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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湖北省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招聘考试

体育专业知识（三）参考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分 15 小题，每题 1分，共 15 分）

1.C【解析】在众多的人类疾病中：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和癌症号称人类健康的三大杀

手又被称为生活方式病。

2.D【解析】以篮板的某一点作为瞄准点，使球在篮板上反弹入篮的一点，碰板投篮适

用于与篮板成 15°—45°角的位置，尤其是接近 30°角地方最适宜。

3.A【解析】急行跳远分为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落地四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环节

是助跑与起跳相衔接，这是决定跳远距离的大小的主要环节。跳远完整技术由助跑、起跳、

腾空及落地四个部分，其中助跑与起跳的结合是教学难点部分。

4.B【解析】骨松质，呈海绵状，由相互交织的骨小梁排列而成，配布于骨的内部。骨

小梁的排列与骨所承受的压力和张力的方向一致（平行），因而能承受较大的重量。

5.B【解析】磷酸原系统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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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能在 6—8 秒时达到最大值，如举重、投掷项目属于磷酸原供能

系统供能。

6.C【解析】脚背内侧踢球是唯一斜线助跑的踢球技术。

7.C【解析】排球运动中进攻战术常用的有“中一二”、“边一二”、“插上”三种阵形。

双人拦网的防守阵形中对方水平较高、进攻力量较强、进攻路线变化较多时，多采用双人拦

网、4人接球的防守阵形。通常分为“边跟进”和“心跟进”两种。

8.D【解析】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要促进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的自主

学习也离不开老师的教导和指引。

9.C【解析】课程标准明确规定：把学生的体能、知识与技能、学习态度与参与程度、

情意表现与合作精神纳入学习成绩评定的范围，并让学生参与评价过程。

10.C【解析】体能训练包括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及协调等素质。

11.B【解析】跳远距离的测量是从起跳线远端量起到跳远运动员在沙坑中留下的最近痕

迹为止。故跳远比赛丈量成绩时，须从运动员身体任何部位着地的最近点至起跑线的延长线

成直角丈量。

12.A【解析】肌梭是一种感受肌肉长度感受器，能感受动力工作中肌肉长度的变化；腱

梭是一种肌肉张力感受器，能感受静力工作中肌肉张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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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解析】：一般将影响健康的因素归纳为环境因素、生物遗传因素、生活方式的行

为因素、医疗卫生服务因素四个方面。

14.D【解析】小学阶段的体育课应以游戏形式为主，不强调运动技能的学习程度，应注

重运动兴趣的培养。

15.B【解析】身体发育及健康状况无异常者，或者是身体发育和健康状况有轻微异常而

功能检查良好，且有一定锻炼基础者，应划分位基本组。

二、简答题（本大题分 5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5 分）

1.简述竟技体育的基本特点

【参考答案】

竟技体育的基本特点：竞争性、集群性、公开性、公平性、规范性、观赏性、功利性。

2.简述运动训练具体操作方法。

【参考答案】

运动训练的基本操作方法主要包括：分解训练法、完整训练法、重复训练法、间歇训练

法、持续训练法、变换训练法、循环训练法、比赛训练法等。

3.简述影响运动兴趣水平的因素有哪些？

【参考答案】

影响运动兴趣水平的因素主要有：运动需要的满足、现有运动技能的水平、运动内容的

新奇性和适合性、成功体验的获得、融洽的师生关系。

4.简述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

【参考答案】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激

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意识和习惯；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帮助学生学会体

育与健康学习；关注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保证每一位学生受益。

5.简述运动损伤的预防原则。

【参考答案】

运动损伤的预防原则：

加强思想教育；加强易伤部位的练习；加强医务监督、保健指导和保护 ；合理安排教

学、训练和比赛；合理安排运动负荷，选择运动速度和运动量容易自我控制的项目；认真做

好准备活动。



咨询热线：4000-888-027 3

三、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分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体育教学过程中的游戏环节，常常会借助体育器材进行，请以小体操垫作为道具，设

计三种体育游戏，并简述游戏方法。

【参考答案】

（1）游戏 1：

方法：将学生分成人数相等的若干组，每组成纵队站在起点线后铺好的体操垫上，游戏

开始，全队队员相互合作，将排尾的体操垫经头顶用手轮流向前传至排头，排头接垫后，立

即将其放置在第一床体操垫前，全组队员统一向前进一体操垫，如此依次进行，先到达始点

的队获胜。

（2）游戏 2：

方法：学生每两人一组，后面同学双手搭在前面同学的肩膀上，两人胯下共夹一体操垫

站在起点线后。游戏开始，各组两人配合，胯下夹着体操垫迅速跳向终点，先跳到终点线的

组获胜。

（3）游戏 3：

方法：将学生分成人数相同的两组，一组手持纸球（作为发射的子弹）站在相离 16-30M

两条平行线的两边，另一组每人拿一体操垫用来抵挡两边同学投掷来的纸球，拿体操垫的同

学想办法从平行线中间穿过同时用体操垫抵挡两边同学发射的子弹，穿过平行线没有被纸球

击中的即为获胜。

2.在一次体育课的教学过程中，张老师看到以往不太喜欢上体育课的小李同学非常积极，

并且在某些方面进步很大，因此不由自主地在课堂上多次提出表扬。在此之后，小李同学每

一次上体育课都非常积极，久而久之喜欢上了运动和体育课，由此，张老师深刻认识到教学

评价的作用和效果。根据以上说一说你对教学评价的感悟，并针对教学评价建议的内容进行

分析。

【参考答案】

（1）感悟：教学的评价是促进学生达成学习目标的重要手段。学习评价以多元的内容、

多样的方法、多元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主体，构成科学的体育与健康学习评价体系，多方面收

集评价信息，准确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反馈、激励与发展功能，更

有效地挖掘每一位学生的体育与健康学习潜力，调动他们的体育与健康学习积极性，促进学

生更好地“学”和教师更好地“教”。

（2）教学评价建议：在进行教学评价的过程中要做到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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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确体育与健康学习的评价目标；

②合理选择体育与健康学习的评价内容：各地、各校可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学

习需求，自行确定各水平学生的不同体育与健康学习评价内容的权重分配；

③采用多样的体育与健康学习评价方法：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

结性评价相结合、相对性评价与绝对性评价相结合；

④发挥多方面评价主体的作用；

⑤合理运用体育与健康学习的评价结果。

四、教学设计题（本大题分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以篮球行进间体前变向换手运球（四年级学生，第一课时）为教学内容，进行片段设

计，包括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步骤及其设计意图。

【参考答案】

一：教学内容：篮球行进间体前变向换手运球

授课对象：四年级学生；授课类型：新授课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初步掌握篮球行进间体前变向换手运球技术，能够说出其动作

要领，知其锻炼价值，并能够在比赛中综合运用。

（2）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多种练习，提高学生的力量和灵敏等身体

素质，培养探究和创新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学生能够表现出对篮球的兴趣，培养勇敢顽强、机智

果断、遵守规则、团结协作、互敬互爱的优良品质。

三：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拍球的部位与落地点。

（2）教学难点：运球换手时，人与球的协调配合。

四：教学过程

（一）开始部分（约用时 2 分钟）

课堂常规：包括集合整队、点名报数、师生问好、宣布本节课内容、检查服装、安排见

习生等。

设计意图：为进入新课做好准备。

（二）准备部分（约用时 8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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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热身运动：慢跑三圈；②运球接力游戏；③关节、韧带练习 。

设计意图：通过游戏，一方面可以激发他们学习体育的兴趣，另外一方面通过徒手操也

可以预防运动损伤的发生。

（三）基本部分（约用时 27 分钟）

1.挂图和展示：姚明变向运球动作，并提出若干问题

设计意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带着兴趣和问题来学习。

2.自主、合作、探究阶段

将学生分为若干组，进行小组讨论和自主练习，并向学生抛出问题。

设计意图：提高学生的探究、创新和团结协作能力。

3.教师示范、分解讲解

设计意图：教师通过完整与分解动作的示范以及讲解，让学生初步建立动作表象。

4. 学生练习巩固阶段

练习 1：左手运球

练习 2：右手运球

练习 3：原地体前变向换手运球

练习 4：行进间体前变向换手运球

设计意图：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由易到难。

5.比赛巩固

将全班学生分成人数和竞技水平均等的四组，进行“定时比多”的比赛，在规定的时间

内进行体前变向换手运球，成功次数多的小组胜出。

设计意图：通过游戏，进一步巩固今天所学内容，同时增强学习的趣味性。

（四）结束部分（用时约 3 分钟）

1.放松、拉伸练习

设计意图：放松身心、调整心率、消除疲劳。

2.课堂小结

设计意图：教师引导学生回顾本节课所学内容，不仅可以巩固知识点，还可以通过学生

的自我评价和小组内评价总结学习收获，检验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3.收拾器材，宣布下课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爱惜公共财物的良好习惯。

五：场地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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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场、篮球、计时器、记录工具等。

六：教学预设

练习密度：35%-45%；

练习强度：中等偏上；

平均心率：130-140 次分钟；

完成的教学目标在 80%以上。

2.请为水平二的学生设计一节脚内侧踢球新授课的教案。要求包括教学目标、教学重难

点和教学过程。

【参考答案】

1.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体验脚内侧踢球的基本动作，能够说出脚内侧踢球的动作名称

及术语，知道其锻炼价值，并能够在游戏和比赛中运用。

（2）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练习和游戏，发展速度、力量、灵敏等身体素质，促进身

体机能水平提高。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学生能够表现出对足球运动的兴趣，培养勇敢顽强、

机智果断、遵守规则、互敬互爱等优良品质。

2. 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摆动腿膝关节外展，用脚内侧踢球。

（2）教学难点：摆动腿外展，踢球时髋关节前送。

3.教学过程：

（1）开始部分（约用时 2 分钟）

包括集合整队、报数、师生问好、宣布本节课内容、检查服装、安排见习生等。

（2）准备部分（约用时 8—10 分钟）

①慢跑游戏

第一圈慢跑；第二圈时，后面的同学要跟随第一个人的跑步姿势进行跑步；第三圈时，

第二位同学变成排头，同时其他人根据该同学的跑姿进行跑步；第三圈慢跑。

②关节、韧带练习

游戏后将全班学生分成四组，按照头部运动、扩胸运动、体转运动、膝关节运动、踝腕

关节运动的练习顺序进行关节、韧带练习（4×8 拍）。

（3）基本部分（约用时 2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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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展示图片，提出问题

出示足球明星图片，

提问 1：你们知道这是谁啊？

提问 2：想不想和他那样踢的又准又远啊？

通过图片和问题导入的形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带着问题来学习，达到课未

始，兴已浓的教学氛围。

②教师示范、分解讲解

教师首先进行完整动作的示范，让学生初步建立动作表象，其次分解讲解，最后再进行

一次完整示范。

③学生练习巩固阶段

练习 1：徒手原地模仿练习，初步体会脚内侧踢球的动作要领。

组织：教师喊口令，学生按口令要求做好模仿动作，每人做 10 次左右，共三组。练习

2：踢固定球练习，体会脚踢球的部位和准确性。

组织：每人做 10 次后轮换，共三组，教师巡回指导，及时纠正错误动作。

练习 3：两人相隔 5-10 米的互相踢球练习，掌握完整的脚内侧踢球的动作技术。

组织：将全班学生分成八个小组进行分组练习 10 分钟，相互纠正与评价，教师巡回指

导，及时纠正错误动作。

④比赛巩固练习

将全班学生分成人数和竞技水平均等的四组，进行“踢球进门比多”的比赛，在相互约

定的时间或约定的踢球数，踢进数多的小组胜出。

（4）结束部分（约用时 3—5分钟）

①整理放松活动

学生之间相互放松手臂和腿部。

②小结部分

问题：这节课你收获了什么？

1、学生小结：讲解动作要领，做出今天所学动作。

2、相互评价：组内相互讨论，总结动作要领。

3、教师总结：对学生的回答进行总结评价。

③收拾器材、师生再见收回器材，师生再见。

5.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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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平均心率在每分钟 130—140 次，中上强度，运动密度是 40%—45%，完成的教学目

标在 80%以上。

五、综合题（本大题分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详细说明前滚翻动作的动作路线、动作要点、教学时的帮助与保护情况。

【参考答案】

动作路线与动作要点：从蹲立开始，两手体前撑垫，与肩同宽，手指自然分开。重心前

移，两脚蹬地，同时屈臂、低头、团身，经后脑、肩、背、臀、脚依次着垫，向前滚动至肩

背部着垫时，立即抱腿团身，成蹲位。要求两脚蹬地，腿伸直，动作圆滑。

动作要点：及时低头、团身要紧。颈、肩、背、腰、臀依次着垫前滚。

保护与帮助：教师单腿跪立于练习者的前侧方，前滚时一手托其颈部，随后换托其背，

另一手托其大腿后部。

2.请说明运动技能的学习与形成规律以及相应的教学注意事项。

【参考答案】

根据大脑皮质建立条件反射的机制，可以把运动技能的形成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阶段或

过程：泛化阶段、分化阶段、巩固与自动化阶段。

（一）泛化阶段（认知定向阶段、初步形成阶段、粗略掌握动作阶段）

1.生理特点：动作生疏、不协调、连续性差，有多余动作、技术动作不定型，生理能量

消耗很大。

2.心理特点：大脑皮质内分化抑制过程尚未建，所以大脑皮质中的兴奋和抑制都呈现扩

散状态，使条件反射暂时练习不稳定，练习者的神经过程处于泛化阶段。多余动作较多，动

作在空间、时间上都不精确，缺乏一致性，并时常会出现一些大的错误。

3.根据上述特点教师应当：抓住动作的主要环节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教学，

多做示范，练习时不要强调过细，不要要求过高、过严，注意安全保护。

（二）分化阶段（动作的联结阶段、改进提高阶段）

1.生理特征：动作的整体化和规范化欠缺，部分动作岀现分化现象，多余动作开始减少，

生理能量消耗减少，动力定型逐步形成。

2.心理特征：视觉和动觉共同起作用，动作表象逐步清晰，有意识控制的作用减弱，兴

奋和抑制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更加准确，错误觉察能力逐步形成。遇到新异刺激（外人参观

或比赛等），多于或错误动作可能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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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上述特点教师应当：在指导学生练习时，用较为细致的口头分析，讲解动作的细

小结构和难度，让学生加强对动作的理解，提高他们完成动作的协调性和节奏感。

（三）巩固与自动化阶段（协调完善阶段、熟练掌握阶段、巩固与运用自如动作阶段）

1.生理特征：动作协调完善，无多余动作，技术动作自动化动力定型己经形成，生理能

量消耗能够控制。

2.心理特点：动觉起主导作用，动作表象更加清晰，注意范围更加扩大，练习者的动作

己在大脑中建立起稳固的动力定型，神经过程的兴奋与抑制更加集中与精确，练习者已经形

成较高的错误察觉能力。

3.根据上述特点教师应当：在指导学生练习时注意动作细节的改进，提高动作练习的质

量并可加大运动量和练习强度，强化学生的动力定型，使他们能够灵活自如地完成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