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的狭义概念是一个发展身体，增强体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培养道德

和意志品质的教育过程；是对人体进行培育和塑造的过程；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A.德育 

B.智育 

C.体育 

D.美育 

2.体育的本质是以身体锻炼为基本手段，以（    ）为主要目的，这是体育区别于其他社会

活动的本质特点。 

A.增强体质 

B.娱乐消遣 

C.社会交往 

D.公益慈善 

3.体育课程将“（    ）”的指导思想作为选编教学内容的基本出发点，坚持健身性与文化

性相结合、科学性与可接受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开设兴趣选择项目。 

A.终身体育 

B.以人为本 

C.健康第一 

D.实事求是 

4.体育课程对部分身体异常和病残、体弱等特殊群体的学生，开设以（    ）的体育课程。 

A.运动量大的运动项目为主 

B.康复、保健为主 

C.学生喜好的运动项目为主  

D.理论课程为主 

5.大学体育的基本目标是根据大多数学生的基本要求而确定的，分为运动参与目标、（    ）、

身体健康目标、心理健康目标、社会适应目标等 5 个领域目标。 

A.长期目标 

B.短期目标 

C.中短期目标 

D.运动技能目标 

6.高等教育担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任。在高等院校里主要通过德育、智育、

（    ）、美育和专业教育这几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培养。 

A.体育 

B.思想 

C.品格 

D.意志品质 

7.大学体育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体育文化的功能有（    ）、情操陶冶功

能、心理疏导功能、社会实践功能。 

A.健身功能 

B.教育功能 

C.锻炼功能 

D.强身功能 

 

 



 

 

8.根据体育实践的基本特征和功能等综合因素，可以把体育划分为三个基本形态：（    ）、

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 

A.社区体育 

B.农村体育 

C.学校体育 

D.职业体育 

9.在推动素质教育实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    ）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它在我国实

现教育现代化、健康中国建设、人才强国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上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 

A.学校体育 

B.农村体育 

C.社区体育 

D.职业体育 

10.大学体育兼有课程、文化、实践等多种育人形式和载体，因而要充分挖掘、梳理大学体

育所蕴含的（    ）要素，推动大学体育向集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于一体的重要阵

地的转化，使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体育各环节。 

A.竞技 

B.健身 

C.社交 

D.思想政治教育 

11.大学体育对大学生（    ）教育培养以及人格、品质的陶冶塑造有积极、独特的作用。 

A.文化、专业的 

B.思想、道德的 

C.身体、心理的 

D.道德、专业的 

12.以下哪个是健康的标志？（    ） 

A.头发无光泽 

B.乐观开朗 

C.脸色苍白 

D.精神萎靡 

13.危害健康的行为有（    ）。 

A.吸烟酗酒 

B.早睡早起 

C.按时吃饭 

D.适量运动 

14.关于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以下错误的是（    ）。 

A.行动更加迅速 

B.动作更加准确 

C.思维更加清晰 

D.心理更加消极 

15.健身最主要的本质功能是（    ）。 

A.提高运动成绩 

B.促进健康，增强体质 

C.包治百病 



 

 

D.没有什么功能 

 

16.关于体育运动对人体骨骼产生的影响，以下错误的是（    ）。 

A.抗弯 

B.坚固 

C.抗压 

D.抗辐射 

17.体重轻于正常标准的学生体质类型为（    ）。 

A.健康型 

B.一般型 

C.消瘦型 

D.肥胖型 

18.研究发现，身体发胖前往往会出现一些异常现象，如能及时注意或可防患于未然。以下

哪项不是身体发胖前的预兆？（    ） 

A.变懒 

B.怕动 

C.贪睡 

D.厌食 

19.（    ）是世界公认的预防肥胖的经济有效、无毒副作用的方法和根本措施，也是终身

科学地控制体重的最佳方案。 

A.适量运动 

B.饮食调节结合适量运动 

C.饮食调节 

D.减少睡眠 

20.以下不属于体育运动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善的是（    ）。 

A.能缓解压力、宣泄情绪、增强信心、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B.生活步调完全以体育运动为中心，忽略对家庭与朋友的关心 

C.可以缓解、转移现代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疲劳 

D.有助于促进心理健康 

21.生活方式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对（    ）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A.健康 

B.未来 

C.人生 

D.观念 

22.健身运动后以补充（    ）为佳，也可饮用菜汁、果汁、咸菜汤等。 

A.白开水 

B.矿泉水 

C.啤酒 

D.糖盐水 

23.（    ）是指在身体、心理和社会各方面都达到完美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 

A.体质 

B.健康 

C.体能 

D.体态 



 

 

 

 

24.健康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因素：环境因素、（    ）、行

为和生活方式因素、卫生医疗因素。 

A.思想因素 

B.性格因素 

C.个性因素 

D.生物学因素 

25.生命活动或运动过程中能量供应的能源物质是（    ）。 

A.糖、脂肪和蛋白质 

B.水、无机盐和维生素 

C.糖、无机盐和维生素 

D.糖、脂肪和维生素 

26.最易被人体吸收的糖是（    ）。 

A.蔗糖、麦芽糖、乳糖 

B.葡萄糖、果糖、半乳糖 

C.淀粉、糖原、纤维素 

D.葡萄糖、蔗糖、糖原 

27.机体最主要的供能物质是（    ）。 

A.糖类 

B.脂类 

C.蛋白质 

D.维生素 

28.正常情况下，大脑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是（    ）。 

A.果糖 

B.葡萄糖 

C.酮体 

D.乳酸 

29.BMI 是评估体重是否正常的一项常用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 

A.BMI＝身高/体重（米/千克） 

B.BMI＝体重/身高（千克/平方米） 

C.BMI＝身高/体重（平方米/千克） 

D.BMI＝体重/身高（千克/米） 

30.王女士，24 岁，体重 65 千克，身高 160 厘米，她的 BMI 值为（    ）。 

A.25.39，超重 

B.28.39，肥胖 

C.23.39，正常 

D.27.39，肥胖 

31.下列不属于引起肥胖的原因的是（    ）。 

A.膳食因素 

B.社会环境因素 

C.遗传因素 

D.糖尿病 

32.（    ）对于提高抵抗力、增粗肌纤维、保持肌肉线条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A.碳水化合物 

B.脂肪 

C.蛋白质 

D.肌酸 

33.（    ）时人体在氧供应充分的条件下，由糖和脂肪参与有氧代谢供能。 

A.有氧运动 

B.无氧运动 

C.无氧糖酵解 

D.混合供能 

34.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一天至少食用新鲜蔬菜（    ）克，品种有 2～3 种，植物油 20～

30 克。 

A.500 

B.600 

C.700 

D.250 

35.运动后应休息（    ）小时后进食。 

A.2 

B.1.5 

C.1 

D.0.5 

36.运动者每天应保证（    ）个小时的充足睡眠，使机体处于完全放松状态。 

A.7～8 

B.8～9 

C.9～10 

D.6～7 

37.贯彻体育锻炼持之以恒的原则，应该注意（    ）。 

A.一次锻炼后要休息几天 

B.锻炼要有恒心，贵在坚持 

C.有时间就锻炼，没时间挤时间也要锻炼 

D.锻炼要遵从内心，不想锻炼就休息 

38.根据学生的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在制订锻炼任务、内容、方法时，必须有所区别于他

人的锻炼身体的基本原则是（    ）。 

A.持之以恒原则 

B.因人而异原则 

C.全面发展原则 

D.循序渐进原则 

39.体育锻炼的运动量应掌握在（    ）。 

A.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学习、生活 

B.达到运动量的极限 

C.想运动时就锻炼一下 

D.达到身体发热、出汗 

40.以下不属于预防运动中暑的方法是（    ）。 

A.在高温炎热环境下锻炼时，应适当减少运动量和锻炼时间，要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锻炼 

B.在高温炎热环境下要发扬不怕苦的精神，加大运动量和强度 



 

 

C.在室外锻炼时，应戴白色凉帽，穿宽松、浅色的运动服 

D.夏天在室内锻炼时，应注意通风，并备有低糖含盐的饮料 

41.在冬季进行体育锻炼时应该做到（    ）。 

A.不用做准备活动 

B.不用注意保暖 

C.大雪天气不用穿防滑的运动鞋 

D.大雾天不要锻炼 

42.了解体育锻炼过程中疲劳产生的机制，掌握合理的辨别疲劳的方法并有效地（    ）运

动性疲劳，对增进人体健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A.延长 

B.消除 

C.减轻 

D.增加 

43.初级锻炼者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运动量和运动强度要逐渐加大，切不可冒进。过

度运动后要（    ）运动量和运动强度，进行调整性练习。 

A.降低 

B.加大 

C.逐渐加大 

D.停止 

44.体育锻炼的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是指锻炼身体应从（    ）的实际情况和外界环境条件的

实际出发，确定锻炼目的，选择适宜的运动项目，合理地安排运动时间和运动负荷。 

A.个人 

B.集体 

C.经济 

D.政治 

45.（    ）是指在不改变动作结构及其外部运动负荷的情况下，按一定要求反复练习，各

次（组）练习之间的间歇时间要使运动员完全恢复，每一次练习都要在完全恢复的条件下进

行的训练方法。 

A.负重训练法 

B.重复训练法 

C.综合训练法 

D.间歇训练法 

46.两次练习之间有一个严格控制休息时间的间歇阶段，并且这个间歇阶段的长短是通过测

量练习者的心率来控制的，关键点是练习者要在尚未完全恢复体力时便开始下一组练习，这

种训练方法称为（    ）。 

A.重复训练法 

B.循环训练法 

C.综合训练法 

D.间歇训练法 

47.下列哪一个不是消除运动性疲劳的方法？（    ） 

A.改善代谢法 

B.调节神经系统法 

C.物理疗法 

D.随心所欲法 



 

 

 

 

48.以下哪项是运动过度的表现？（    ） 

A.晨脉搏减少 

B.免疫力提高 

C.疲劳不能及时消除 

D.吃饭有胃口 

49.下列不属于运动过度的表现是（    ）。 

A.受伤和肌肉疼痛的次数增加 

B.早晨起床时脉搏升高 

C.提不起精神，缺乏耐久力 

D.动作灵敏，反应快 

50.一位同学没吃早饭，上体育课时感到头晕，他补充（    ）能最快获得能量。 

A.鸡蛋 

B.牛奶 

C.花生 

D.葡萄糖 

51.（    ）是指由运动引起的人体运动能力暂时下降的生理现象。 

A.超量恢复 

B.运动性疲劳 

C.体能恢复 

D.运动性贫血 

52.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五项素质总称为（    ）。 

A.身体素质 

B.个人能力 

C.身体能力 

D.基本能力 

53.（    ）是指人体长时间持续运动和对抗疲劳的能力。 

A.力量素质 

B.耐力素质 

C.速度素质 

D.灵敏素质 

54.柔韧素质测定的方法是（    ）。 

A.引体向上 

B.仰卧起坐 

C.坐位体前屈 

D.立定跳远 

55.50 米跑反映的是人体的（    ）素质。 

A.速度 

B.耐力 

C.力量 

D.灵敏 

56.为了达到体育锻炼的目的，提高锻炼效果，在锻炼中我们应遵循（    ）原则。 

A.大运动量 



 

 

B.实战性 

C.对抗性 

D.循序渐进 

57.发展速度素质的方法是（    ）。 

A.牵拉动作的练习 

B.长时间距离的练习 

C.最快的动作练习 

D.灵敏的动作练习 

58.发展灵敏素质的有效方法是（    ）。 

A.图形变换跑 

B.自然地形跑 

C.轮流领先跑 

D.变速跑 

59.负重锻炼法是使用（    ）等重物进行身体运动来锻炼身体、增强体力的方法。 

A.杠铃 

B.双杠 

C.单杠 

D.跳绳 

60.（    ）是指肌肉紧张或收缩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能力。 

A.速度 

B.力量 

C.耐力 

D.柔韧 

61.速度是指人体快速运动的能力，可分为（    ）、动作速度、移动速度。 

A.灵敏性 

B.快速力量 

C.速度耐力 

D.反应速度 

62.下列不属于学校体育中运动损伤的发生特点的是（    ）。 

A.小伤轻伤多、软组织损伤多 

B.慢性损伤多 

C.复合损伤多 

D.严重伤及急性伤多 

63.下列不属于开放性运动损伤伤口的处理原则的是（    ）。 

A.立即拔除嵌入的物品 

B.预防感染 

C.控制出血 

D.减轻疼痛，预防休克 

64.下列不属于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是（    ）。 

A.肌肉拉伤 

B.软组织挫伤 

C.关节扭伤 

D.骨折 

65.下列不属于急性运动损伤早期的处理原则的是（    ）。 



 

 

A.制动 

B.热敷 

C.包扎 

D.抬高 

66.下列不属于急性运动损伤中期的处理方法的是（    ）。 

A.冷敷 

B.按摩 

C.针刺 

D.拔罐 

67.下列不属于急性运动损伤晚期的处理方法的是（    ）。 

A.按摩 

B.理疗 

C.冷敷 

D.功能锻炼 

68.根据肌纤维损伤的程度不同，肌肉拉伤可分为三级，下列不属于肌肉拉伤的是（    ）。 

A.肌肉痉挛 

B.捩伤 

C.部分断裂 

D.完全断裂 

69.前臂出血时应该压迫的部位为（    ）。 

A.锁骨下动脉 

B.肱动脉 

C.桡动脉 

D.尺动脉 

70.大腿及小腿出血时应该压迫的部位为（    ）。 

A.股动脉 

B.胫前动脉 

C.胫后动脉 

D.足背动脉 

71.止血带绑扎的位置是（    ）。 

A.伤口 

B.伤口上方 

C.伤口下方 

D.伤口近心端 

72.采用止血带止血法应该（    ）松解一次。 

A.5～10 分钟 

B.10～20 分钟 

C.20～30 分钟 

D.30～60 分钟 

73.骨折固定的原则不包括（    ）。 

A.有伤口时应先止血再包扎固定 

B.发生休克时应先救助休克 

C.遇开放性骨折时需先将刺出皮肤的骨端送回创口再固定 

D.夹板固定时应选择合适长宽的夹板 



 

 

74.基本急救中的“ABC”三原则不包括（    ）。 

A.保持伤者的呼吸道畅通 

B.保持伤者的正常呼吸 

C.保持伤者的正常血液循环 

D.保持与伤者的语言交流 

75.心肺复苏正确的步骤为（    ）。 

A.首先心脏胸外按压，再开放气道，最后人工呼吸 

B.首先开放气道，再心脏胸外按压，最后人工呼吸 

C.首先开放气道，再人工呼吸，最后心脏胸外按压 

D.首先人工呼吸，再心脏胸外按压，最后开放气道 

76.在运动中发生肌肉痉挛最为频繁的部位是（    ）。 

A.小腿 

B.大腿 

C.手指 

D.脚趾 

77.下列不属于运动技术性损伤的是（    ）。 

A.网球肘 

B.投掷肘 

C.跳跃膝 

D.骨折 

78.下列属于急性运动损伤的是（    ）。 

A.肌肉拉伤 

B.肩袖损伤 

C.髌骨软化症 

D.网球肘 

79.人体中结构最复杂、承受应力最大的关节是（    ）。 

A.踝关节 

B.膝关节 

C.腕关节 

D.指关节 

80.急性脑震荡发生时的临场表现不包括（    ）。 

A.意识障碍 

B.逆行性健忘 

C.自主神经功能紊乱 

D.头颅 CT 检查异常 

81.使用弹性绷带对受伤部位进行包扎时应注意（    ）。 

A.从肢体近端往末端方向包扎 

B.当缠绕到受伤部位时应减轻压力 

C.以弹绷最大长度的 90%即可获得充足的压力 

D.以螺旋状方式平均施加压力 

82.关于将受伤部位抬高的目的，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帮助受伤部位组织液回流 

B.避免受伤部位过度肿胀 

C.有利于快速恢复 



 

 

D.方便进一步检查 

 

83.下列不会造成被动牵拉伤的动作是（    ）。 

A.压腿 

B.劈叉 

C.拉韧带 

D.起跳 

84.根据运动项目的特点，下列不容易出现挫伤的项目是（    ）。 

A.体操 

B.篮球 

C.足球 

D.健美 

85.英文“CPR”的中文全称是（    ）。 

A.心肺复苏 

B.心脏按压 

C.人工呼吸 

D.心脏急救 

86.下列对心肺复苏中胸外按压的位置叙述正确的是（    ）。 

A.心脏上方 

B.胸骨上部 

C.胸骨中、下部 2/3 交界处 

D.胸骨正中，两乳头水平连线处 

87.奥林匹克运动会包括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两者均（    ）年举行一次。 

A.2 年 

B.3 年 

C.4 年 

D.5 年 

88.1992 年 7 月 21 日，国际奥委会在巴塞罗那召开第 99 次全会，决定以（    ）为榜样，

向国际社会呼吁在奥运会期间实行“奥林匹克神圣休战”。 

A.罗马 

B.埃及 

C.古希腊 

D.巴塞罗那 

89.顾拜旦提出奥林匹克运动以（    ）为宗旨。 

A.更快、更高、更强 

B.重在参与 

C.团结、和平、友谊 

D.强身健体 

90.古代奥运会是一个（    ）性的赛会。 

A.文艺 

B.教育 

C.体育 

D.宗教 

91.古代奥运会采用的是与（    ）技能紧密相关的古代体育内容。 



 

 

A.体育 

B.军事 

C.文艺 

D.知识 

92.《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    ）。 

A.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 

B.相互支持、帮助、团结和公平竞争 

C.相互团结、理解、友谊和平等对待 

D.相互团结、友谊、理解和平等对待 

93.（    ）是国际奥委会制定的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法律文件。 

A.奥林匹克条例 

B.奥林匹克规章 

C.奥林匹克章程 

D.奥林匹克宪章 

94.奥林匹克五环标志的五环颜色从左到右是（    ）。五环标志代表（    ），强调所有参

赛运动员应该以公正、坦荡的精神在赛场上相见。 

A.黄、蓝、黑、绿、红；世界和平 

B.绿、蓝、黄、黑、红；奥运会连续举办 

C.黑、蓝、黄、绿、红；轮流举办奥运会 

D.蓝、黄、黑、绿、红；五大洲的团结和全世界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相聚 

95.从（    ）举办的奥运会开始允许女子参赛。 

A.1896 年雅典 

B.1900 年巴黎 

C.1936 年柏林 

D.1904 年圣路易斯 

96.现代第一届夏季奥运会在（    ）举行。 

A.罗马 

B.雅典 

C.希腊 

D.埃及 

97.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是（    ）。 

A.刘长春 

B.刘翔 

C.姚明 

D.李娜 

98.在第 23 届夏季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    ）夺得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打破了中国

奥运会金牌“零”的纪录。 

A.王义夫 

B.许海峰 

C.李宁 

D.栾菊杰 

99.在奥运会开幕式上，（    ）的队伍是第一个入场的队伍。 

A.按英文字母排序第一 

B.希腊 



 

 

C.东道主国家 

D.下一届举办国 

100.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    ）。 

A.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B.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 

C.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愿望 

D.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理想 

101.2022 年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由北京和（    ）联合举办。 

A.哈尔滨 

B.长春 

C.张家口 

D.沈阳 

102.2022 年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吉祥物是（    ）。 

A.福娃 

B.冰墩墩 

C.雪容融 

D.飞火流星 

103.中国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中，获得奖牌数最多的是（    ）年。 

A.2000 

B.2004 

C.2008 

D.2012 

104.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是（    ）。 

A.拳击 

B.武术 

C.跆拳道 

D.柔道 

105.以下奥运项目没有男性参加的是（    ）。 

A.体操 

B.田径 

C.篮球 

D.艺术体操 

106.以下不是男子体操比赛项目的是（    ）。 

A.吊环 

B.双杠 

C.鞍马 

D.平衡木 

107.以下不属于测量类竞赛项目的是（    ）。 

A.铅球 

B.跳远 

C.铁饼 

D.射击 

108.竞技体育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和集体的运动能力去争取优异的成绩而进行的

（    ）。 



 

 

A.运动训练 

B.理论教学 

C.基础练习 

D.健身运动 

109.（    ）是在音乐的伴奏下，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有氧运动为基础，集体操、舞

蹈、健身、娱乐于一体的一项体育运动。 

A.定向越野 

B.素质拓展 

C.健美操 

D.舞龙舞狮 

110.（    ）俗称“玩龙灯”，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体育活动。 

A.舞龙 

B.舞狮 

C.武术 

D.跆拳道 

111.（    ）起源于朝鲜半岛，早期是由朝鲜三国时代的跆跟、花郎道演化而来的在韩国民

间流行的一项技击术。 

A.拳击 

B.柔术 

C.武术 

D.跆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