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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2011年10月，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布了《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
试行）》。
该标准发布后，教师资格考试打破了以往各地分别组织考试的形式，全国统一组织考试成为定式。
为帮助广大考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考试成绩，中公教育教师考试研究院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
支持和协助下，组织相关专家深入研究考试大纲和命题趋势，精心编写了这套“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专
用教材”。
本套教材共71本图书，包括广受考生欢迎的16本公共科目辅导用书，及55本专业的学科知识与教学能
力辅导用书。
本套教材涵盖了教师资格考试大纲所规定的所有科目，包括幼儿园系列7本，小学系列7本，中学系
列57本。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实现了以下几个目标：1.专家编著，权威预测本试卷由多位教育理论专家和具有
实战经验的一线教师在深入研究全国统一教师资格考试命题趋势的基础上，精心打造而成，是多年辅
导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
2.契合大纲，真题标准通过全面深入研究最新考试大纲，我们将教师资格考试常考知识点糅合于不同
题型中，交叉考查考试的重点、难点，基本覆盖考试的高频考点，达到高度契合考试大纲内容的要求
。
3.强化考点，查漏补缺在细致地分析了真题对大纲不同模块考查的密度和深度的基础上，我们结合真
题的题型题量，编写了与真题难度保持一致的十套标准预测试卷，真正达到强化考点、查漏补缺的作
用。
4.精选试题，冲刺提高全套试卷每道题目均为业内专家从题库中精挑细选的典型习题，可以有效帮助
考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使考生避免陷入漫无边际而收效甚微的题海苦战。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相信各位考生在本系列图书的帮助下，一定可以通过自己辛勤的努力，披荆斩棘，圆自己的三尺讲台
之梦。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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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体育学科知识与技能 第一章运动人体科学 从考试大纲看本章考点（2） 考点聚焦（2） 第一
节运动解剖学（2） 考点梳理（2） 一、人体结构的基本组成（2） （一）细胞与细胞间质（2） （二
）人体四大基本组织（3） 二、人体主要器官和系统的结构特点（3） （一）运动系统（3） （二）消
化系统（4） （三）心血管系统（4） （四）淋巴系统（4） （五）呼吸系统（5） （六）泌尿系统（5
） （七）神经系统（5） （八）感觉器（5） 三、人体各大系统的功能与运动关系（6） （一）运动系
统的功能及其与运动的关系（6） （二）消化系统功能与运动的关系（6） （三）心血管系统功能及其
与运动的关系（6） （四）呼吸系统功能及其与运动的关系（7） （五）泌尿系统功能及其与运动的关
系（7） （六）神经系统的功能与运动的关系（7） （七）感受器与运动的关系（7） 第二节运动生理
学（7） 考点梳理（7） 一、骨骼肌收缩的生理学原理（7） （一）肌肉的细微结构与收缩原理（7） 
（二）肌肉的收缩形式与特征（9） （三）骨骼肌纤维的类型与运动能力（10） 二、氧的运输系统与
能量代谢（12） （一）氧的运输系统（12） （二）运动中的能量物质与能量供应（16） （三）人体运
动的神经体液调控（17） 三、运动过程中人体功能的变化与运动技能的形成（18） （一）运动过程中
人体功能的变化规律（18） （二）运动技能的形成（20） 四、身体素质的生理学基础（21） （一）力
量素质的生理学基础（21） （二）速度素质的生理学基础（21） （三）有氧耐力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22） （四）无氧耐力的生理学基础（23） （五）灵敏素质与柔韧性素质的生理学基础（23） 五、制
定运动处方的基本方法（24） 第三节体育保健学知识（24） 考点梳理（24） 一、体育卫生与健康促进
（24） （一）健康与亚健康的现代概念（24） （二）运动对个体健康的影响（25） （三）运动与人的
行为和生活方式（25） （四）不同人群的体育卫生（26） （五）环境和卫生（27） 二、体育课的医务
监督和医疗体育（28） （一）体育课的医务监督（28） （二）医疗体育（30） （三）按摩（30） （
四）运动性病症（31） 三、运动损伤及其预防、处理和康复（32） （一）运动损伤的概念与分类（32
） （二）运动损伤的原因、预防、处理与康复（32） （三）常见运动损伤的病理类型（33） （四）
几种常见的运动损伤（34） 第四节运动营养学及生物化学（36） 考点梳理（36） 一、食物的营养价值
与合理膳食（36） （一）主要营养素的组成、来源、分类、生理功能及需求量（36） （二）食物中的
其他营养成分（37） （三）合理膳食中各类营养素之间的相互关系（38） 二、环境与生活中生物化学
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39） （一）环境中的生化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39） （二）生活方式中的
生物化学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39） 三、运动过程中糖、脂和蛋白质的代谢特点（39） （一）运动
中的糖代谢特点（39） （二）运动中的脂肪代谢特点（40） （三）运动中的蛋白质代谢特点（40） 四
、竞技运动中违禁药物对身体健康的危害（40） （一）违禁药物和使用违禁药物的界定（40） （二）
违禁药物对体能和心理的效应（41） （三）违禁药物的分类及其代表品种（41） （四）违禁药物对人
体的危害作用（41） 第五节运动生物力学（41） 考点梳理（41） 一、运动生物力学概述（41） （一
）运动生物力学的简介（41） （二）运动生物力学任务（42） 二、人体运动生物力学基础（42） （一
）人体的简化（42） （二）人体运动的运动学常识（42） （三）人体运动中的动力学常识（43） （四
）人体运动中的静力学（44） （五）人体运动中的转动力学（45） 三、骨的生物力学（45） （一）骨
的应力－应变曲线（45） （二）骨的强度（45） （三）骨骼受力形式与表现（45） （四）骨疲劳（46
） 四、肌肉的生物力学常识（46） （一）肌肉结构力学模型的性质（46） （二）肌肉收缩的生物力
学概论（46） 五、人体基本运动原理（47） （一）上肢的基本运动形式（47） （二）下肢基本运动形
式（47） （三）躯干基本运动形式（48） （四）人体基本运动原理（48） （五）杠杆原理：肌拉力×
肌力臂＝阻力×阻力臂（48） 第二章体育人文社会学 从考试大纲看本章考点（49） 考点聚焦（49） 
第一节体育概论（49） 考点梳理（49） 一、体育的概念与功能（49） （一）体育的概念与分类（49）
（二）体育的功能（50） （三）体育的本质属性（50） 二、体育目的与任务（50） （一）体育目的依
据的确定（50） （二）我国体育的目的与目标（51） （三）如何实现我国体育目的与目标（51） （四
）如何普及与提高我国体育目的和目标（51） 三、体育手段（51） （一）身体运动的构成要素（51） 
（二）运动技术（52） 四、体育过程的要素与结构（52） （一）体育过程的要素（52） （二）体育过
程结构（52） （三）体育过程之间的关系（53） 五、体育文化（53） （一）体育的文化属性及含义
（53） （二）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53） （三）奥林匹克文化（53） 第二节学校体育学（54）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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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梳理（54） 一、学校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54） （一）现代体育思想的形成与体育的教育化（54
） （二）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与学校体育的课程化和科学化（55） （三）二十世纪体育思想的发展
（56） 二、我国体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57） （一）西方体育和体育教育思想的早期传播（57） （二
）自然体育学说的传入及其影响（57） （三）凯洛夫教育理论对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影响（58） 三
、20世纪后期学校体育发展的新趋势（58） （一）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革（58） （二）终身教育与学校
体育的新发展（59） （三）新世纪中国学校体育课程改革（59） 四、学校体育目标的结构与功能（60
） （一）学校体育目标本质（60） （二）学校体育目标的结构（61） （三）学校体育目标的功能（62
） 五、体育课程（63） 六、体育教学（64） 七、体育教学原则（65） 八、学校课余体育的特点和实
施（66） 九、常见的体育教学模式（66） （一）传统运动技能教学模式（66） （二）启发式（发现式
）体育教学模式（67） （三）领会式体育教学模式（68） （四）选择制体育教学模式（68） （五）小
群体体育教学模式（69） （六）快乐体育教学模式（70） （七）体育锻炼类教学模式（70） （八）情
景式体育教学模式（71） （九）发展学生主动性体育教学模式（71） （十）成功体育教学模式（72） 
十、学校课余体育竞赛（73） 第三节运动训练学（74） 考点梳理（74） 一、竞技体育与运动训练（74
） （一）运动训练学的目的和任务（74） （二）项群训练理论（74） 二、运动训练的基本原则（76）
（一）竞技需要原则（76） （二）动机激励原则（77） （三）有效控制原则（77） （四）系统训练原
则（77） （五）周期安排原则（78） （六）适宜负荷原则（78） （七）区别对待原则（79） （八）
直观教练原则（80） （九）适时恢复原则（80） 三、运动训练的方法与手段（81） （一）运动训练方
法释义及作用（81） （二）运动训练方法的基本分类（81） （三）模式训练法（81） （四）程序训练
法（82） （五）分解训练法（82） （六）重复训练法（82） （七）间歇训练法（83） （八）持续训
练法（84） （九）变换训练法（85） （十）循环训练法（86） （十一）比赛训练法（87） （十二）
运动训练的常用手段（87） 四、力量素质的训练方法及手段（88） （一）力量素质释义（88） （二）
发展力量素质的重要意义（88） （三）力量素质的练习方法与手段（88） （四）最大力量的训练（89
） （五）发展力量素质的注意事项（90） 五、速度素质的训练方法及手段（90） （一）速度素质的
概念（90） （二）速度素质的意义（91） （三）速度素质练习的方法与手段（91） （四）速度训练的
基本要求（92） （五）发展速度素质的注意事项（92） 六、耐力素质的训练方法及手段（92） （一）
耐力素质的概念（92） （二）耐力素质的意义（92） （三）影响耐力素质的因素分析（92） （四）发
展耐力素质的方法与手段（93） （五）发展耐力素质的注意事项（93） 七、灵敏素质的训练方法及手
段（93） （一）灵敏素质的概念（93） （二）灵敏素质的意义（93） （三）灵敏素质练习的主要手段
（93） （四）发展灵敏素质的注意事项（94） 八、柔韧素质的训练方法及手段（94） （一）柔韧素质
的概念（94） （二）柔韧素质在运动实践中的意义（94） （三）柔韧素质练习的方法、手段（94） （
四）发展柔韧素质的注意事项（95） 九、运动员心理能力的训练方法及手段（95） （一）运动员心理
能力释义（95） （二）运动员心理能力的重要作用（95） （三）运动员心理能力训练的常用方法（95
） （四）几种心理现象及克服方法（95） 第三章体育运动项目 从考试大纲看本章考点（97） 考点聚
焦（97） 第一节体育运动项目的起源与发展（97） 考点梳理（97） 一、田径运动的起源与发展（97）
（一）田径的概念（97） （二）田径的起源（97） （三）田径运动在我国的发展概况（98） 二、体操
的起源与发展（98） （一）体操的概念（98） （二）体操的起源（98） （三）体操的发展（99） 三
、篮球的起源与发展（99） （一）篮球的定义（99） （二）篮球的起源（99） （三）篮球的发展
（100） 四、排球的起源与发展（101） （一）排球的概念（101） （二）排球的起源（101） （三）排
球的发展（101） 五、足球的起源与发展（101） （一）足球的概念（101） （二）足球的起源（101） 
（三）足球的发展（102） 六、健美操的起源与发展（102） （一）健美操的概念（102） （二）健美
操的起源（102） （三）健美操的发展（103） 七、武术的起源与发展（103） （一）武术的概念（103
） （二）武术的起源（103） （三）武术的发展（103） 第二节体育运动项目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
（104） 考点梳理（104） 一、田径运动竞赛组织与裁判法（104） （一）田径运动竞赛组织工作（104
） （二）田径运动竞赛的裁判法（105） 二、体操运动竞赛的裁判法（105） （一）裁判的组成（105
） （二）评判标准（105） 三、球类运动项目竞赛的裁判法（106） （一）球类运动项目的竞赛规则
（106） （二）球类运动项目的裁判法（107） 四、健美操运动竞赛的裁判法（109） （一）健美操竞
赛种类（109） （二）健美操运动竞赛裁判法（109） 五、武术运动竞赛的裁判法（109） （一）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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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竞赛通则（109） （二）武术套路竞赛评分标准与方法（110） （三）武术比赛的裁判法（110） 
六、体育运动项目竞赛的组织工作（110） 第三节体育运动项目的基本技术与练习方法（111） 考点梳
理（111） 一、田径类跑、跳、投项目的基本技术与练习方法（111） （一）跑的基本技术与练习方法
（111） （二）跳跃项目的基本技术与练习方法（113） （三）投掷项目的基本技术与练习方法（114
） 二、体操类运动项目的基本动作与练习方法（115） （一）队列队形（115） （二）徒手体操（116
） （三）技巧（116） （四）双杠（117） （五）单杠（120） （六）跳马（122） （七）保护与帮助
（123） 三、球类运动项目的基本技术与战术类型（123） （一）篮球的基本技术与战术类型（123） 
（二）排球的基本技术与战术类型（128） （三）足球的基本技术与战术类型（130） （四）乒乓球的
基本技术与战术类型（134） 四、健美操基本动作与创编方法（135） （一）健美操的基本动作与练习
方法（135） （二）健美操的创编方法（137） 五、武术基本技术、技法与练习方法（138） （一）青
年拳（138） （二）太极拳（139） （三）初级剑（141） 第四节体育运动项目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的方
法（143） 考点梳理（143） 一、田径类跑、跳、投项目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143） 二、体操类运
动项目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144） 三、篮球运动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144） 四、排球运动专项
身体素质训练方法（145） 五、足球运动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145） 六、乒乓球运动专项身体素质
训练方法（145） 七、健美操运动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146） 八、武术运动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
（146） 第二部分体育教学设计 第一章《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简释 从考试大纲看
本章考点（148） 考点聚焦（148） 第一节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性质与基本理念（148） 考点梳理（148） 
一、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性质（148） （一）基础性（149） （二）实践性（149） （三）综合性
（149） 二、高中体育课程的基本理念（149） （一）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意
识，培养健康的体魄（149） （二）注重体育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改革，体现课程的时代性（149） 
（三）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帮助学生学会体育与健康学习（150） （四）注重学生运动爱好与专长的
形成，形成学生终身体育意识（150） 第二节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的设计（150） 考点梳理（150） 一
、根据课程目标确定课程内容标准（150） 二、根据课程内容特征确定必修内容（151） （一）《课程
标准》将高中阶段划分为水平五、水平六两级学习水平（151） （二）共同必修的内容由七个系列组
成（151） 三、根据学生的需求和爱好加大运动技能学习的自主选择性（151） 四、根据可操作性和可
观察性要求设置具体的学习目标（152） 五、根据课程的发展性要求建立评价体系（152） 第三节高中
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目标体系（152） 考点梳理（152） 一、制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的依据（152
） （一）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152） （二）高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152） （三）体育与健康课程
的特点和功能（153） 二、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的设置（153） （一）总目标（153） （二）具体
目标（153） （三）水平目标（153） 三、课程的总目标（153） 四、具体目标和水平目标（153） 第四
节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内容标准（154） 考点梳理（154） 一、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水平五的内容标
准（154） 二、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体系、内容标准与学习内容的关系（157） （一）高中体育与
健康课程内容标准（157） （二）内容标准没有规定具体的学习内容（157） （三）体育与健康课程的
学习内容（157） （四）总目标、具体目标和水平目标是制定内容标准的前提和依据（157） 第二章高
中体育教学内容选择与安排 从考试大纲看本章考点（158） 考点聚焦（158） 第一节高中《体育与健康
》课程学习内容分析（158） 考点梳理（158） 一、课程学习内容中的系列与模块（158） （一）必修
内容（159） （二）必修选学内容（160） 二、健康教育专题系列的学习内容（160） （一）健康教育
专题系列定义（160） （二）健康教育专题系列的学习内容（160） 三、运动技能系列的学习内容
（160） （一）田径类项目（161） （二）球类项目（161） （三）体操类项目（162） （四）民族民间
体育项目（162） （五）水上或冰雪类项目（163） （六）新兴运动类项目（163） 第二节高中体育教
学内容的选择与安排（163） 考点梳理（163） 一、选择体育教学内容的原则（163） （一）目标引领
的原则（163） （二）科学性原则（164） （三）实用性原则（164） （四）安全性原则（164） （五）
可行性原则（164） 二、竞技运动项目的改造（164） 三、模块教学内容的安排（165） （一）将目标
融于模块内容之中（166） （二）处理好模块内容的纵横联系（166） （三）考虑主项教材需要增补和
变化的内容（166） 第三节高中学生体育选项安排（169） 考点梳理（169） 一、学生对学习内容的选
择（169） 二、选项程序（169） 三、学生选项的指导（170） （一）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170） （二
）正确引导学生做好选项工作（170） 第三章体育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从考试大纲看本章考点（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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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聚焦（171） 第一节体育教学资源概述（171） 考点梳理（171） 一、体育教学资源的含义（171
） 二、体育教学资源的分类（171） 三、现代教育技术在体育教学中的作用（171） 四、体育教学资源
的利用与开发（172） （一）体育教学资源利用与开发应考虑的因素（172） （二）体育教学资源利用
与开发的意义（173） 第二节体育课程内容的开发与利用（174） 考点梳理（174） 一、体育锻炼项目
的开发与利用（174） （一）常用身体练习的选择与利用（174） （二）现有运动项目的改造（174） 
（三）新兴运动项目的引进与改造（174） （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项目的引入与继承（175） 二、体
育课件的制作与利用（175） （一）PPT课件的制作技巧（175） （二）多媒体课件的利用（176） 第
三节场地器材的开发与利用（177） 考点梳理（177） 一、挖掘常用体育器材的潜在功能（177） 二、
废物利用，制作简易体育器材（177） 三、生活物品的利用（178） 四、改造现有体育场地器材，提高
利用率（179） 五、合理布局和设计学校体育场地器材（179） 第四章高中体育教学设计 从考试大纲看
本章考点（181） 考点聚焦（181） 第一节体育课教学设计概述（181） 考点梳理（181） 一、体育教学
设计的含义（181） 二、体育教学设计的基本要素与流程（182） （一）学生的学情分析（182） （二
）体育教学目标设计（182） （三）体育教学策略的设计（182） （四）体育教学资源设计（182） （
五）体育教学流程设计（182） （六）体育教学设计的评价（182） 三、体育教学设计与体育教学计划
的异同（183） 四、体育教学设计的一般要求（183） （一）体育教学设计要全面贯彻《课程标准》
（183） （二）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重视教师的指导作用（183） （三）教学内容的选取要具有
时代感，激发高中生的学习兴趣（183） （四）教学设计应考虑学校客观存在的现实条件（184） （五
）教学设计应做到统一要求与灵活性相结合（184） 五、体育教学设计方案评价的内容与标准（184） 
（一）体育教学设计方案评价（184） （二）教学目标的评价标准（184） （三）教学策略的评价标准
（184） （四）教学设计方案有效性的评价标准（185） 第二节体育教学策略的选择与设计（185） 考
点梳理（185） 一、体育教学策略的特征（185） （一）指向性（185） （二）整体综合性（185） （三
）可操作性（185） （四）教学调控性（185） （五）灵活性（186） 二、常用的体育教学策略类型
（186） （一）示范—模仿教学策略（186） （二）分层（类）教学策略（186） （三）情境教学策略
（186） （四）自主学习教学策略（186） （五）主题教学策略（187） （六）支架式教学策略（187） 
三、体育教学策略选择的依据（187） （一）依据体育教学的具体目标（187） （二）依据体育教学内
容（187） （三）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187） （四）依据教师本身的素养（187） （五）依据教学策
略的适用范围（187） 四、体育教学策略的设计（188） 第三节高中体育单元教学设计（188） 考点梳
理（188） 一、高中体育单元教学设计的方法和步骤（188） （一）认真研究课程目标（188） （二）
深入钻研教材内容单元教学计划（189） （三）悉心探明学生实际（189） （四）掌握目标陈述技术
（189） （五）精心运筹教学实施（190） （六）做好单元教学评价方法的设计（190） 二、单元教学
计划的特点和要求（190） （一）单元教学计划的基本含义与特征（190） （二）单元教学计划的形式
（191） （三）单元教学计划的规模（191） （四）制定单元教学计划的要求（191） 第四节高中体育
课教案设计（192） 考点梳理（192） 一、体育实践课的备课（192） （一）备学生（192） （二）备教
材（192） （三）备组织教法（193） （四）备场地器材（193） （五）备天气（194） 二、高中体育课
教案设计的方法与步骤（194） （一）确定课时教学目标（194） （二）安排教学内容和组织形式
（194） （三）安排各项教学内容的时间（195） （四）设计课的生理负荷和练习密度（196） （五）
设计课的场地器材（196） （六）考虑适时进行学习评价（196） 三、体育课教案（又称学时教学计划
）（196） （一）理论课（健康教育类）教案（196） （二）实践课教案（196） 第三部分体育教学实
施 第一章高中体育教学 从考试大纲看本章考点（198） 考点聚焦（198） 第一节体育课组织教学的阶
段特征（198） 考点梳理（198） 一、体育课组织教学阶段划分的依据（198） （一）课堂组织教学的
需要（198） （二）学生机体工作能力的变化（198） 二、体育课组织教学的阶段特征（199） 三、体
育课的结构（199） 第二节高中体育课教学的组织形式（200） 考点梳理（200） 一、体育课教学组织
形式与管理（200） 二、体育课教学组织形式的类型（200） 三、影响体育课教学组织形式选择的因素
（201） 四、高中体育课选项教学的组织实施（201） 第三节体育课教学环境的创设（202） 考点梳理
（202） 一、体育教学环境的概念要素与特点（202） （一）体育教学环境的概念（202） （二）体育
教学环境的要素（202） （三）体育教学环境的特点（202） 二、优化体育教学环境的策略（203） （
一）体育教学物理环境的优化策略（203） （二）体育教学心理环境的优化策略（203） 三、体育课场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公最新版2013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专>>

地器材的布置（204） （一）体育场地标志线（物）的布置（204） （二）体育器材的布置（204） 四
、体育课堂常规（205） （一）体育课堂常规的基本内容（205） （二）执行体育课堂常规的注意事项
（205） 五、体育课突发事件的类型及应变措施（206） （一）来自学生方面的突发事件及应变措施
（206） （二）来自教师方面的突发事件及应变措施（206） （三）非人为的突发事件及应变措施
（206） 第四节体育课运动负荷的安排与调控（207） 考点梳理（207） 一、体育课的适宜运动负荷
（207） （一）运动负荷的含义（207） （二）对运动负荷的理解和认识（207） 二、体育课运动负荷
的量度（207） 三、合理安排体育课运动负荷的注意事项（208） （一）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安排
运动负荷（208） （二）根据体育课的类型安排运动负荷（208） （三）根据体育课教材的性质安排运
动负荷（208） （四）根据季节气候及场地器材条件安排运动负荷（209） 四、调控体育课运动负荷的
方法（209） 五、体育课的心理负荷（209） 第二章高中体育教学方法的运用 从考试大纲看本章考点
（210） 考点聚焦（210） 第一节体育教学方法概述（210） 考点梳理（210） 一、体育教学方法的概念
（210） 二、体育教学方法的分类（210） 三、体育教学方法选择的意义与依据（211） （一）正确选
择体育教学方法的意义（211） （二）体育教学方法选择的根据（211） 第二节体育各类教材教学方法
的运用（212） 考点梳理（212） 一、体育知识类教材教学方法的运用（212） 二、运动技能类教材教
学方法的运用（213） 三、发展体能类教材教学方法的运用（214） 第三章高中体育课学生学习指导 从
考试大纲看本章考点（215） 考点聚焦（215） 第一节体育学习策略的指导与训练（215） 考点梳理
（215） 一、体育学习策略的分类（215） （一）体育学习认知—运动策略（215） （二）体育学习认
知—调控策略（216） 二、体育学习策略指导与训练（216） （一）激发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强化元
认知（216） （二）创设情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的策略意识（217） （三）教给学生自我调
控策略（217） 第二节学生运动技能学习的指导（218） 考点梳理（218） 一、运动技能学习的导入方
式与要求（218） （一）运动技能学习的导入方式（218） （二）运动技能学习导入的要求（218） 二
、处理好言语指导（讲解）、示范与学生练习的关系（218） 三、充分利用反馈，提高学习效率（219
） 第三节新型学习方式的指导（220） 考点梳理（220） 一、学习方式的种类（220） 二、自主学习的
指导（221） （一）自主学习的特点（221） （二）自主学习的步骤（221） （三）自主学习指导的注
意事项（221） 三、探究学习的指导（222） （一）探究学习的特点（222） （二）探究学习的步骤
（222） （三）探究学习指导的注意事项（222） 四、合作学习的指导（223） （一）合作学习的特点
（223） （二）合作学习的步骤（223） （三）合作学习指导的注意事项（223） 第四部分体育教学评
价 第一章体育教学评价概述 从考试大纲看本章考点（226） 考点聚焦（226） 第一节体育教学评价功
能及其构成（226） 考点梳理（226） 一、体育教学评价的意义与功能（226） （一）体育教学评价的
意义（226） （二）体育教学评价的功能（226） 二、体育教学评价的基本构成（227） （一）为什么
评——体育教学评价的目的（227） （二）谁来评——体育教学评价的主体（227） （三）评什么——
体育教学评价的内容（228） （四）怎么评——体育教学评价的技术和手段（228） 三、体育教学评价
流程（228） 第二节体育教学评价的类型（229） 考点梳理（229） 一、按教学评价的功能分类（229） 
（一）诊断性评价（229） （二）形成性评价（229） （三）终结性评价（229） 二、按教学评价的表
达方法分类（230） （一）定量评价（230） （二）定性评价（230） 三、按教学评价的基准分类（230
） （一）绝对评价（231） （二）相对评价（231） （三）个体内差异评价（231） 第二章高中体育与
健康课程的学习评价 从考试大纲看本章考点（232） 考点聚焦（232） 第一节体育学习评价简述（232
） 考点梳理（232） 一、体育学习评价的目的（232） 二、体育学习评价的原则（233） （一）教育性
原则（233） （二）科学性原则（233） （三）动态性原则（233） （四）伦理性原则（233） 三、体育
学习评价的特点（233） （一）体育学习效果易受先天差异影响（233） （二）体育学习评价视角的多
样性（233） （三）体育教学评价的即时性（234） （四）客观因素对体育教学评价结果的影响（234
） 四、学生体育学习评价的基本要求（234） （一）评价内容体系要全面，具有可选择性（234） （二
）学习评价内容与教学内容统一（234） （三）评价方法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关注学生的进步与
发展（234） （四）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性（234） 第二节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评价的内容（235
） 考点梳理（235） 一、体能的评定（235） （一）强调与健康有关的体能评价（235） （二）根据水
平五的体能发展目标与内容框架，选择与学生所学运动技能项目相关的体能指标进行评定（235） 二
、体育与健康知识和技能的评定（235） 三、学习态度的评定（236） 四、情意表现与合作精神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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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五、健康行为的评价（236） 第三节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评价的实施（237） 考点梳理
（237） 一、高中体育学习评价方法的选择（237） （一）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237） （二）过程
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237） 二、高中体育学习评价标准的形成（239） （一）绝对性评价与相
对性评价相结合（239） （二）用离差法制定体育学习的评价标准（240） （三）采用技评和达标相结
合来制定体育学习评价标准（241） 三、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向发展（241） （一）强调学生的自我评价
和相互评价（241） （二）强调学生理解（242） （三）强调教师学习（242） 四、《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的内涵和实施（242） （一）《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内涵（242） （二）《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的基本规定（242） （三）《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项目、指标及运用（243） 第三
章体育教师教学评价 从考试大纲看本章考点（245） 考点聚焦（245） 第一节体育教师教学评价简述
（245） 考点梳理（245） 一、体育教师教学评价与体育教师评价的关系（245） 二、体育教师教学评
价的核心理念（246） （一）体育教师教学评价必须以教学的改善为目的（246） （二）体育教师教学
评价必须基于协商参与（246） 三、体育教师教学评价内容（246） （一）教学准备（246） （二）教
学过程（247） （三）教学效果（247） 四、体育教学评价指标体系（247） 五、体育教师教学评价指
标体系分配（249） （一）体育教师教学评价一级指标（249） （二）体育教师教学评价二级指标
（249） （三）体育教师教学评价三级指标（249） 第二节体育教师教学评价的方法与案例（250） 考
点梳理（250） 一、教师自我评价与案例（250） 二、同行专家评价与案例（250） 三、学生评价与案
例（252） 第三节体育教师教学反思（253） 考点梳理（253） 一、体育教师教学反思的内涵、意义及
原则（253） （一）教学反思的内涵（253） （二）教学反思的意义（253） （三）教学反思的原则
（254） 二、体育教师教学反思的内容、类型及水平（254） （一）教学反思的内容（254） （二）教
学反思的类型（254） （三）教学反思的水平（254） 三、体育教师教学反思的过程、策略及形式
（255） （一）教学反思的过程（255） （二）教学反思的操作策略（255） （三）教学反思的形式
（255） 中公教育教师资格考试课程体系（257） 中公教育全国分校一览表（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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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人体结构的基本组成 （一）细胞与细胞间质 人体细胞可分为三部分：细胞膜
、细胞质和细胞核。
细胞膜主要由蛋白质、脂类和糖类构成。
有保护细胞，维持细胞内部的稳定性，控制细胞内外的物质交换的作用。
 细胞质是细胞新陈代谢的中心，主要由水、蛋白质、核糖核酸、酶、电解质等组成。
细胞质中还悬浮有各种细胞器。
主要的细胞器有线粒体、内质网、溶酶体、中心体等。
 细胞核由核膜围成，其内有核仁和染色质。
染色质含有核酸和蛋白质。
核酸是控制生物遗传的物质。
细胞核是细胞的核心结构。
除成熟的红细胞外，所有的细胞都有细胞核。
 细胞间质是指由细胞所产生的并存于细胞周围的物质，由纤维和基质组成。
纤维包括弹性纤维、胶原纤维和网状纤维。
基质包含复合性糖类、水分和一些代谢产物等。
 （二）人体四大基本组织 1.上皮组织 上皮组织也叫做上皮，它是覆盖在身体表面或体内管腔和囊（如
肠、胃、血管、关节囊）的内表面上。
由密集的上皮细胞和少量细胞间质构成。
结构特点是细胞结合紧密，细胞间质少。
通常具有保护、吸收、分泌、排泄和感受外界刺激的功能。
 2.结缔组织 由细胞和大量细胞间质构成，结缔组织的细胞间质包括基质、细丝状的纤维和不断循环更
新的组织液，具有重要功能意义。
其功能是保护、防御、支持、修复和贮存等。
 3.肌肉组织 肌肉组织是由细长的纤维状肌细胞组成，故也称作肌纤维。
肌肉组织可分为骨骼肌、心肌和平滑肌三种。
骨骼肌与心肌的肌纤维均有横纹，又称横纹肌。
平滑肌纤维无横纹。
骨骼肌的功能是收缩与舒张，牵拉骨骼产生运动；心肌除了能收缩舒张之外，还具有自律性和传导性
。
 4.神经组织 神经组织是人和高等动物的基本组织之一，是神经系统的主要构成成分。
神经组织是由神经元（即神经细胞）和神经胶质组成。
神经元是神经组织中的主要成分，具有接受刺激和传导兴奋的功能，也是神经活动的基本功能单位。
神经胶质在神经组织中起着支持、保护和营养作用。
 人体神经组织主要由神经细胞构成。
神经细胞也叫神经元，包括细胞体和突起两部分。
神经元根据功能的不同可分为三种：感觉神经元（传入神经元）、运动神经元（传出神经元）和联络
神经元（中间神经元）。
 二、人体主要器官和系统的结构特点 （一）运动系统 运动系统由骨、骨连接和骨骼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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