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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高中华民族的健康素质，培养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和体育事业发展需要的
高层次、应用型体育专门人才，改革和完善体育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体育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决定在我国设置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2005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北京体育大学等21所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的试点工作。
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又批准了42所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试
点工作。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和现行的体育科学学位是规格不同的两种学位类型，各有侧重。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办法、教育内容、培养模式、质量标准等都更突出职业要求，更注重学术性
与职业性的紧密结合，更强调面向行业，为体育系统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实践性人才。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对象是：在体育领域从事教学、训练和管理工作的在职人员，包括中小学和
大学的运动训练人员、各级运动竞赛的管理人员、中高级体育锻炼的指导人员等。
培养过程注重实务，知识要求宽、新、实，着眼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010年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报考条件为：2008年7月31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
业并取得毕业证书（一般应有学位证书）、具有体育运动实践经验的在职人员；或者2005年7月31日前
国民教育序列大学专科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具有“运动健将”以上运动技术等级的在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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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科目共有四门，分别为政治理论、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
学资格考试(含体育综合、英语)、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其中政治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考试由各招生单位单独组织，时间自行安排；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采用全国联考的方式进行，统一命题、统一阅卷；各试点单位根据全国体育硕士
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统一要求组织复试，对笔试成绩、复试成绩综合考察，择优录取。
　　为便于考生备考，全国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了《2010年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入学资格全国联考考试大纲及指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使用一张试卷，满分150分，含英语和体育综合，英语30分，
占20％，体育综合120分，占80％。
　　英语题型：语法选择题10分，每题1分；词汇选择题10分，每题1分；阅读理解二篇英语短文10分
，每篇文章5个选择题，每题1分。
共计30分。
　　体育综合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题15题，每题1分，计15分；判断题15题，
每题1分，计15分；主观题包括：论述题3题，每题15分，计45分，案例分析题3题，每题15分，计45分
。
共计1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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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十二、体育教学与课余运动训练的生理学分析十三、儿童少年与体育运动十四、环境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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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依据竞技需要原则的要求，负荷内容和手段的选择是由不同专项竞技能力的主要因素与运动员
自身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如对举重选手要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力量素质，对羽毛球选手要用大部分时间进行技术训练，对手球
队员则在许多课次中都要安排双人、多人乃至全队的配合训练。
（4）注意负荷内容的合理结构。
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构成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从总体上讲，负荷的内容是由发展体能的练习、发展技能和战术能力的练习、发展心理能力和智能的
练习组合构成的。
确定不同负荷内容的比例时，要考虑运动员的年龄、水平、运动训练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
运动项目等因素。
同时，对于同一项目的不同运动员，还要求根据运动员自身竞技能力的特点和对手的特点，安排好心
理训练的内容和手段。
（三）有效控制原则1.有效控制原则的概念有效控制原则是指要求对运动训练活动实施有效控制的训
练原则。
训练中应准确把握和控制运动训练活动的各个方面或运动训练过程的各个阶段，以及训练的内容、量
度及实施，并对它们进行及时和必要的调节，以使运动训练活动能够按照预先设计的方式运行，保证
训练目标的实现。
2.有效控制原则的理论依据（1）运动训练过程的多变性要求对其实施有效的控制。
运动训练这一社会化的活动受着多方面的影响，由多种因素构成，而来自各个方面的多种因素又都处
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
只有对不断变化的训练过程实施有效的控制，才能使实现预定的训练目标成为可能。
（2）现代控制论是实施有效训练控制的理论基础。
运用从训练过程中所采集的大量信息，对训练过程、训练对象及竞技能力发展等不同系统实施程度不
同的控制。
完整的训练控制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环节和条件：施控主体（教练员等）和被控对象（运动员等）；
控制信息（讲解、示范等）和前向信息控制通路；反馈装置、反馈信息（训练效果等）和反馈信息控
制通路。
（3）训练信息是实施有效训练控制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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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培养大批高素质的体育专业人才，以服务于我国体育事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置了体育硕士专
业学位。
2010年体育硕士专业学位联考报名时间为7月下旬，联考时间为2010年10月，具体时间见各招生单位招
生简章。
为科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综合能力和基本素质，以利于选拔优秀人才入学，全国体育
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及相关部门特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这本《2010年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入学资格全国联考考试大纲及指南》。
本书包括考试大纲和考试指南两大部分。
内容上包括：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理学和学校体育学三个部分。
其中“运动训练学”由北京体育大学李少丹、胡斌编写；“运动生理学”由河北师范大学何玉秀、张
海峰编写；“学校体育学”由首都体育学院刘海元和北京体育大学王华倬编写。
本书的编写力求反映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考试的目的是测试考生对体育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以
及分析和解决实际体育问题的能力，注重测评考生的基本素质与实践能力。
考试指南部分严格按照考试大纲的要求编写，既有系统的基础知识的讲述，又有实际的知识应用的阐
明。
衷心希望本书能为考生在复习备考中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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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年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全国联考考试大纲及指南》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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