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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理工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
《体育社会学》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体育社会学》课程是广东理工

学院招收专科毕业生入读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考试课程之一。学校根据考生的成绩，按已确定的招

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该考试具有较高的信度、较高的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

难度。

Ⅱ.考试内容和要求

基本要求：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

又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这门课程一方面要求考生将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充分运

用于解释体育现象；另一方面又要从社会本质上去把握体育的特征、功能、手段和途径，用以检验学生是

否达到了《高等学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体育社会学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基本要求。

绪论

1、考试内容

（1）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

（2）中国体育社会学的最新发展

2、考试要求

（1）理解体育社会学的概念以及它的研究对象和范畴

（2）掌握中国体育改革历程中的四个总体特征

第二章 体育运动的社会分层、流动与控制

1、考试内容

（1 社会流动理论

（2）体育社会团体

2、考试要求

（1）掌握社会流动理论概念

（2）掌握体育社会团体的性质

第三章 社会结构中的体育运动

1、考试内容

（1）社会经济经历的三个形态

（2）政治家对体育运动的推动作用

（3）人口质量与体育运动

（4）体育运动与个性的形成和发展

2、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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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社会经济形态的三种形式

（2）掌握政治家对体育运动的推动

（3）掌握影响人口质量的五大因素、体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

（4）掌握个性的概念、体育中促进个性形成与发展的方法、素质教育的概念

第四章 社会文化中的体育运动

1、考试内容

（1）文化的要素

（2）体育文化

（3）正常生理状态下及运动状态下的内分泌机能的变化。

2、考试要求

（1）掌握文化要素的划分

（2）掌握体育文化的概念、体育成为文化的理由

（3）理解正常生理状态下及运动状态下的内分泌机能的变化。

第六章 社会制度中的体育运动

1、考试内容

（1）体育制度的功能

（2）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形成的背景

（3）中国体育制度改革的趋势

（4）职业体育发展历史

2、考试要求

（1）掌握体育制度所具有的功能

（2）掌握中国举国体制的概念及特征

（3）掌握中国体制创新的三线主线

（4）职业体育的概念

第七章 社会关系与互动中的体育运动

1、考试内容

（1）体育运动中的角色冲突

（2）体育运动中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2、考试要求

（1）掌握角色冲突的概念

（2）掌握体育群体的概念

第九章 竞技体育的社会学分析

1、考试内容

（1）构成社会竞争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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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要求

（1）掌握构成社会竞争的四大基本要素

第十章 社会体育的社会学分析

1、考试内容

（1）社会体育的基本含义

（2）社会体育的特点

（3）社会体育的发展现状

（4）社会体育存在的不足

2、考试要求

（1）掌握社会体育的概念

（2）掌握心社会体育的五大特点

（3）了解社会体育的发展现状

（4）理解社会体育存在的不足

第十四章 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

1、考试内容

（1）体育社会学研究程序

（2）收集资料和处理资料的方法

2、考试要求

（1）掌握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步骤

（2）掌握收集资料具体的方法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二、试卷内容比例

绪论 约占 9%

第二章 约占 9%

第三章 约占 16%

第四章 约占 12%

第六章 约占 16%

第七章 约占 9%

第九章 约占 4%

第十章 约占 16%

第十四章 约占 9%

三、试卷题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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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词解释，占 20%

2.填空题， 占 20%

3 单项选择题，占 20%

4.简答题， 占 20%

5.论述题， 占 20%

四、试卷难易度比例

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容易题、中等题、难题，三种试题分值的比例为 4:3:3。

Ⅳ.参考书目

《体育社会学》（第四版）卢元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9787040493863。

Ⅴ.题型示例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1、体育文化

2、角色冲突

二、填空题（每空 1分，共 20 分）

1、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_________,它由三个要素组成，即_______、_______、______。

2、纵观中国体育改革的历程，具有四个总体特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1、科学技术首先作用于体育的：（ ）

A、制度层次 B、价值观念

C、器物层次 D、理论方法

2、从根本上决定体育运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的是（ ）

A、社会的政治制度 B、社会文化

C、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 D、社会的经济制度

四、简答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1、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包括几个步骤？分别是什么？

2、为什么说体育是一种文化？

五、论述题（20 分）

1、试论述游戏和体育运动在青少年社会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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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理工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

《运动生理学》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运动生理学》课程是广东理工

学院招收专科毕业生入读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考试课程之一。学校根据考生的成绩，按已确定的招

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该考试具有较高的信度、较高的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

难度。

Ⅱ.考试内容和要求

基本要求：着重考核应试者是否掌握人体在体育运动过程中的机能变化规律，掌握运动与机体供能、

运动技能的形成、特殊人群的运动生理特点、不同环境下人体运动机能的变化等知识，以及综合运用相关

理论和实验知识的能力，检查学生是否达到了《高等学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运动生理学教学大纲》

所规定的基本要求。

第一章 肌肉活动

1、考试内容

（1）学习运动生理学的目的、要求及基本观点、方法，运动生理学的概念。

（2）细胞静息电位、动作电位的概念，电位变化过程、兴奋的概念和过程。

（3）肌肉收缩的原理、生命活动的来源和去路。骨骼肌的类型和代谢特点。

2、考试要求

（1）理解肌肉活动的意义、掌握肌肉收缩的原理。

（2）理解并会区分细胞静息电位、动作电位。

（3）掌握运动状态下的肌肉活动机制。掌握不同类型骨骼肌的代谢特点。

第二章 能量代谢

1、考试内容

（1）新陈代谢、物质代谢、能量代谢的概念、意义。ATP 的概念和生成过程。

（2）物质代谢、能量代谢的基本原理与过程，能量代谢的影响因素。

（3）三大营养素、三大供能系统的代谢特点、运动过程中的能量代谢。

2、考试要求

（1）掌握新陈代谢、物质代谢、能量代谢的概念。

（2）理解能量代谢的基本原理与过程。

（3）掌握生理状态下和运动过程中的磷酸原系统、糖酵解系统和有氧氧化系统的代谢机制。

第三章 神经系统的调节

1、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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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经系统的基本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的概念、组成。

（2）神经元、突触、神经递质、运动终板、反射弧等概念。反射弧的构成。

（3）脊髓、脑干、以及高位中枢对躯体运动神经的调控作用。

2、考试要求

（1）掌握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系统的概念、组成。

（2）掌握神经元的基本形态和结构、掌握相关概念。

（3）理解脊髓、脑干、以及高位中枢对躯体运动神经的调控作用。

第四章 内分泌系统的调节

1、考试内容

（1）内分泌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其概念，激素的概念、作用。

（2）各激素的分泌部位及其功，经典内分泌轴的构成和功能。

（3）正常生理状态下及运动状态下的内分泌机能的变化。

2、考试要求

（1）掌握内分泌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其概念，激素的概念、作用。

（2）掌握胰岛素、肾上腺素、甲状腺激素等激素的功能。

（3）理解正常生理状态下及运动状态下的内分泌机能的变化。

第五章 免疫与运动

1、考试内容

（1）免疫系统的基本组成、作用、分类。

（2）特异性免疫、非特异性免疫的概念，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的机制。

（3）免疫的基本过程，运动性免疫抑制的原因与预防措施。

2、考试要求

（1）掌握免疫系统的基本组成、作用、分类。

（2）掌握特异性免疫、非特异性免疫、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等概念。

（3）理解免疫的基本过程、运动性免疫抑制的原因与预防措施。

第六章 血液与运动

1、考试内容

（1）血液的组成成分、血液的作用于生理功能、血液的理化特性。

（2）什么是稳态，运动对血液组成成分的影响极其机制。

2、考试要求

（1）掌握血液的组成成分、血液的功能、血液的理化特性。

（2）掌握运动对血液组成成分的影响极其机制。

第七章 呼吸与运动

1、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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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呼吸的概念，呼吸系统的构成，肺换气、组织换气的概念。

（2）呼吸各环节发生的过程、呼吸机能的评价方法。

（3）运动对呼吸系统机能的影响极其机制。

2、考试要求

（1）掌握呼吸的概念、呼吸系统的构成，学会呼吸机能的锻炼方法。

（2）掌握呼吸各环节发生的过程、机制及呼吸功能的评定。

（3）掌握运动对呼吸系统机能的影响极其机制。

第八章 血液循环与运动

1、考试内容

（1）心脏泵血机制，体循环、肺循环的概念与过程。窦性心律的概念。

（2）心肌的生理特性，运动对心肌细胞的影响。

（3）心脏泵血的调节，心血管机能调节的机制及其与运动的关系。

2、考试要求

（1）掌握心脏泵血机制，掌握并会区分体循环、肺循环。

（2）掌握心肌的生理特性，运动对心肌细胞的影响。

（3）理解心血管机能调节的机制及其与运动的关系。

第九章 消化吸收与排泄

1、考试内容

（1）消化、吸收、排泄的概念和过程。消化系统的构成。

（2）运动状态下机体的消化、吸收、排泄功能的变化。

（3）运动时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的机能的调节机制。

（4）运动性血尿、运动性蛋白尿的概念和特点、预防机制，处理办法。

2、考试要求

（1）掌握消化、吸收、排泄的概念和过程。

（2）理解运动状态下机体的消化、吸收、排泄功能的变化。

（3）理解运动时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的机能的调节机制。

（4）掌握运动性血尿、运动性蛋白尿的概念和特点、预防机制，处理办法。

第十章 身体素质

1、考试内容

（1）身体素质的概念和构成，速度素质、力量素质、耐力素质的概念和分类。

（2）速度、力量、耐力、灵敏、柔韧等身体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3）体育运动对身体素质的影响机制。

2、考试要求

（1）掌握身体素质的概念和构成，各身体素质的概念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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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各身体素质的生理学基础。

（3）体育运动对身体素质的影响机制、不同身体素质的锻炼方法。

第十一章 运动身体机能变化

1、考试内容

（1）赛前状态、准备活动、工作状态的概念和意义。

（2）运动时身体机能的变化规律。

2、考试要求

（1）掌握赛前状态、准备活动、工作状态的概念和意义。

（2）掌握运动时身体机能的变化规律。

第十二章 运动技能的形成

1、考试内容

（1）运动性疲劳的概念、特点、生理机制及检测方法。

（2）运动技能的概念，运动技能形成的三大阶段及其影响因素。

2、考试要求

（1）运动性疲劳的概念、特点、生理机制及检测方法。

（2）掌握运动技能的概念，运动技能形成的三大阶段及其影响因素。

第十三章 年龄、性别与运动

1、考试内容

（1）儿童少年、女性、老年人的生长发育、生理特点。

（2）不同人群的健身特点及注意事项。

2、考试要求

（1）掌握儿童少年、女性、老年人的生长发育、生理特点。

（2）理解不同人群的健身特点及注意事项。，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体育指导、运动训练等健身

活动。

第十四章 肥胖、体重控制与运动处方

1、考试内容

（1）体重与身体成分的关系、肥胖的界定，体重控制的意义。

（2）运动处方的概念、原则、制定方法、制定要素等。

2、考试要求

（1）掌握人体的身体成分构成，运动控制体重和减肥的机制与意义。

（2）掌握运动处方的概念、原则、制定方法、制定要素等。

第十五章 环境与运动

1、考试内容

（1）冷环境、热环境的概念，人体体温调节机制，冷环境和热环境下的体育运动特点及机体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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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原环境、低氧环境、大气污染、生物节律等与体育运动的关系。

2、考试要求

（1）掌握冷环境、热环境的概念，人体体温调节机制，冷环境和热环境下的体育运动特点及机体代谢。

（2）理解人体运动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和适应机制。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二、试卷内容比例

第一章 约占 7%

第二章 约占 15%

第三章 约占 7%

第四章 约占 4%

第五章 约占 2%

第六章 约占 10%

第七章 约占 6%

第八章 约占 4%

第九章 约占 10%

第十章 约占 8%

第十一章 约占 2%

第十二章 约占 15%

第十三章 约占 4%

第十四章 约占 4%

第十五章 约占 2%

三、试卷题型比例

1.判断题，占 20%

2.填空题，占 20%

3.名词解释，占 15%

4.简答题，占 30%

5.论述题，占 15%

四、试卷难易度比例

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容易题、中等题、难题，三种试题分值的比例为 4:4:2。

Ⅳ.参考书目

《运动生理学》，邓树勋、王健、乔德才、郝选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9787040423099。

Ⅴ.题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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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断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赛前状态是高级神经活动的表现。（ ）

2、经常从事适量运动可提高免疫机能，降低感染性疾病的患病风险。（ ）

二、填空题（每空 2分，共 20 分）

1、呼吸系统中， 是气体进出的通道， 是肺换气的主要场所。

2、同一个体在安静或睡眠时心率 ，而运动或情绪激动时心率 。

三、名词解释（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1、能量代谢：

2、躯体感觉：

四、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1、简述儿童少年身体素质发展规律。

2、简述力量训练的原则。

五、论述题（15 分）

1、论述三大供能系统的代谢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