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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真题试卷

《体育与健康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时间 120 分钟 满分 150 分）

题 号 一 二 三 四 总 分 核分人

题 分 70 30 30 20 150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70 分）

1.手持哑铃在做前臂屈的动作时，肱二头肌所做的工作是（）

A.支撑工作 B.固定工作 C.离心工作 D.向心工作

2.人体肺部实现气体交换的结构是（）

A.气血屏障 B.毛细血管网 C.肺泡 D.肺小叶

3.窦房结是正常人体的心脏节律性收缩的起搏点，它位于（）

A.下腔静脉与右心房的交界处 B.左心室臂

C.上腔静脉与右心房的交界处 D.右心室壁

4.骨是人体运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种功能，它不包括（）

A.支架和杠杆 B.储存钙和磷 C.保护和造血 D.运输功能

5.下列哪一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可使血钙升高（）

A.甲状腺 B.甲状旁腺 C.肾上腺 D.松果体

6.人体活动时，肌肉直接能源是（）

A.糖 B.三磷酸腺苷 C.脂肪 D.蛋白质

7.运动处方定量化与科学化的核心要素是（）

A.运动形式 B.运动强度 C.运动时间 D.运动频率

8.与快肌纤维相比，慢肌纤维的生理的特征（）

A.收缩力量大 B.耐劳能力强 C.无氧能力快 D.收缩速度快

9.人体长时间运动时，内脏器官的血流量通常会（）

A.增加 B.不变 C.减少 D.增多

10.运动过程中，随着机体温度的升高，血氧饱和度会降低，进入骨骼肌的氧气

量（）

A.不确定 B.不变 C.减少 D.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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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评定人体有氧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是（）

A.最大通气量 B.潮气量 C.最大摄氧量 D.肺活量

12.脉压差是衡量人体供血功能的指标之一，我国健康成年人安静时的脉压差，

介于（）

A.10 到 20 毫米汞柱 B.30 到 40 毫米汞柱

C.50 到 60 毫米汞柱 D.70 到 80 毫米汞柱

13.依据身体素质发展规律，初中学生应当优先发展哪项身体素质（）

A.耐力素质 B.柔韧素质 C.力量素质 D.灵敏素质

14.长时间进行冰雪运动时，在膳食中，除补充维生素 B外，还应补充（）

A.维生素 EB.维生素 DC.维生素 CD.维生素 A

15.冷敷是现场急救常用的方法之一，但不能产生下列哪一种效果（）

A.减少局部充血 B.止血防肿 C.抑制神经感觉 D.消肿散瘀

16.两人配合进行心肺复苏时，一人做胸部按压，一人做人工呼吸，其次数比例

是（）

A.20:1B.10:1C.5:1D.1:1

17.若出现运动性贫血，膳食中应注意补充哪种微量元素（）

A.铁 B.钙 C.钠 D.钾

18.下列哪一症状不宜采用拔罐疗法（）

A.骨质疏松症 B.坐骨神经痛 C.慢性关节炎 D.出血性损伤

19.不懂体育的人不应该做学校的校长，这是我国哪位教育家的名言（）

A.蔡元培 B.张伯苓 C.杨昌济 D.胡适

20.某节体育课，实际上课时间为 45 分钟，学生有效练习时间为 15 分钟，则该

课练习密度为（）

A.25%B.30%C.33.3%D.50.0%

21.影响运动技能学习的内部因素，除了经验与成熟度，智能和个性外，还包括

（）

A.反馈 B.运动能力

C.保护与帮助 D.指导与示范

22.根据建构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应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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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体育学习反馈

B.学习者内部积极的思维活动运动能力

C.学习内容按一定逻辑组织起来保护与帮助

D.学习过程中学生自我实现的心理历程

23.在体育实践课教学中，通常应在哪一维度上确定其教学重点（）

A.运动参与 B.运动技能

C.身体健康 D.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

24.在体育教学中，下列哪一选项应强调严肃的学习氛围（）

A.进行相互评价时 B.存在安全隐患时

C.进行探究活动时 D.进行放松练习时

25.学练活动结束后，教师进行集中评价时，其重点是（）

A.批评差学生 B.指出个别错误

C.批评懒学生 D.强调正确做法

26.通常情况下，足球运球技术的触球方式是（）

A.踢捅式 B.击扣式 C.推拨式 D.弹击式

27.学生做原地右手肩上投篮时，左手应扶在篮球的哪一部位（）

A.左上方 B.正上方 C.前上方 D.后上方

28.下列四种排球发球技术中，最适合初学者学习的是（）

A.正面上手发球 B.正面上手发飘球

C.正面下手发球 D.跳发大力球

29.单杠骑撑前回环动作正确的握杆方法是（）

A.正反握 B.交叉握 C.正握 D.反握

30.跳高助跑的主要作用是获得（）

A.向上的垂直速度 B.获得最佳的起跳姿势

C.获得适宜的水平速度 D.获得适宜的起跳角度

31.武术蹬腿，技术动作的发力顺序是（）

A.胯—膝—脚 B.脚—膝—胯

C.膝—脚—胯 D.脚—胯—膝

32.体育实践课教学质量评价的关键指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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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课堂结构 B.教学艺术 C.教学效果 D.课程管理

33.《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规定，水平四是指（）

A.7 年级 B.8 年级 C.9 年级 D.7 到 9 年级

34.在以身体练习为主的体育教学方法，终将完整动作分成几个部分，逐步进行

学与练，这种方法称为（）

A.分解练习法 B.重复练习法 C.循环练习法 D.完整练习法

35.在健美操和武术操的教法组织中，通常会采用（）

A.探究式教学 B.合作式教学 C.自由式教学 D.展现式教学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3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36.简述消除运动性疲劳的手段与方法。

37.简述当代体育教学模式的发展趋势。

38.简述体育教师对学生体育学习评价的目的。

三、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2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39.某教师在排球教学的第三次课上，按照正式排球比赛规则安排学生进行教学

比赛。由于多数学生对排球的基础知识掌握较差，出现了攻防回合次数较少。基

本上是发球直接得分或者发球不过网或者发球一次过网得分。多数学生站在场边

上不用上场，排球比赛变成了捡球比赛。你来我往的紧张和乐趣荡然无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受到了打击，教学效果不好。

（1）请分析此案例中存在的问题。

（2）作为体育教师应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40.周一上午第四节课，初一一班和初二二班同时上体育课，初一一班的教学内

容是接力跑游戏比赛，初二二班的教学内容是排球双手正面传球，课前两个班的

老师商量好，一个班用北面半块球场，另一个班用南面半块球场，为了互不干扰

同时考虑自然条件，两位老师一起画出了下列四个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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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个草图中，你认为哪一个讲解示范队形安排最合理并说明理由。

（2）如果四个草图使学生练习队形的安排，你认为哪一个最合理？为什么？

四、教学设计题（本大题 1 小题，20分）

41.跳远是水平四学生重要的教学内容，下表是蹲踞式跳远五次课的单元教学设

计，请针对每一次课的教学内容，各设计出三种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次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与手段

1 腾空步

2 助跑与起跳技术

3 腾空蹲踞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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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落地技术

5 完整技术

2019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真题试卷

一、单项选择题

1.D【解析】肌肌肉收缩克服阻力，肌力大于阻力，使运动环节朝肌肉拉力方向

运动的工作叫向心工作。手持哑铃在做前臂屈的动作时，肱二头肌缩短，所以肱

二头肌所做的工作是向心工作。故选 D。

2.A【解析】肺泡是肺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气体交换的主要场所。肺泡和毛细血

管之间进行气体交换时必须要经过肺泡上皮、上皮基膜、毛细血管内皮基膜和毛

细血管内皮细胞四层结构所组成的薄膜层，此薄膜层称为气血屏障，也称呼吸膜。

3.C【解析】窦房结是心脏正常的起搏点，位于上腔静脉与右心房交界处的心外

膜深面。

4.D【解析】骨的功能主要有：（1）支持功能；（2）保护功能；（3）运动功能；

（4）造血功能；（5）贮藏功能。

5.B【解析】甲状旁腺分泌甲状旁腺素，其主要作用是促进骨钙释放入血液，维

持血钙的正常水平。如甲状旁腺的分泌功能低下时，则血钙下降，出现手足“搐

搦症”。若甲状旁腺分泌功能亢进，则可引起骨质过度吸收，容易发生骨折。

6.B【解析】人体生命活动中直接能量来源是 ATP（三磷酸腺苷），肌肉活动也不

例外。故选 B。

7.B【解析】运动强度是指单位时间内的运动量。运动强度=运动量/运动时间。

运动强度是运动处方定量化与科学化的核心，是设计运动处方中最困难的部分。

8.B【解析】慢肌纤维生理特征是无氧能力低、有氧能力强、收缩速度慢、收缩

力量小、抗疲劳能力强。

9.C【解析】运动时，心输出量增加，但增加的心输出量将在各个器官重新分配，

骨骼肌和心脏的血流量显著增强，内脏器官血流量减少，运动初期皮肤血流减少，

随着肌肉产生的热量增加，皮肤血流量增加。

10.D【解析】运动过程中，由于肌肉代谢加强，氧气和二氧化碳增多，使体温升

高，为维持正常运动，进入到骨骼肌中的氧气量会有所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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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解析】最大摄氧量是指人体在进行有大量肌肉群参加的长时间剧烈运动中，

当心肺功能和肌肉利用氧的能力达到本人极限水平时，单位时间内所能摄取的氧

量。最大摄氧量是评定人体有氧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

12.B【解析】我国健康成年人在安静状态时的收缩压为 100~120 毫米汞柱，舒张

压为 60~80 毫米汞柱，脉压差一般介于 30~40 毫米汞柱。

13.C【解析】初中学生身体素质发展中，力量素质的发展是关键期。故选 C。

14.D【解析】维生素 A又称视黄酮，可以参与视网膜上视紫质的合成与再生，维

持正常暗适应能力和正常视觉。冰雪运动中反光的情况较为严重，对运动员的视

觉有较高要求，所以，在膳食中，除补充维生素 B外，还应补充维生素 A提高视

觉感受性。

15.D【解析】冷敷可使血管收缩，减少局部充血，降低组织温度，抑制神经细胞

的感觉，因而有止血、止痛、防肿的作用，常用于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

16.C【解析】单人心肺复苏时，每按压胸部 15 次，吹气 2 次，即 15∶2。最好

由两人配合进行，一人做人工呼吸，一人做胸外心脏按压。双人心肺复苏时，每

按压 5次，吹气 1次，即 5∶1。

17.A【解析】运动中大量排汗使体内的铁元素随汗排出，而铁是合成血红蛋白的

主要原料之一，铁缺乏时不能合成足够的血红蛋白，造成缺铁性贫血。所以，膳

食中及时补充铁能够预防贫血。

18.D【解析】开放性软组织损伤的处理原则是及时止血和处理创口，预防感染，

先止血再处理伤口。出血性损伤采用拔罐会使出血更多，造成更大损伤，因此不

适合采用拔罐疗法。故选 D。

19.B【解析】我国著名教育学家张伯苓曾说过“不懂体育的人，不应该当校长”。

张伯苓是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他也是

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最早传播人，是著名的奥林匹

克教育家。

20.C【解析】练习密度是指在一节体育课中，学生练习的总时间与上课的总时间

之比。该课练习密度=15÷45×100%=33.3%。故选 C。

21.B【解析】影响运动技能学习的内部因素：（1）经验与成熟度；（2）智力；（3）

个性；（4）运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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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A【解析】建构主义心理学理论在体育学习中的应用：（1）强调多角度、多层

次地进行体育学习；（2）强调“自上而下”的学习策略；（3）注意让学生在实践

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

23.B【解析】运动技能这一维度强调运动项目技术的学习。首先，学习和掌握运

动技能本身就是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的重要方面；其次，它是实现课程其他学习

方面目标的主要载体。离开了运动技能学习这个载体，“身体、心理、社会适应”

整体健康发展的目标就无法有效地展开。

24.B【解析】学校体育活动安全管理，要加强安全教育；加强运动技术指导和安

全保护工作；加强教学组织，严格活动纪律，严格规定运动程序，克服体育活动

中打闹、涣散的现象。体育场地和器材等设施应符合体育活动安全和体育卫生标

准要求，与学生年龄、特点相适应。进行铅球、垒球等投掷运动时，特别要加强

组织、严格纪律、认真保护。因此在体育教学中，存在安全隐患时应强调严肃的

学习氛围，故选 B项。

25.D【解析】教师在体育与健康学习评价中起主要作用。学练活动结束后，教师

进行集中评价时，要强调动作的正确做法，对动作要点进行总结，加深学生对动

作的理解。

26.C【解析】足球运球技术是运动员在跑动中有目的地用脚连续推拨，使球处在

自己控制之下的触球动作。故选 C。

27.A【解析】以右手投篮为例。右脚在前，左脚稍后，两膝微屈，重心落在两前

脚掌上。右手五指自然分开，翻腕持球的后部稍下部位，左手扶在球的侧（左）

上方，举球于同侧头或肩的前上方，目视球篮，大臂与肩关节平行，大、小臂约

成 90°，肘关节内收。投篮时，下肢蹬地发力，身体随之向前上方伸展，同时

抬肘向投篮方向伸臂，手腕前屈，手指拨球，将球柔和地从食、中指端投出。球

离手时，手臂要随球自然跟送，脚跟提起。

28.C【解析】正面下手发球是身体正对网，手臂由后下方向前摆动，在腹前将球

击入对方场区的一种发球方法。正面下手发球由于动作简单，因此最适合初学者

学习和运用。

29.D【解析】由两手反握右腿骑撑开始，直臂顶肩撑杠，前腿向前远跨，后大腿

上部压杠，同时立腰、挺胸、梗头，上体积极前倒，使身体重心尽量远离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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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体回环过杠下垂直面后前跨腿下压使前大腿根部靠杠。当上体回环至杠后水

平部位时，直臂压杠、挺胸、翻腕、制动腿成骑撑。

30.C【解析】助跑的任务是是人体获得适宜的水平速度，为起跳创造有利条件。

31.A【解析】蹬腿的动作方法：从基本姿势开始；身体重心移至右腿，右膝微曲，

左腿提膝上抬，脚尖勾起；随即左腿伸膝，以脚跟领先向前方蹬出，送胯发力，

力达脚跟，击出后原路收回，成基本姿势。

32.C【解析】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学校体育学中明确提出“体育课教学质量的

评价主要是对体育教学效果进行的一种综合衡量评判”。

33.D【解析】在义务教育阶段，体育与健康课程将学生的学习划分为四级水平，

水平一至水平四分别对应 1~2 年级、3~4 年级、5~6 年级和 7~9 年级。

34.A【解析】（1）分解练习法是指将完整的动作分成几部分，逐段进行体育教学

和练习的方法。分解练习法适用于“会”和“不会”之间有质的区别、运动技术

难度较高、过程复杂而又可分解的运动项目。（2）重复训练法指多次重复同一练

习，两次（组）练习之间安排相对充分休息的练习方法。（3）循环练习法是根据

教学和锻炼的需要，选定若干个练习手段，设置若干个相应的练习站（点），学

生按规定顺序、路线和练习要求，逐站依次练习并循环的方法。（4）完整练习法

是从动作开始到结束，不分部分和段落，完整、连续地进行教学和练习的方法。

完整练习法适用于“会”和“不会”之间没有质的区别，或运动技术难度不高而

没有必要进行分解的运动项目。

35.D【解析】体操和武术的教法多采用以直接感知为主的方法。以直接感知为主

的体育教学方法是指教师通过对实物或直观教具的演示，使学生利用各种感官直

接感知客观事物或现象而获得知识的方法。以直接感知为主的体育教学方法有动

作示范法、演示法、保护与帮助法、助力与阻力、定向与领先等，所以也称为“展

现式”教学。故选 D。

二、简答题（参考答案）

36.简述消除运动性疲劳的手段与方法。

（1）活动性手段

①整理活动（又称放松练习）：指在运动之后所进行的一些酵素机体功能恢复的

较为轻松的身体练习。其目的是消除疲劳，促进体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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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积极性休息：指运动过程中为了消除疲劳而采取的各种变换动作或运动强度的

练习。在运动训练过程中，采取调整训练内容、变换运动形式的积极性休息对于

消除疲劳、促进恢复具有重要作用。

（2）营养性手段

运动时消耗的物质需要靠饮食中的营养物质来补充。因此，安排合理的膳食有助

于消除疲劳，促进恢复。

（3）睡眠

睡眠对身体机能恢复非常重要，在睡眠状态下，人体内代谢以同化作用为主，异

化作用减弱，从而使人的精力和体力均得到恢复。静卧可减少身体的能量消耗，

也可加速身体机能的恢复。

（4）中医药手段

应用中医药调理的手段可改善人体的代谢能力，增强免疫力，延缓疲劳出现和消

除疲劳，加速体能的恢复。

（5）物理手段

在大强度和大运动量训练之后，采用按摩、理疗、吸氧、针灸、气功等物理手段

能促进身体机能恢复。

此外，洗浴（蒸汽浴、盐水浴等）也是一类非常有效地消除疲劳、促进身体机能

恢复的措施。

37.简述当代体育教学模式的发展趋势。

体育教学模式概念由三个基本的要素组成：即教学指导思想、教学过程结构、相

应的教法体系。教学指导思想（神经）体现了教学模式的理论性；教学过程结构

（骨骼）体现了教学模式的稳定性；教学方法体系（肌肉）则体现了体育教学模

式的直观性和可操作性。

教学指导思想上发展的趋势主要是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初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的课程基本理念，即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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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过程结构上发展的趋势主要是进一步遵循体育教学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和各

学段体育教学过程特点，加强体育教学过程的管理，进一步优化体育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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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具有明确性；优化体育教学内容，使之具有可学习性；优化体育的课堂教学

结构，使之具有合理性；优化体育教学方法，使之具有实效性；优化体育教学评

价，使之具有激励性。

体育教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其教学方法也随着学科的发展

而不断发展，体育教学方法已从运动训练方法和师徒式的传教方法中发展成为有

自己特点的教法体系，而且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的新

发展，出现一种新的趋势，这个趋势可以归纳为现代化、心理学化、民主化和个

性化。

38.简述体育教师对学生体育学习评价的目的。

（1）判断学生的体育学习潜力，选拔学生（评价的选拔目的）。发挥学生的体育

特长，选拔优秀体育人才。

（2）判断学生的体育学习状况，评定成绩（评价的甄别目的）。判断学生的体育

学习状况，评定学习结果。

（3）诊断学生体育学习问题，帮助进步（评价的发展目的）。发现学生的体育学

习问题，解除学习障碍，促进学习进步。

（4）反馈学生的体育学习进步，激励学生（评价的激励目的）。激励学生学习的

不断进步，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

三、案例分析题（参考答案）

39.（1）该教学案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①教学内容安排不合理，该教师在第三次课中就设置比赛内容，大多数学生基础

较差，不符合学生的技能发展水平，比赛效果不好。

②组织方法不得当，造成了多数人看，少数人练的现象。

③缺乏引导性，在课堂上只是布置“比赛的任务”，而没有引导学生进行比赛。

④该教师在发现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发展水平不相匹配时，应该及时的改变教学策

略。

（2）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起到引导者的作用，我认为要想充分发挥教师

的引导作用，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上出一堂好课。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①充分了解自己的学生，学生是体育课堂中的主体，作为体育教师我们必须了解

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以及个体差异，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选择适合他们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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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教学方法，充分的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设置情景提高学生的运动兴趣，

采用合作探究等教学活动提高课堂气氛，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②充分了解教材，教材是连接教师和学生的纽带，作为体育教师要选择好教学内

容。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是指从庞杂的体育素材中选出那些符合体育教学目标、

学生身心发展需要和学校基本条件的工作。要选好体育教学内容，首先要遵循目

标统一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可行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和社会性原则

③熟知现代教育理念，现代教育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体育与健康课程高

度重视学生的发展需要，从课程设计到学习评价，始终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为

中心。课程在充分发挥教师教学过程中主导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能力，促进学

生掌握体育与健康学习的方法，并学会体育与健康学习。

40.要求学生面向教师，

要求学生站位与场地器材结合，目的是便于学生观察同伴、互帮互学，体现学习

的连续性和高效性。

（1）教师讲解示范时图 3 队形最为合理。教师在讲解示范时，学生的站位应尽

可能满足“三背向”、“三面向”。“三背向”是学生的站位应背风沙、背阳光、背

干扰；“三面向”是学生的站位应做到面向教师、面向练习场地、面向练习器材。

其目的是使学生能最大限度地看清教师的示范动作，听清教师的指导，同时也便

于教师的观察学生。图 3队形位置距离初一一班较远可以避免一班的干扰，同时

背向阳光，学生可以看清教师的动作示范和听清教师的讲解。图 1和图 2教师讲

解示范时未居中，不符合教师讲解示范的基本要求。而且图 1中初一二班距离初

一一班最近，讲解示范时学生易受干扰；图 2学生的侧向有阳光干扰，讲解示范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图 4学生面对阳光，讲解示范时不合理。

（2）学生练习时图 2 队形最为合理。图 2 中初一二班队形位置距离初一一班最

远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一班的干扰，同时练习时基本背向阳光。但教师应注意根据

练习方法及时调整学生的间隔和距离，以有利于练习双手正面垫球和有利于教师

指导帮助为主要目的。图 1容易受初一一班干扰；图 3和图 4在一抛一传和二人

互传等练习时需要学生面对面练习，易受阳光干扰，影响练习效果。

四、教学设计题（参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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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课次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与手段

1 腾空步

①助跑 4~6 步，起跳后做“腾空步”练习

②助跑 4~6 步，起跳后做过障碍“腾空步”练习

③在30~40米的距离内连续助跑起跳成腾空步练习

2 助跑与起跳技术

①上一步过渡到上 4~6 步起跳练习

②慢跑越过橡皮筋的助跑起跳练习，要求学生采用

单踏双落的方式练习熟悉起跳技术

③立定跳远，发展跳跃能力的练习

3 腾空蹲踞姿势

①6~8 步助跑，做蹲踞式跳远练习，重点体会空中

蹲踞姿势

②在沙坑内，离踏跳 80~120 厘米的地方，放置一

根 30 厘米左右高的皮筋，要求学生在起跳后，向

高起跳，充分感受蹲踞姿势

③发展跳跃能力的练习(蛙跳、直腿跳、蹲跳起)

4 落地技术

①6~8 步助跑，做蹲踞式跳远练习，重点体会落地

姿势

②采用弹性踏板进行蹲踞式跳远练习，腾空时间较

长，充分体会小腿前伸以及屈膝缓冲

③完整的蹲踞式跳远练习

5 完整技术

①短距离过渡到完整的蹲踞式跳远练习

②组织学生为自己制定适当的目标并实现

③分组 PK，看哪一小组平均水平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