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概论》考试大纲

一、课程编号

二、课程类别：体育教育专业“专升本”课程。

三、编写说明

1.本考核大纲参考杨文轩、陈琦主编的第三版《体育概论》进行编写。

2.本考核大纲适用于体育教育专业“专升本”考试。

3.本考核大纲结合三类本科教学要求《体育概论》课程学习要点，来制定和

编制考试试卷的难易度。

4.本课程试卷着重于学生对知识点掌握及运用能力的考核。

四、课程考核的要求与知识点

第 1章 体育概念

1.识记：（1）了解揭示体育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2）体育的定义。

2.理解：（1）体育的分类；（2）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和健身休闲这三种重要的体

育类别。

3.运用：（1）体育概念发展演变的历史条件和过程；（2）能够灵活运用体育概念

的相关知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

第 2章 体育功能

1.识记：（1）体育本质功能的内涵和作用；（2）体育功能与体育本质属性的关系，

体育功能同人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3）体育功能的类型。

2.理解：（1）体育扩展功能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3.运用：（1）通过对体育功能的内涵与作用的掌握能够分析体育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重要价值，理解体育对促进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2）能够结合全民健身

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分析体育本质功能对实现体育“强国梦”的重大意义。

第 3章 体育目的

1.识记：（1）体育目的和目标的具体内涵。



2.理解：（1）确定我国体育目的的依据，这些依据与我国体育目的之间的关系；

（2）实现我国体育目的和目标的要求以及落实各项要求的具体内容。

3.运用：（1）体育实践中如何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体育目的和目标；（2）结合专

业特点，分析我国体育目的和目标在不同体育领域的要求。

第 4章 体育过程

1.识记：（1）体育过程的概念及构成要素；（2）体育过程的基本特征。

2.理解：（1）体育过程认识的发展。

3.运用：（1）结合自身所学专业，学会设计基于某一体育目标的体育过程内容。

第 5章 体育手段

1.识记：（1）体育手段的定义；（2）体育手段的基本特征。

2.理解：（1）体育手段与身体运动、运动技术的关系；（2）体育运动项目的特点、

形成与种类。

3.运用：（1）能够根据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及自身状态特点选择适宜的运动

项目和运动方式。

第 6章 体育科学

1.识记：（1）体育科学和体育科学体系的内涵。

2.理解：（1）世界与中国体育科学的发展历程；(2)体育科学的三维视角并知晓其

所包含的典型学科;(3)体育科学的属性及分类。

3.运用：（1）能够用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体育科学发展观，基于体育科学的形成

与发展，分析现代体育科学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

第 7章 体育文化

1.识记：（1）体育文化的含义、结构与分类。

2.理解：（1）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特点。

3.运用：（1）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加深，正确认识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

化的差异；（2）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第 8章 体育体制

1.识记：（1）体育体制的概念及其构成。

2.理解：（1）体育体制的特点和作用；（2）体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艰巨性。

3.运用：（1）运用所学知识，能够分析国外体育体制的概况及对我国的启示。

第 9章 体育未来发展趋势

1.识记：（1）体育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2.理解：（1）终身体育的内涵，并能概括出终身体育的发展趋势；

3.运用：（1）能够从某些重要的社会现象分析体育的发展趋势；（2）理解体育全

球化这一现象。

五、课程考核实施要求

1.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考试时间为 90分钟，满分为 100分。

2.考试命题

（1）本考核大纲命题内容涵盖了教材的主要内容；

（2）不同能力层次试题的比例为：了解约占 15%，掌握约占 50%，运用约占

35%；

（3）不同难易度试题的比例为：较易占 25%，中等占 50%，较难占 25%；

（4）试题类型有单选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五种题型，

其分值分布如下表：

试

题

题号 题型 分值

一 选择题 20

二 判断题 10

三 名词解释 15

四 简答题 30

五 论述题 25

合计 100



3.课程考核成绩评定

考试卷面成绩即为本课程成绩。

六、教材和参考书

1.教材

杨文轩，陈琦.体育概论（第三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2.参考书目

《现代中国体育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梁晓龙主编，人民体育出版社，202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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