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体育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初试科目

考试大纲

1.体育概论

体育概论是从宏观上、整体上综合研究体育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

律的学科。它从整体上把握体育的发生、发展规律、揭示体育的本质

特点，剖析体育的各种现象。考试内容主要包括：体育的起源、体育

的发展、未来发展趋势；体育的概念、体育的功能、体育的手段、体

育目的、体育体制、体育科学；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大众体育、民

族传统体育、国际体育等。

2.教育学

教育学要求考生系统掌握教育学的观点、理论和原理，深入了解

教育现象的起源、发展和规律，理解教育现象的本质以及与政治、经

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提高运用教育理论解释

现实教育现象和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创造性实施教学、管理和研

究等教育实践的素养、能力和水平。考试内容主要包括：教育与教育

学、教育功能、教育目的、教育制度、课程、课堂教学、学生评价概

述以及教育改革与发展等。

3.人体及运动解剖学

人体及运动解剖学属于生物科学中形态学范畴的科目，主要内容

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人体解剖学，具体包括除运动系统外的人

体各系统组成、功能及各器官的形态、位置、结构及功能；第二部分

为运动解剖学，是在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基础上，研究运动对人体形态



结构的影响，探索人体机械运动规律与体育技术动作的关系，具体包

括组成运动系统的骨、骨连结及骨骼肌的形态、位置、结构及功能，

体育动作的解剖学分析及体育运动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4.人体生理学

该门课程着重评价考生对人体生理学基本理论掌握程度和运用

该理论分析、解决生理学实践问题的能力。考核的主要内容：人体生

理学最近三年的研究热点和标志性成果；人体生理学研究方法；动物

实验和人体实验的伦理学限制；机体的内环境及内环境稳态；跨细胞

膜物质运输；细胞的电活动；能量代谢；体温调节；血液生理学；心

血管系统的功能、生理学特征及调节；呼吸系统及呼吸运动的调节；

神经系统的功能；内分泌系统；尿的生成和排出。

5.运动训练学

运动训练学是研究运动训练规律的科学，主要考核学生对运动训

练学基本理论掌握程度和运用该学科理论分析、解决运动训练实践问

题的能力。主要内容包括：运动训练学的研究热点与发展；竞技体育

与运动训练；项群训练理论及应用；竞技能力与运动成绩的构成及相

关知识；运动训练的基本原则；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及在训练中的运

用；运动员体能及其训练；运动员技术能力及其训练；运动员战术能

力及其训练；运动训练计划与组织（多年、年度、周、课）。

6.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理学着重了解和评价考生对运动生理学基本理论掌握程

度和运用该理论分析、解决运动生理学实践问题的能力。内容包括：



肌肉收缩与舒张原理、肌肉收缩形式、肌纤维类型与运动能力；血液

的组成与特性、血液的功能；心脏生理、血管生理、心血管活动的调

节、运动与心血管功能；呼吸运动与肺通气功能、气体交换与运输、

呼吸运动的调节、运动对呼吸机能的影响；主要营养物质在体内的代

谢、基础代谢、运动时的能量消耗与供应；肾脏的机能及运动对肾脏

机能的影响；激素的作用与特征、主要内分泌腺的内分泌功能、运动

与内分泌功能；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调控；运动技能的学习；各项

身体素质的生理学基础及训练；运动过程中人体机能状态变化规律；

运动机能的生理学评定；运动处方及其应用；儿童少年的生理特点与

体育运动；环境与运动等。

7.艺术学原理

艺术学原理考试内容包括艺术学原理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以及

发展脉络的相关理论学识。重点考察考生对艺术基本理论中常见观点

及主要内容的掌握程度；对运用全面的、发展的、系统的视角观察和

分析艺术现象，正确把握艺术活动内在规律的能力。以此评价考生的

个人艺术修养和综合素养。考察内容主要包括艺术发展史、艺术与文

化的知识；艺术观念、艺术体制和艺术品的建构与内涵；艺术门类的

具体特点；艺术创作和鉴赏过程对艺术的认知；艺术批评知识及实践

等。

8.舞蹈艺术概论

该门课程着重了解和评价考生学习和掌握舞蹈知识的基本理论、

掌握程度和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考核内容包括：从



理论学习的视角出发，结合舞蹈作品赏析，掌握舞蹈的本质与审美特

征、舞蹈艺术特性、舞蹈的社会功能、舞蹈的种类、舞蹈的发展等知

识，建立对舞蹈艺术的整体概念；从审美的角度对舞蹈艺术特征进行

全方位的分析，对舞蹈艺术本体有准确而深刻的把握；拓展结合当代

舞蹈工作的实践，全面、系统、科学地掌握舞蹈艺术的特点、规律及

舞蹈表演、创作、欣赏、评论、流传等方面的理论，着重考察考生在

掌握舞蹈基本理论之后能够解决舞蹈艺术发展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和

开展舞蹈交叉学科理论研究能力以及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9.管理学

管理学是考查应试者是否具备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深入学习和

学术研究所要求的理论和实践水平。重点考核评价学生对管理学的基

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掌握程度，综合运用管理学知识和方法解决现代

体育组织运行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内容包括：一、管理和管理者的

一般概念、组织的系统观与范式转变；二、管理思想的演进和现代管

理理论的发展；三、战略分析和战略制定；四、决策的类型和方法；

四、计划的类型和方法；五、组织的相关概念和组织结构设计、组织

变革；六、领导职能的基本理论；七、沟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八、

激励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九、组织绩效的控制与改进方法。

10.运动康复评定与康复治疗学

该门课程重点考核评价学生对运动康复评定与康复治疗技术的

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掌握程度，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与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主要内容包括：一、运动康复评定与运动技术疗法的一般



概念；二、关节活动度的评定与训练；三、肌力评定与训练；四、肌

张力评定与训练；五、平衡功能评定与训练；六、协调功能评定与训

练；七、步态分析与训练；八、偏瘫、截瘫、四肢瘫功能评定与训练；

九、心肺功能评定与训练；十、运动疗法在运动损伤与骨科的应用；

十一、运动康复治疗技术新进展。

11.普通心理学

该门课程着重了解和评价考生对普通心理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方法的掌握程度和运用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去分析、

解决有关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能力。内容包括：心理学研究对象和方法；

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语言；动机；情绪；能力；人格。

12.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学科，重点是从

出生到成熟期间的认知、情绪、社会性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主要内容

包括：心理发展的基本概念、年龄特征、影响心理发展的因素；发展

心理学研究方法和发展心理学研究的特殊性；发展心理学的发展历史；

心理发展的基本理论；婴儿期动作发展、言语发展、依恋的特点；幼

儿期的一般特征以及游戏、认知、个性和社会性等发展的特点；童年

期的一般特征以及学习、思维、个性和社会性等发展的特点；少年期

的一般特征以及心理矛盾、自我意识等发展的特点；青年期的一般特

征以及认知、情绪、个性和社会性等发展的特点；成年期的一般特征

以及智力、自我等发展的特点；老年期的一般特点以及认知、情绪、

人格等发展的特殊性，老年人的心理卫生。



13.新闻采访写作学

新闻采访写作学将采访写作的理论与实践系统化，即将应用新闻

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高度凝练概括，与新闻报道的实践充分结合，体

现学与术的融会贯通。主要内容包括：新闻采访的概念、特点、活动

方式及新闻体裁；新闻报道的策划；新闻采访的前期活动；新闻采访

的中期活动；新闻采访的后期活动；新闻写作的八大环节；时事与政

治类新闻的采访写作；经济与科技类新闻的采访写作；人物与事件类

新闻的采访写作；教卫与文体类新闻的采访写作；社会与生活类新闻

的采访写作；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记者应具备的修养等。

14.新闻学概论

该门课程着重了解和评价考生对新闻学基本理论掌握程度和运

用该理论分析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能力。内容包括：新闻活动；新闻；

新闻与信息、宣传、舆论的关系；新闻事业的产生；互联网与新媒体；

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其基本规律；新闻媒介的性质；新闻事业的功能与

效果；大众传媒与社会；新闻自由和社会控制；新闻媒介的运行体制

与管理模式；传媒业经营；新闻媒介的受众；中国新闻事业的工作原

则；新闻生产与新闻选择；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理念、职业道德和修

养；中国的新闻改革；新闻传播领域的热点事件、新技术应用及发展

变化趋势等。

15. 体质评价与运动处方

该门课程着重考核评价考生对体质评价与运动处方基本理论、基

本方法的掌握程度，综合运用体质学的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主要内容包括：一、体质的概念和内涵、体质研究的热点问题与

进展；二、身体形态的测量与评价；三、身体机能的测量与评价；四、

体质综合评价方法；五、运动增强体质的基本方法；六、运动处方的

基本概念与要素、运动处方的制定方法；七、运动处方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