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小学体育特岗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考试性质(云南华图教师与你一路相随)

招聘小学体育教师的考试属选拔性考试。编写大纲的目的主要为招聘合格的

小学体育教师服务，为学生备考、教师命题提供科学的依据。本大纲既可为招聘

特岗教师作参考，也可为各类学校招聘小学合格的体育教师作指导。

在使用本大纲时要结合特岗体育教师应聘必备的知识和能力的实际情况进

行复习和准备，对象为大学专科和本科毕业生。

二、考试时间、形式及试卷结构

试题采用以下几种题型:(1)单项选择题;(2)判断题;(3)简答题;(4)论述题;(5)教
法技能题。其中客观题、主观题和教法技能题的比例为 5:4:1，占 100 分，教育

学、教育心理学部分占 20分，总分为 120分。考试时间为 150分钟。

三、考查内容

考试围绕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教学目标“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体育与健康知识、

基本技能与方法，增强体质;发展学生体育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学会学习和锻

炼；体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发展良好的心理品质、合作

精神和交往能力;提高自觉维护健康的意识，基本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进

取、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及实施内容，结合云南的实际考核专科、本科专业层

次毕业生的体育与健康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教学能力。

考试主要涉及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相关知识、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第二部分为体育教育专业的主干基础理论知识和体育教育专业的专业技术

(七大运动项目)及相关的教法技能。

第三部分《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版》的相关知识，小学《体

育与健康》教材(人教版)。
具体考试内容如下:
A.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相关知识

(一)走进新课程

1.了解新课程改革的目标;了解基层教育的实践者必须具备的教育观念。

2了解综合实践活动的性质、特点。

3.了解新课程的教学观与学生观。

(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1.了解教师专业的基本理念。

2.了解教师专业标准的基本内容。

(三)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1.了解课程性质；了解课程基本理念；了解课程设计思路。

2.了解体育与健康课程四个方面分目标的概念。



3.了解在小学阶段需要达成四个方面目标的程度。

4.了解水平一、水平二、水平三运动参与的内容标准。

5.了解水平一、水平二、水平三运动技能的内容标准。

6.了解水平一、水平二、水平三身体健康的内容标准。

7.了解水平一、水平二、水平三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的内容标准。

8.了解设置学习目标的建议；了解选择和设计教学内容的建议；了解选择与

运用教学方法的建议。

9.了解体育设施器材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了解课程内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0.了解制订《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计划》的要求。

(四)小学《体育与健康》教材

1.了解水平一、水平二、水平三学生需要掌握的体育与健康基础知识。

2.了解水平一、水平二、水平三学生需要掌握的基本身体活动的内容。

3.了解水平一、水平二、水平三学生需要掌握的体操类活动。

4.了解水平一、水平二、水平三学生需要掌握的球类活动。

5.了解水平一、水平二、水平三学生需要掌握的武术基本技术及民族民间体

育活动。

了解水平一、水平二、水平三学生需要掌握的发展体能的练习。

B体育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一)运动解剖学

1.运动解剖学的概念及相关术语。

2.人体基本构成:细胞的形态、结构，组织的构成、分布及功能。

3.运动系统:骨的形态、分类，构造与功能，关节的基本结构、辅助结构和运

动形式，了解全身肌肉的分布、分层概况，体育动作的解剖学分析(上肢、下肢、

躯干、全身)。
4.内脏器官:内脏器官的形态、位置及结构特点，各系统的组成与功能及体育

运动对内脏各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5.脉管系统:脉管系统的组成，动脉、静脉、毛细血管的结构和功能，血液循

环、体循环和肺循环的概念以及血液循环的途径，体育运动对脉管系统结构和功

能的影响。

6 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的组成与功能，反射、反射弧的概念，体育运动对神经

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7.感觉系统:感受器概念与感受器的分类，视器、位听器、皮肤、本体感受器

的位置、分布和形态机能及结构特点，体育运动对感觉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8.内分泌系统:内分泌系统的组成，各器官的名称、位置与作用，人体主要内

分泌腺和内分泌组织的主要功能。

(二)运动生理学

1.生命的基础特征(新陈代谢、应激性、适应性、生殖)，人体生理机能的调

节(神经调节、体液调节、自身调节、生物节律)。



2.运动中的能量供应，三大能源系统的相互关系，能量连续统一体。

3.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产生的原理，掌握兴奋是由神经向肌肉传递的过程，

理解骨骼肌收缩的滑行学说和肌肉收缩兴奋一收缩棍联过程。

4.内环境的概念和生理意义，血浆渗透压与酸碱度，红细胞的组成和机能。

5.心脏泵血功能的评定，动脉血压的形成与影响因素，心血管活动的调节和

训练对心血管机能的影响。

6.呼吸的概念，呼吸过程的三个环节，通气功能、气体运输和呼吸运动的调

节。

7.消化液的主要成分与作用，小肠的吸收，体温的调节机制。

8.原尿生成过程和肾脏在维持水平衡中的作用，了解尿生成过程和肾脏在维

持酸碱平衡中的作用。

9.激素的一般特性和作用原理，主要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和作用。

10.视觉的机能，位觉、本体感觉的机能和作用，姿势反射在运动实践中的意

义，肌紧张和牵张反射的概念，学习的过程及两个信号系统的概念。

11.运动负荷与运动负荷闽的概念，超负荷、专门性、可逆性、个别对待训练

原则的概念及实践应用的意义与方法，训练的生理评定原则和运动心率的测定与

评价。

12.影响肌肉力量的肌源性和神经源性因素，肌肉力量训练的一般原则。

13.最大吸氧量、无氧阔的概念、测定方法及应用，无氧运动能力的概念及其

生理基础。

14.运动性疲劳的概念及生理原因。

15.中小学体育教学和业余训练的负荷阖以及确定负荷闽的生理依据。

16.人体体温调节机制，热危害及预防，冷伤害的处理及预防方法。

(三)运动生物化学

1.糖类的概念、分类及生物学功能，脂肪动员的概念，肥胖及减肥的机制，

核酸及蛋白质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

2 维生素的概念及分类，维生素与运动能力的关系。

3.高能化合物、生物氧化的概念，ATP合成的方式，运动时骨骼肌的供能系

统、磷酸原系统、糖酵解和有氧代谢供能系统的代谢过程的特点。

4.糖酵解供能系统、有氧代因童供能系统，糖的来源和去路，肌糖原与运动

能力的关系，肝脏释放葡萄糖与运动能力的关系，乳酸与运动能力的关系。

5.脂肪动员在运动时的供能作用，脂肪氧化供能和脂肪酸的分解代谢要点。

6.蛋白质的生理功能和氮平衡，蛋白质的组成单位、蛋白质分解，产生氨基

酸的方式及尿素生成(运动和恢复期蛋白质代谢)。
7.运动性疲劳和超量恢复的概念及生物化学特点。

(四)运动生物力学

1.运动生物力学概念及人伪拢几械运动的表现形式和概念。

2.骨、骨骼肌的生物力学特性。



3.理解人体平衡动作的力学原理。

4 人体活动的分举和示动学特征(时间、空间及时空特征)，人体运动中速度

变化的规律及人体转体运动和抛体运动。

5.牛顿运动定律在体育运动中的应用，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定律在体育运动

中的运用，人体运动力学在体育运动中的运用。

6.推与拉动作、鞭打动作、缓冲与蹬伸动作、扭转、相向运动与摆动动作及

各种起跳的生物力学分析。

(五)体育保健学

1.七大营养素的构成与作用，热量过多、过少的危害，掌握合理营养的概念、

保健作用及要求，少年儿童营养的特点。

2.少儿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女子体育卫生要求。

3.体育教学、运动训练和比赛的保健指导要求及措施，判断运动疲劳的方法

及消除疲劳的常用方法与措施。

4.运动性疾病的种类、原因与发病机理，如何处理与预防。

5.常见运动损伤的分类、原因、预防、急救、处理。

6.按摩的作用原理及基本手法。

7.康复锻陈的原理生孔言法，掌握运动处方的概念、制定原则、内容。

(六)体育心理学

1.体育心理学的概念、性质、研究对象。

2.运动表象在体育中的作用，运动记忆的特点，注意方式与运动项目的关系，

体育活动对情绪的调节作用。

3.体育动机、体育兴趣、体育态度的概念及培养方法。

4.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体育教学方法的心理学基础、心理学分析方

法和体育课堂教学心理气氛优化的策略，体育运动中的心理自我调节方法。

5.运动技能学习的心理规律。运动技能学习过程的心理分析和运动技能迁移

理论，体育教学方法的心理学意义。

6.目标设置训练法、放松训练法，表象训练法、注意力集中训练法、自我暗

示法和模拟训练法的原理和实践运用。

7.体育比赛的心理规律，体育比赛过程中的心理分析和心理技能调节的理论

方法，“教学一训练一比赛”的体育心理学意义，心理因素对体育比赛的影响。

8.体育团队的概念、心理功效、凝聚力以及对运动成绩的影响，体育活动中

的攻击性行为的概念、产生原因以及影响因素、预防体育活动中的攻击性行为的

方法与途径。

(七)运动训练学

1.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内容，运动训练的基本特点。

2.竞技运动项目的分类及构成体系。

3.运动成绩的定义、特点及其决定因素，掌握运动员起始状态和目标状态的

完整体系。



4.区别对待原则的训练学要点。

5.分解、完整、重复、间歇、持续、变换、循环、比赛训练法的应用，周期

性单一、混合性多元、固定组合、变异组合练习手段的应用。

6.体能训练的定义及基本要求，掌握身体形态、力量、速度、耐力、柔韧、

灵敏、协调训练的方法与手段及基本要求。

7.影响运动技术的主观、客观因素，战术能力的影响因素。

8.智能训练的基本方法，多年训练、年度训练及周、课训练计划的负荷量特

点。

(八)体育科研理论与方法

1.科研的思维过程和具体研究步骤。

2.体育科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理论和原理。

3.体育科研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实际应用知识。

C体育技能专业知识

1.田径:掌握跑跳、投的技术原理，各重点项目的关键技术动作要领(如跳远

的起跳技术)，教学应用能力，掌握田径主要项目相关的规则及裁判法。

2.球类(以篮、排、足球为主)的基本技术、战术和教学应用能力，掌握其相

关的主要规则及裁判方法。

3.武术、体操、健美操与舞蹈游泳的基木技术、战术和教学应用能力，掌握

其相关的主要规则及裁判方法。

D.体育教师教育的知识与技能

(一)学校体育学

1.学校体育学的研究对象、形成与发展、基本内容。

2.学校体育的历史沿革、学校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国学校体育思想

的形成与发展。

3.学校体育课程功能、地位及目标。

4.影响学校体育课程实施的因素，体育课程实施的策略与过程、原则与途径，

体育课程实施的管理。

5.课外体育的特点、功能.课外体育的组织形式，课外体育的实施。

6.课外体育训练与竞赛的特点、功能，课外体育训练与竟赛组织形式及实施。

7.学校体育课程的学习过程与特点，体育学习策略的构成与指导。

8.体育课程评价，体育教学评价，体育课程学习的评价。

9.体育课程资源的分类，体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原则、途径和方法。

10.体育教师的地位、作用和特征，体育教师的课堂管理，体育教师的工作

职责与研究，体育教师的职业培训与终身学习。

(二)体育教学论

1.体育教学的概念、地位、特点及研究对象，体育教学系统的构成要素以及

相互关系。

2.体育教学目标概念，体育教学目标的结构及目标的制定。



3.体育教学的主导—体育教师，体育教学的主体—学生，体育学习中的主导

性与主体性的关系。

4.体育教学内容的概念、特性，体育教材化的内涵及方法。

5.体育教学过程的含义与性质，体育教学过程中的规律。

6.体育教学原则的概念、当前中国的七大基本体育教学原则。

7.体育教学模式概念，当前较成熟的体育教学模式。

8.体育课堂教学概述，体育课堂教学组织与管理，体育课堂教学管理的方法。

9.体育教学方法概述，体育教学方法的分类，体育教学方法的应用及其基本

要求，体育教学方法的选择与运用。

10.体育教学环境概述，体育教学环境的优化。

11.体育教学评价的概述，评价内容，评价的技术与手段。

(三)体育教学设计

1.体育教学设计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育教学设计的概念、特点及要求。

2.体育教学设计背景分析的步骤及方法（学习需要、教材和学情)。
3.体育教学系统各要素的设计步骤及方法(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设计、教

与学的方法设计、教学组织设计、教师活动设计、学生活动设计、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媒介设计、教学中的安全防范设计、运动负荷及时间设计)。
4.各类教学方案的撰写类型与方法(水平教学方案、学年教学方案、学期教学

方案、单元教学方案、课时教学方案)。
5.体育课堂教学评价的设计以及体育教学方案的评价步骤与方法。

(四)中学体育教材教法

1.掌握田径(跑、跳跃和投掷)各项教材的要点，重点，相关教材的选择、加

工和处理技巧，教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教学的基本要求。

2.掌握体操各项教材的要点、重点，相关教材的选择、加工和处理技巧，教

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教学的基本要求。

3.掌握球类(篮、排、足球)各项教材的要点、重点，相关教材的选择、加工

和处理技巧，教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教学的基本要求。

4.掌握武术各项教材的要点、重点，相关教材的选择、加工和处理技巧。教

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教学的基本要求。

5.掌握游泳各项教材的要点、重点，相关教材的选择、加工和处理技巧，教

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教学的基本要求。

6.掌握一般身体素质与能力发展的要点、重点，相关教材的选择、加工和处

理技巧，教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教学的基本要求。

(五)体育游戏

1.掌握体育游戏的概念、特点、分类。

2.掌握体育游戏的创编技法与程序。

3.掌握体育游戏教学的原则、特点与形式、方法以及组织与管理。

4.掌握体育游戏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如:球类、田径、体操、武术以及室



内或户外游戏等

(六)体育教师课堂教学技能训练与评价

1.微格教学的概念及操作程序。

2.体育教学技能的概念、分类。

3.各项体育教学技能的概念、功能、构成要素、类型及应用要点语言表达技

能、导入技能、讲解技能、示范及直观演示技能、提间技能、反馈技能、控制技

能和结束技能)。
四、参考书目

1.潘绍伟于可红主编:《学校体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毛振明主编:《体育教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3.《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年修汀版。

4.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体育与健康》(水平一至水平三)，人民教

育出版社。

5.其余专业主课程参考书以大学现行教材为主，包括人民体育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比京体育大学出版让等均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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