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体育

一、选择题

1、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的时间（ ）

A. 1890 B. 1894 C. 1896 D. 1900
1.C
2、排球比赛中每队场上比赛队员人数（ ）

A. 5 B. 6 C. 7 D. 11
2.B
3、田径运动训练比赛中，优秀跳高运动员大多采用跳高方式（ ）

A. 剪式 B. 跨越式 C. 俯卧式 D. 背越式

3.D
4、排球比赛中，对后排队员有限制的是（）

A. 传球 B. 垫球 C. 拦网 D. 扣球

4.C
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质文件中要求确保学生每天锻炼时间（ ）

A. 0.5 小时 B. 1 小时 C. 1.5 小时 D. 2 小时

5.B
6、乒乓球运动起源于（ ）

A. 中国 B. 法国 C. 韩国 D. 英国

6.D
7、技术运动形成规律包含（ ）

A. 泛化阶段 分化阶段 巩固阶段 自动化阶段

B. 学习 认知 熟悉 自动化

C. 认知 学习 掌握 巩固

D. 泛化 认知 巩固 应用

7.A
8、运动中氧代谢特征中，可将耐力素质分为（ ）

A. 短时间耐力 中等时间耐力 长时间耐力

B. 静力性耐力 动力性耐力

C. 有氧 无氧 有氧-无氧混合

D. 一般 专项

8.C
9.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分为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 ）

A．终身体育意识 B.社会适应 C.运动参与 D.体育品德

9.D
10.体育教学过程，运动示范法尤其应该体现（ ）

A.周期性原则 B.巩固与提高原则 C.直观性原则 D.自觉积极性原则

10.C
11.在田径比赛长跑项目有（ ）

A.1500、3000、10000 B.800、2500、2000 C.400、800、1500 D.400、200、100
11.A
12.在走或跑过程中，两人一组、三人一组随口令做起跑练习或躲闪活动性游戏的方法（ ）

A.位移速度的练习方法 B.运动速度 C.反应速度 D.移动速度

12.C



13.体育教学中，运用防止和纠正错误方法应该（ ）

A.以练习为主 B.预防为主 C.纠正 D.讲解

13.B
14.帮助学生掌握较难动作而采取的技术结构与所学身体的练习相似的动作称（ ）

A.综合性练习 B.一般性 C.辅助性 D.专门性

14.C
15.教学中，将全班分为若干小组，同一小组在基础和水平均存在差异，各小组差距不大，

形式成为（ ）

A.随机分组 B.同质分组 C.异质分组 D.友伴型分组

15.C

二、简答题（每题 8 分，共 24 分）

16.体育的本质功能包括健身、教育、娱乐，经常锻炼呼吸次数少，但每次吸入的空气多、

肺通气量大，不经常锻炼相反。因此，经常锻炼可以提高肺的工作效率、提高氧从肺进入血

液的能力。请简述上述材料描述的是体育哪种功能和该功能的具体表现形式。

【参考答案】

上述材料体现了体育的健身功能，体育的健身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养成正确身体

姿势，促进生长发育、提高机能水平、发展身体素质和基本活动能力、增强对外界环境的适

应能力。

17.体育教学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是教育学达成的共同结果，也是评判质量的重要依据。

课标从身体健康、运动参与、运动技能、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四个方面制定了教学目标、体

育学习评价是依据标准。运用科学方法手段，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

请根据上述材料，简述体育学习评价的主要内容。

【参考答案】

体育学习与评价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

明确体育与健康学习评价目标；

合理选择体育与健康学习评价内容；

采用多样的体育与健康学习评价方法；

发挥多方面评价主体的作用；

合理运用体育与健康学习评价结果。

18.体育教师作为教师队伍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具备教师一般共性的同时，还具有其他学科

教师不同的工作职责要求。请根据体育学科的特殊性，简述体育教师的基本职责。

【参考答案】

体育教师的基本职责主要包括：

1.贯彻各项教育、体育工作方针、政策、基本素质和法规、制定各种教育教学文件；

2.上好体育课，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3.搞好课外体育工作；

4.教书育人，全面关心学生身心发展；

5.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和终身体育能力；

6.体育教师是体育后备人才的启蒙者和培养者；

7.全面参与，促进学校体育全面发展；

8.协助社会体育工作。



三、综合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9.竞技运动由于本身具有竞争性、娱乐性、不确定性，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请解释什么

竞技运动项目的教材化改造，并举例说明 5 种竞技运动项目教材化改造的方法。

【参考答案】

（1）竞技运动项目教材化是指选择竞技体育的运动项目作为体育教材，必须根据教育的规

律、体育课程的目标、学生的特点和需要，以及学校的条件等，进行必要的加工改造，这种

对竞技项目的加工改造，就是竞技运动项目教材化改造。

具体改造方法如下：

①简化比赛规则，只保留一些能够激发学生运动兴趣，使学生很快“玩”起来的简单规则。

如乒乓球比赛中适当降低发球方式的要求。

②简化技战术，将最基本、最适合学生身心特点的基本技术和战术提炼出来。如在排球比赛

中不过分强调战术配合。

③修改内容，去掉那些繁、难、偏、旧不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学生不感兴趣的内容，不过

分强调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如武术比赛中侧重基础动作的掌握和完成度的评分权重。

④降低难度要求，即降低动作难度、练习难度，不苛求动作的细节等。如篮球的运球方式可

允许采用双手运球。

⑤改造场地和器材，使场地和器材更加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如跨栏的栏高适当降低。

20.体育教学中常用语言法的形式主要有讲解、口令和指示、口头评价、汇报、默念等。请

问，教师向学生说明教学目标、动作、作用、方法、要求以指导学习的一种方法称作什么教

学法？运用该教学法时应该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参考答案】

（1）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常用的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方法有讲解法、问答法和讨论法。

教师运用语言向学生说明教学目标、动作名称、动作要领动作方法和要求，以指导学生学习

和掌握体育的基本知识、技术和技能进行练习的一种方法称之为讲解法。

（2）讲解法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事项：

要明确讲解的目的；讲解内容要正确，符合学生的接受能力；注意讲解的时机与效果；讲解

要生动形象，精简扼要；讲解要具有启发性。

四、教学设计题（16 分）

21.结合下列材料设计一份说课稿。

（1）授课对象：某初中 7 年级学生，学生人数：男生 40 人

（2）学习目标：

A.理解排球正面扣球挥臂概念，初步掌握住跑起跳后空中扣球动作，并能在排球比赛中尝试

扣球。

B.能相互合作，互相支持，养成课余锻炼习惯，掌握肌肉拉伸方法，进行疲劳消除，调节与

控制情绪，适应不同学习环境。

C.能表现胜不骄败不馁的体育精神，尊重对手、规则，树立正确胜负观。

（3）主要教学内容：

排球正面扣球挥臂；教学比赛；体能练习；结合场地和排球综合练习

（4）重难点：

扣球时鞭打动作，在不同情景中体验扣球，这属于学生学练重难点

创设复杂情景进行扣球与专项体能结构化教学，这属于教学方法重难点。

（5）预计负荷：



平均心率 154 次/分，运动密度 50%。

【参考答案】

说课稿：

各位老师好，我的说课稿题目是：排球正面扣球（主要是扣球时的挥臂）。下面我将从指导

思想、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说课。

一、指导思想

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在授课过程中

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运动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意识；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确保每一个学生受益。

二、教材分析

教材选自初中 7 年级的技能教学内容（排球正面扣球挥臂）和体能练习，并结合场地、排球

综合练习和教学比赛等条件和内容，综合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三、学情分析

本节课的教学对象为初中 7 年级学生，学生人数：男生 40 人。他们思想比较活跃，新陈代

谢旺盛、易疲劳也容易恢复，且身体正处在发育期关键时期；另外，学生都是男生，整体上

的运动能力较好，但个体差异较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

地安排运动负荷和教学方法。

四、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理解排球正面扣球挥臂概念，初步掌握住跑起跳后空中扣球动作，并能在

排球比赛中尝试扣球。85%以上的学生能够初步完成正确动作。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讲解与示范、模拟和比赛、自主探究等教学方法，能相互合作，互相

支持，养成课余锻炼习惯，掌握肌肉拉伸方法，进行疲劳消除，调节与控制情绪，适应不同

学习环境。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能表现胜不骄败不馁的体育精神，尊重对手、规则，树立正确胜负

观。

五、教学重难点

学练重难点：扣球时鞭打动作，在不同情景中体验扣球。

教学方法重难点：创设复杂情景进行扣球与专项体能结构化教学。

六、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人体的技能形成规律和身心发展规律等情况，综合采用讲解与示范、评

价、合作探究、竞赛等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七、教学过程

（一）开始部分（约 2 分钟）

1.课堂常规：体育委员整队，报告人数、师生问好、教师宣布本节课内容和要求、检查服装

和安排见习学生；

2.教师活动：①教师协助体委整队，接受报告。对学生服装进行检查和安排见习生。

3.学生活动：①认真听从体委指挥，认真进行报数。②认真听教师，宣布本节课内容和要求，

认真检查自己的服装，见习生随堂听课。

4.组织形式：队形：四列横队。要求：站队要快、静、齐。

（二）准备部分（约 7 分钟）

1.热身运动：第一圈慢跑、第二圈“S”形跑、第三圈慢跑。

2.准备活动：从上到下：头部、上肢、体侧、体转、压腿运动；腕、膝、踝关节活动。

要求：体育委员领做，教师在队伍里观察和指导；学生认真、积极完成热身运动。



3.专项准备活动：原地纵跳、立卧撑、起跑和制动，初步建立起跳滞空体位及起跳后上下肢

协调的动觉。

（三）基本部分（约 27 分钟）

1.原地徒手练习阶段：视频展示导入、讲解、示范、探究。

①讲解示范动作，并让学生模仿，组织学生带着问题练习探究。

问题：在结合排球运动时，怎样的挥臂动作更有利。

要求：首先大致体会挥臂动作，暂不追求细节。

2.起跳徒手练习阶段：强化细节和质量

分析和示范所出现较多的问题：蹬地有力、身体协调，尤其时空中挥臂动作的协调。

分组练习，互相评价。

3.起跳击球阶段：完整动作学习阶段

教师活动：认真观察，及时随时给出相应的指导，做好时时评价。

学生活动：认真练习，充分尝试。

4.比赛巩固阶段：游戏竞赛

将学生随机分为水平相当的四组，强化学生扣球落点的准确性，在扣球落地区划分某个区域，

扣球落在区域内记作 1 分，区域外记作 0 分。每人有三球机会，结束后比分多者为胜，可以

并列。

（四）结束部分（约 2 分钟）

放松、拉伸练习；课堂小结、总结评价；收拾器材。

平均心率 154 次/分，运动密度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