂、作答。在试卷上作答无效，不予评分。

题号 一 二 三 四 总分

得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35 小题，每题 2 分，共 70 分）

1.完成体操中两侧平举的运动肌是（ ）。

A.胸大肌 B.背阔肌

C.冈下肌 D.三角肌

2.肌腱色白坚韧具有附着和传递力的作用，其主要构成是（ ）。

A.肌肉组织 B.疏松结缔组织

C.致密结缔组织 D.网状结缔组织

3.学生做哑铃屈肘练习时，原动肌是肱二头肌，对称肌是（ ）。

A.肱肌 B.肱三头肌

C.胸大肌 D.背阔肌

4.人体中最基本的心血管中枢和呼吸中枢位于（ ）。

A.大脑 B.延髓

C.小脑 D.脊髓

5.人体安静和睡眠状态下，起主导作用的神经为（ ）。

A.前庭蜗神经 B.三叉神经

C.副交感神经 D.交感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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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项中，不属于人体消化系统的是（ ）。

A.肝脏 B.胰脏

C.胃 D.喉

7.运动中可根据动作的特点灵活转变呼吸形式，下列哪一动作不宜采用腹式

呼吸（ ）。

A.手倒立 B.单杠直臂悬垂

C.仰卧起坐的坐起阶段 D.吊环十字悬垂

8.肌糖原储量增加时，更有利于提高哪一项目的运动成绩（ ）。

A.跳远 B.长跑

C.举重 D.推铅球

9.有氧供能时消耗相同氧气，下列哪些物质释放的能量最大（ ）。

A.脂肪 B.蛋白质

C.磷酸肌酸 D.糖

10.与慢性肌维相比, 快性肌维有哪些特点（ ）。

A．收缩力量大，速度慢 B.收缩力量小，速度慢

C.收缩力量小，速度快 D.收缩力量大，速度快

11.在运动形成的分化阶段，教学中应特别注重（ ）。

A.纠正错误动作 B.运用辅助练习

C.建立动作概念 D.强化主要环节

12.维持身体最佳姿势最基本的反射为（ ）。

A.状态反射 B.牵张反射

C.肌紧张 D.键反射

13.短跑、跳跃、投掷等短时间，高功率输出的运动项目，主要供能系统是

（ ）。

A.磷酸原系统 B.乳酸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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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有氧氧化系统 D.无氧酵解系统

14.体育教学中，依据学校的物质条件，教师能力及学术实际情况等来择教

学内容， 所遵循的原则是（ ）。

A.科学性原则 B.统一性原则

C.可行性原则 D.趣味性原则

15.体重（BMI）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

A.体重（kg）/身高（m） B.体重（kg）/身高（平方米）

C.体重（平方千克）/身高（平方米） D.身高（平方米）/体重（kg）

16.下肢肌肉中慢肌纤维占优势的人较适宜从事的运动项目是（ ）。

A.100 米跑 B.三级跳远

C.马拉松跑 D.800 米跑

17.对昏迷伤者进行急救时，用手指掐点或者针刺的常用穴位为（ ）。

A.百会 B.曲池

C.十宣 D.人中

18.运动中大量出汗体内里解质失调，易导致肌肉（ ）。

A.僵硬 B. 痉挛

C.酸痛 D.颤抖

19.在长距离的健身跑时，人体皮肤血流量变化的特点是（ ）。

A.增加 B.减少

C.先增加后减少 D.先减少后增加

20.教育家蔡元培将体育摆在德育、美育前面，其基本思想是（ ）。

A.改革教育，兼容并包 B.自我教育，自我发展

C.完全人格，首在体育 D.增强体质，尚武求强

21.足球比赛中，防守队员用铲球造成的攻击性行为属于（ ）。

A.敌意性攻击 B.情景性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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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竞争性攻击 D.工具性攻击

22.学生有意识地探究或者参与某一运动项目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在体

育心里学中被称为（ ）。

A.运动兴趣 B.目标定向

C.运动习惯 D.体育态度

23.体育教学中，学生习得知识体系的主导者是（ ）。

A.班主任 B.课代表

C.体育教师 D.体育骨干

24.教师通过展示各种事物和教具让学生获得运动技能的感性材料，这种教

学方法称之为（ ）。

A.语言方法 B.演示方法

C.练习方法 D.示范方法

25.体育教学中，学生习得体育知识的主体性包括哪些方面（ ）。

A.自主、操作、变化和主观性 B.个体、意向、多维和发展性

C.实践、规定、需求和客观性 D.择、自主、能动和创造性

26.足球裁判员的哨声中预示比赛开始的是（ ）。

A.两短一长 B.长音响亮

C.短促响亮 D.一长一短

27.蛋白质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之一，承担着多种生理功能，但不包括

（ ）。

A.参与构成各种细胞组织 B.参与多种重要的生理活动

C.参与协助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D.参与供氧功能

28.踝关节伤后外侧疼痛，肿胀，活动受限，踝关节强迫内翻实验疼痛加重，

诊断为（ ）。

A.肌肉拉伤 B.韧带撕裂



第 5 页

C.骨折 D.关节脱位

29.骨折的特有征象是（ ）。

A.压痛 B.功能障碍

C.纵向叩击痛 D.肿胀

30.晕厥是一种暂时性的知觉丧失现象，其主要机理是（ ）。

A.脑部一时性供血不足 B.循环功能障碍

C.急性心功能紊乱 D.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31.肌肉发生挫伤时，早期处理的合理手段是（ ）。

A.热敷理疗 B.按摩、针灸

C.药物痛点注射 D.冷敷加压包扎

32. 体育教学设计的基本依据是什么（ ）。

A.教学目的和教学条件 B.教学顺序和教学节奏

C.教学条件和教学结果 D.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

33.体育教学评价实质是（ ）。

A.价值判断和内容考核 B.过程考核和量评工作

C.内容考核和量评工作 D.价值判断和量评工作

34.下列哪一些既是中小学体育课教学内容，又是中小学体育课的组织手段

（ ）。

A.广播体操 B.队列队形

C.课堂常规 D.眼保健操

35.学校课余训练中，学生的运动成绩出现停滞不前甚至有些下降，经过一

段时间的调 整又有所提高，这一现象可称为（ ）。

A.迁移现象 B.高原现象

C.应急反应 D.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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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答题（本题共 3 道小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36.简述儿童少年骨的生长发育特点及其在体育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37.简述体育团体凝聚力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38.简述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基本理念。

三、案例分析题（本题共 2 道小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39.案例：某学校初二（3）班，体育课教学内容为学习“低单杠翻上成支撑”

动作技术（见图1）。本次课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多种练习方式提高学

生的空间感觉判断能力；（2）初步掌握“低单杠翻上成支撑动作“发展学

生上肢和腰腹力量；（3）提高学生对体操的学习兴趣。

教师设计的教学步骤为：（1）教师宣布课内容，在教师带领下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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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2）教师讲述动作技术要领并做完整示范；（3）低单杠上由屈体俯

撑开始，在教师的帮助下完成制动两腿，抬上体挺身，翻腕成支撑练习；（4）

在蹬地处放置跳板或跳箱盖进行蹬摆，屈臂引体，翻臀练习；（5）相互帮

助与保护练习；（6）进行上肢肌肉和腰腹力量练习。

问题：

（1）上述教学目标设定是否合理，为什么？

（2）针对上述教学步骤分析其合理性。

40.为了提高初三年级学生立定跳远的成绩，李老师在教学中安排了一次力

量练习课（40分钟），力量练习方案的部分内容如表1；

练习内容顺序 练习组数 练习次数 备注

负重提踵 3 30 次 增强踝关节力量

快速仰卧起坐 3 15 个 提高腹肌力量

团身跳 2 10 个 提高收腹举腿能力

多级蛙跳 8 30 个 摆臂蹬伸协调用力

跳伸练习 3 10 次 锻炼快速跳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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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表1中的力量训练是否合理？为什么？

(2)指出练习负荷安排中的问题并说明原因。

四、教学设计题（本题共 1 道小题，共 20 分）

41.初二年级排球“正面双手传球技术”分为 4 课次的教学内容，学生 40 人。

教学条 件：排球场 2 片，排球 20 个。请设计第一次课的教学目标、教学

重点、难点、教学内 容、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和组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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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全真模拟

《体育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答案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35 小题，每题 2 分，共 70 分）

1.D【图图解析】三角肌的功能是近固定时后部纤维收缩使上臂伸、水平伸

和外旋。

2.C【图图解析】肌腱主要构成是致密结缔组织。

3.B【图图解析】二头肌与三头肌是对抗肌，在屈肘时二头肌收缩，三头肌

放松。

4.B【图图解析】脑干中有许多以够调节人体基本生命活动的中枢，包括呼

吸中枢和心血管中枢。

5.C【图图解析】副交感神经保持身体在平静状态下的生理平衡。

6.D【图图解析】消化系统分为消化管和消化腺，消化管包括咽、食管、胃、

小肠等，不包含喉。

7.C【图图解析】仰卧坐起的坐起阶段宜采用胸式呼吸。

8.B【图图解析】肌糖元存量提高利于有氧运动成绩提高。

9.A【图图解析】消耗同样氧气产能最多的是脂肪。

10.D【图图解析】快肌纤维的主要特点是力量大、收缩快，慢肌纤维主要特

点是力量小、收缩慢。

11.A【图图解析】分化阶段要特别注意错误动作的纠正，以免将错误动作带

到自动化阶段。

12.C【图图解析】牵张反射包括腱反射和肌紧张两种类型，腱反射是快速牵

拉肌腱时发生的牵张反射比如跟腱反射、肱二头肌反射等，肌紧张是缓慢牵

拉肌腱时发生的反射，不表现为明显动作，是各种姿势反射的基础，也是维

持身体姿势最基本的反射。

13.A【图图解析】体能主导速度类项目主要供能系统是磷酸原系统。

14.C【图图解析】根据学校实际条件取合适内容依据的是可行性原则。

15.B【图图解析】体重指数计算公式为体重千克\身高平方米。

16.C【图图解析】慢肌纤维占优势的人适宜从事耐力性运动项目。

17.D【图图解析】人中穴为昏迷急救时常点掐的穴位。

18.B【图图解析】电解质失调容易导致肌肉不由自主强直收缩造成痉挛。

19.A【图图解析】长距离健身时由于有氧消耗较大，需要血液输氧因此血流

量增大。

20.C【图图解析】教育家蔡元培将体育摆在德育、美育前面，其基本思想是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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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D【图图解析】攻击性行为分为敌意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前者是因为攻

击者的愤怒、敌意情绪引起的，攻击者具有伤害人使人产生痛苦的目的，比

如运动员被犯规后实施的报复行为；工具性攻击虽然伤害了某个目标，但其

目的不在于实施伤害。

22.A【图图解析】题干描述为运动兴趣的定义。

23.C【图图解析】体育教学中，学生习得知识体系的主导者是体育教师。

24.B【图图解析】题干描述为演示法的概念。

25.A【图图解析】体育教学中，学生习得体育知识的主体性包括自主、操作、

变化和主观性。

26.C【图图解析】开始为一声短促，上半场结束为一短一长，全场结束为两

短一长。

27.D【图图解析】蛋白质不包含供氧功能。

28.B【图图解析】踝关节伤后外侧疼痛，肿胀，活动受限，踝关节强迫内翻

实验疼痛加重，应当考虑韧带撕裂。

29.C【图图解析】纵向叩击痛是检验骨骼愈合特有标准之一，可以此检验是

否骨折。

30.A【图图解析】晕厥的主要机理是脑部一时性供血不足。

31.D【图图解析】肌肉发生挫伤时早期应当冷敷加压包扎。

32.A【图图解析】教学目的是整个教学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教学设计

的灵魂。

33.A【图图解析】体育教学评价是对其内容的考量和价值的判断，另价值一

般无法量化考评。

34.C【图图解析】课堂常规既是中小学体育教学内容又是组织手段。

35.B【图图解析】考察高原现象的概念。

二、简答题（本题共 3 小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36.【答案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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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儿童的骨的特点，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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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练习场地的择。

（5）注意预防“骺软骨病”的发生。

（6）适当营养。

37.【答案要点】

体育团体凝聚力指教师和学生之间或教练员与队员之间彼此吸引，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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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某一目标，或分担团体目标的动态过程，可通过 团体成员的向心力、

责任感、团体荣誉感及齐心协力同外来团体竞争的士气表示。其影响因素主

要有：群体规模、群体的成功、群体成员的相似性、群体的领导方式、外部

的威胁和竞争此外，群体的信息交流方式，群体成员的个性特征等。

38.【答案要点】

（一)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二）激发运动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

（三）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四）关注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确保每一个学生受益。

三、案例分析题（本题共 2 小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39.【答案要点】

（1）合理，其目标设置符合新课改要求，第一个为知识与技能目标，第二

个为过程与方法目标，第三个为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2）教学过程中应当遵循渐进的教学原则，因此练习环节应当先做上肢和

腰腹肌专项练习体会相关肌群的动力过程，后加跳板或跳箱辅助练习，帮助

学生熟悉肌肉感觉，然后撤掉跳板在教师的帮助下完成练习，分化阶段注意

纠正错误动作，较为熟练之后教师不再帮助，由学生互相保护自主练习。练

习结束之后应当做放松活动。

40.【答案要点】

（1）不合理，合理的训练顺序是跳绳运动、快速仰卧起坐、团身跳、蛙跳

和负重提踵，按照运动复合递增和肌群练习的大小安排原则。李老师没有按

照负荷量的递增原则来进行安排本节课的力量训练，容易导致学生的身体疲

劳，从而达不到想要的训练效果。大肌群比小肌群耐疲劳，因此一般将大肌

群练习放在前部分进行练习，同一肌群的练习不能相继出现，团身跳和蛙跳

前后顺序是根据在力量训练的过程中遵循的先有训练量才有训练强度的原

则。最后安排负重提踵也是大肌肉群运动到小肌肉群运动的原则。

（2）问题表现:运动负荷偏大，违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当中的阶段性原则，

不适合初三学生的练习。本次课程中，教师安排的负荷量过大，例如蛙跳，

其练习本身就是一个强度过大的运动项目，动用的是全身的大肌群，但是练

习次数过多，使运动负荷量与强度过大，超过了机体适应能力使效果适得其

反，严重时会对身体健康不利，甚至陷入伤病的危险状态，身体练习的负荷

确定要从锻炼身体及锻炼者的身心状况出发，逐步提高要求。

四、教学设计题（本题共 1 道小题，共 20 分）

中学体育课教案——《正面上手传球》

一、课题：正面上手传球

http://www.so.com/s?q=%E7%BE%A4%E4%BD%93%E8%A7%84%E6%A8%A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
http://www.so.com/s?q=%E9%A2%86%E5%AF%BC%E6%96%B9%E5%BC%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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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型：新授课

三、教学目标：三维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学生通过反复练习，能够学生基本掌握传球动作，能

够两两结传球十个以上。

过程与方法目标：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展学生手指、手腕、手臂之间的

局部协调性，及传球是整个身体反应的灵敏性。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本课学习通过本课学习发扬江西革命老区

不畏艰辛、克服困难的精神，培养学生大胆、果敢的心里素质。同时在分组

练习中学会团结协作，互相帮助。

四、教学重点：固定传球手型

五、教学难点：四肢协调用力

六、教学准备：排球场

七、课时安排：一学时

八、教学过程：

（一）开始部分

课堂常规：组织集合，体委点名，安排见习生，掌握本次课的出席情况。

介绍本次课的主要内容，即跨跃式跳高的学习，用时约 3分钟。

（二）准备部分

1.用时三分钟组织学生绕球场慢跑三圈。

2.用 4 分钟进行徒手操练习，尤其加强指关节、腕关节和膝关节的活动，

拉伸全身韧带。

3.进行“球筐接球”游戏。通过游戏充分挖掘学生学习兴趣，在游戏过

程中复习和巩固上节课中学到的传球基本站姿为进入最佳学习状态做

好准备。用时约 5 分钟。

（三）基本部分

1.引导学生探究

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师生抛传演示，要求学生仔细观察之

后回答问题，如何才能将球准确有力地传出？教师对观察仔细认真、能回答

出部分动作要领的学生给予积极的学习评价。

2.讲解示范

教师先完整示范动作，在分步骤进行讲解。仔细讲解各部分动作：采用

稍蹲准备姿势，双肘弯曲自然抬起，双手置于脸前。手触球时，两手应自然

张开成半球形，使手指与球吻合，手腕稍后仰，拇指相对，小指在前；传球

时用拇指内侧、食指全部、中指的二、三指节触球，无名指和小指在球的两

侧辅助控制出球方向，两肘适当分开，自然下垂。当球接近额前时开始蹬地、

伸膝、伸臂，两手微张，从脸前向前上方主动迎击来球。击球点应保持在额

前上方约一球远，击球部位一般在球的后下方。用时约 3分钟。

3.无球动作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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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徒手练习，要求在排球基本准备姿势下，上体稍抬，拇指相对成一

字型，十指微屈两手掌成半球形置于额前约一球距离，全身协调用力向前上

方做传球动作。用时 3—4 分钟。

4.传固定球练习

两人传固定球练习，一人双手持球于头顶上方，另一人用力将固定球传

出，持球一方有意施加力量，促使传球者蹬地、伸譬、弹指的协调用力，这

一环节教师因材施教，进行个别辅导，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传球手型。用时

3—4 分钟。

5.抛传练习

分组两人抛传练习，每抛传十个互换角色。完成基本动作学习之后，要

求学生两两结合相距四米抛传，抛者点评传者技术动作，传者对抛者的点评

做补充实现学生之间自评互评相结合。教师充分运用反复做原地徒手、原地

传固定球等练习的方法来纠正手型错误、击球点不准、四肢用力不协调等常

见错误，从而达到突破难点的目标。用时 6—8 分钟。

6.巩固练习

移动传球练习。接下来进行 5 分钟的两人互传练习，完成基本动作学习之后，

要求学生每人至少完成两次跨越式过低杆动作，并点评自己动作优缺点，教

师总结补充，提高学生自评能力。约 6分钟。

7.成果展示

两人互传练习，以此加强学生对规范动作的掌握，在互传练习结束之后

鼓励学生主动示范，给学生以展示的平台，激发其学习的自信心，教师及时

评价。约 5分钟。

8.游戏应用

组织“传球接力”比赛，学生可以学以致用，在玩乐中巩固和加强对重

难点的把握，同时培养竞争协作意识。用时 4 分名钟。

（四）结束部分

1.整理放松

教师带领学生跟随音乐做放松操，调节身心，恢复身体。

2.课堂小结

教师引导学生对本节课的重点内容进行回顾和总结之，学生进行自我评

价，小组评价，教师进行点评并补充。

3.宣布下课，归还器材。本部分用时约 4 分钟。

九、教学用具：

排球若干，球筐两个，录音机一台。

十、教学效果：

平均心率在 130—150 次/分，中等强度，练习密度是 35%--40%，因为本

班学生对篮球的兴趣比较高，积极参与到练习中，因此本班学生完成的教学

目标在 8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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