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体育学研究生 

自命题考试科目大纲及参考书目 

Ⅰ  考查目标 

体育学专业综合考试涵盖体育概论、运动训练学两门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

握上述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理论和实际问题。 

 

Ⅱ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30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体育概论：150分。 

    运动训练学：150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试卷题型有：判断题、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Ⅲ  考查范围 

一、运动训练学 

考查目标：掌握运动训练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主要包括运动训练学理

论的主体构成、基本原则、运动员竞技能力及其训练、运动训练计划的制订与实

施等，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解释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考查内容： 

第一章 运动训练与运动训练学 

一、竞技体育与运动训练 

（一）竞技体育的形成与发展 

（二）竞技体育的基础特点与社会价值 

（三）竞技体育中的运动训练 

二、运动训练学及其理论体系 

（一）运动训练学概述 

（二）《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 

第二章 运动训练学理论的主体构成 

一、运动成绩与竞技能力 

（一）运动成绩及其决定因素 

（二）竞技能力结构模型 



二、运动训练负荷 

（一）运动训练负荷释义 

（二）运动训练负荷的构成 

（三）运动训练负荷的控制 

三、运动训练方法 

（一）运动训练方法释义 

（二）运动训练方法的多维分类体系 

（三）常用运动训练方法及其应用 

四、运动训练过程 

（一）运动训练过程及其构成 

（二）运动训练过程的组织实施 

第三章 运动训练的基本原则 

一、运动训练原则及其理论体系 

（一）运动训练原则释义 

（二）运动训练原则理论体系的演变 

二、导向激励与健康保障训练原则 

（一）导向激励与健康保障训练原则释义 

（二）导向激励与健康保障训练原则的科学基础 

（三）导向激励与健康保障训练原则的训练要点 

三、竞技需要与区别对待训练原则 

（一）竞技需要与区别对待原则释义 

（二）竞技需要与区别对待训练原则的科学基础 

（三）贯彻竞技需要与区别对待训练原则的训练学要点 

四、系统持续与周期安排训练原则 

（一）系统持续与周期安排训练原则的释义 

（二）系统持续与周期安排训练原则的科学基础 

（三）贯彻系统持续与周期安排训练原则的训练学要点 

五、适宜负荷与适时恢复训练原则 

（一）适宜负荷与适时恢复训练原则的释义 

（二）适宜负荷与适时恢复训练原则的科学基础 

（三）适宜负荷与适时恢复训练原则的训练学要点 

第四章 运动员体能及其训练 

一、运动员体能训练概述 

（一）体能与体能训练释义 

（二）体能训练的基本要求 

（三）运动员体能评价 



二、力量素质及其训练 

（一）力量素质释义 

（二）影响肌肉力量的生物学因素 

（三）力量训练应注意的问题 

（四）各种力量素质的训练及评定 

三、速度素质及其训练 

（一）速度素质释义 

（二）各种速度素质的训练及评定 

四、耐力素质及其训练 

（一）耐力素质释义 

（二）各种耐力素质的训练及评定 

（三）各种耐力素质训练的常用方法和手段 

（四）耐力训练的基本要求 

五、协调素质及其训练 

（一）协调素质释义 

（二）协调素质的训练 

（三）协调素质训练应注意的问题 

（四）协调素质的评定 

六、柔韧素质及其训练 

（一）柔韧素质释义 

（二）柔韧素质的训练 

（三）柔韧素质训练注意的问题 

（四）柔韧素质的评定 

七、灵敏素质及其训练 

（一）灵敏素质释义 

（二）灵敏素质的影响因素 

（三）灵敏素质的训练 

（四）灵敏素质的评定 

第五章  运动员技术能力及其训练 

一、运动员技术能力及其训练 

（一）运动技术的定义、构成及基本特征 

（二）运动技术原理 

（三）运动技术能力的决定因素及评价 

二、运动技术训练常用的方法 

（一）直观法与语言法 

（二）完整法与分解法 



（三）想象法与表象法 

（四）减难法与加难法 

三、运动技术训练的基本要求 

（一）处理好基本技术与高难度技术的关系 

（二）处理好特长技术与全面技术的关系 

（三）处理好规范化与个体差异的关系 

（四）处理好循序渐进与难点先行的关系 

（五）处理好合理的内部机制与正确的外部形态的关系 

（六）抓好技术风格的培养 

（七）处理好“学习”因素与“训练”因素的关系 

（八）改善动作基本结构，提高技术组合水平 

（九）重视运动技术创新与技术发展预见工作 

四、不同项群技术训练要点 

（一）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运动技术训练要点 

（二）技战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群运动技术训练要点 

（三）技战能主导类同场对抗性项群运动技术训练要点 

（四）体能主导类各项群运动技术训练要点 

第六章  运动员战术能力及其训练 

一、竞技战术与运动员战术能力 

（一）竞技战术概述 

（二）运动员竞技战术能力概述 

二、战术方案的制定 

（一）战术方案的内容 

（二）战术方案制定的程序 

（三）战术方案示例 

三、战术训练的方法与要求 

（一）战术训练的方法 

（二）战术训练的基本要求 

四、运动员战术能力评价与战术特征分析 

（一）运动员战术能力评价 

（二）战术特征分析 

第七章  运动员心理能力及其训练 

一、运动员心理能力概述 

（一）运动员心理能力释义 

（二）运动员心理能力与体能、技能及战术能力的关系 

（三）运动员心理训练的内容与特点 



二、常用的心理训练方法与评价 

（一）目标设置技能训练与评价 

（二）想象技能训练与评价 

（三）放松技能训练与评价 

（四）注意技能训练与评价 

（五）意志品质训练与评价 

三、运动员心理训练的相关问题 

（一）心理训练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同 

（二）运动员心理训练应注意的问题 

第八章  运动员知识能力及其培养 

一、运动员知识能力概述 

（一）运动员知识能力释义 

（二）运动员知识能力的重要性 

二、运动知识的构成 

（一）隶属于各母学科的运动知识 

（二）解决不同维度问题的运动知识 

（三）程序性运动知识和陈述性运动知识 

（四）显性运动知识和隐性运动知识 

（五）不同体系运动知识之间的对应 

三、运动知识的获得与运用 

（一）运动知识的获得 

（二）运动知识的运用 

四、运动员知识能力的培养 

（一）提高运动员专业理论知识水平 

（二）提高运动员运用知识的水平 

（三）知识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与评价 

第九章  运动员多年训练计划的制订与实施 

一、运动员多年训练过程的结构 

（一）多年训练过程的层次设定与阶段划分 

（二）多年训练过程的区间链接模式 

二、全程性多年训练计划的制订与实施 

（一）制订多年训练计划的必要性 

（二）全程性多年训练过程的年龄特征 

（三）全程性多年训练计划的内容安排 

（四）全程性多年训练计划的负荷安排 

三、区间性多年训练计划的制订与实施 



（一）基础训练阶段的区间性多年训练计划 

（二）专项提高阶段的区间性多年训练计划 

（三）最佳竞技阶段的区间性多年训练计划 

四、多年训练过程中三个链接区间的训练安排 

（一）链接一区的训练安排 

（二）链接二区的训练安排 

（三）链接三区的训练安排 

第十章  运动员年度训练计划的制订与实施 

一、运动员年度参赛安排及年度训练计划的类型 

（一）运动员年度参赛安排 

（二）年度训练计划的结构类型及安排特点 

二、大周期训练计划的基本构成 

（一）训练大周期时间的确定 

（二）大周期训练计划要点 

（三）常规大周期与微缩大周期 

三、赛前中短期集训的训练安排 

（一）中短期阶段集训计划的结构及负荷特点 

（二）赛前中短期集训中的区别对待 

四、年度训练计划的规划化用表 

（一）规范化用表的用途 

（二）年度训练计划的规划化用表示例 

第十一章  周课训练计划的制订与实施 

一、周训练计划的制订与实施 

（一）基本训练周的计划与组织 

（二）赛前训练周的计划与组织 

（三）比赛周训练的计划与组织 

（四）赛前训练周的计划与组织 

（五）恢复周训练的计划与组织 

二、训练课的计划与组织 

（一）训练课的不同类型及要求 

（二）训练课的结构 

（三）训练课的负荷量 

参考书目 

1．田麦久，刘大庆. 运动训练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2 

2. 田麦久. 运动训练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4 

3. 田麦久. 运动训练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 



二、体育概论 

考查目标：了解体育的地位、功能、目的、过程；掌握体育手段、体育科学、

体育文化与体育体制及体育的发展趋势；能理论联系实际，运用体育概论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实际问题。 

考查内容： 

第一章  体育概论 

一、体育的概念与定义 

二、体育的分类 

第二章  体育功能 

一、体育功能的概述 

二、体育的本质功能 

三、体育的延伸功能 

第三章  体育目的 

一、确定体育目的的依据 

二、体育目的与目标及其关系 

三、实现体育目的、目标的基本途径和要求 

第四章  体育过程 

一、体育过程概述 

二、体育过程控制 

三、体育过程的类型 

第五章  体育手段 

一、体育手段概述 

二、身体运动与体育运动技术 

三、体育运动项目 

第六章  体育科学 

一、体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二、体育科学的三维视角 

三、体育科学体系 

第七章  体育文化 

一、体育文化的概念与含义 

二、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比较 

三、奥林匹克文化 

四、体育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第八章  体育体制 

一、体育体制的概念及其构成 

二、体育体制的特点与作用 



三、外国体育体制 

四、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趋势 

第九章  体育发展趋势 

一、从人发展的角度看体育发展趋势 

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体育发展趋势 

三、从体育全球化角度看体育发展趋势 

参考书目 

1. 杨文轩、陈琦. 体育概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8 

2. 杨文轩，杨霆. 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