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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 

１ 、田径运动:就是田赛与径赛的合称。就是比高度、比远度、比速度的项目。 2 、田赛:

以时间计算成绩的竞走与跑的项目叫径赛。 3 、径赛:用远度与高度计算成绩的跳跃与投掷

项目叫田赛。 ４ 、实效性:运动技术的实效性就是指完成动作时,能发挥人体的最大能力,

从而产生最大作用并获得最佳的运动效果。 ５ 、经济性:运动技术的经济性就是指在运动

过程中,合理的运用体力,在获得最佳运动效果的前提下,最经济地使用人体的能量。 6 、运

动能力:指的就是人们在完成某一动作时所表现的本领。 7 、周期性运动:它就是人体的运

动的一种形式,就是指多次循环或重复做某一相同的动作,每循环或重复一次为一个周期、 

8 、技术质量:指的就是所完成的动作接近技术的好坏的程度。 9 、内力:人体的内力指的

就是人体运动时人体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力。 10 、外力:外力就是指人体与外

界物体相互作用时,外界物体对人体作用的力。 11 、步长:就是指跑时两脚着地点间的距离。 

12 、步频:就是单位时间内两腿交换的次数。 13 、后蹬角:后蹬腿的力点与身体重心的连

线与地面之间构成的夹角叫后蹬角。 14 、重心波动差:在走、跑过程中,身体重心轨迹有上

下、左右的波动,其上下波动的差数称重心波动差。 １5 、补尝作用:人体做空中动作时,为

了维持身体平衡身体其它一些环节所做的一些相应的补偿动作,这种补充动作所起的作用称

为补偿作用。 1６ 、腾起角:就是指人体起跳时,身体重心腾起的初速度方向与水平面之间

的夹角。 １7 、腾起初速度:就是指人体起跳时,身体腾起离地瞬间的速度。 1８ 、出手角

度:投掷器械出手后飞行的方向线与同侧水平面的夹角。 19 、超越器械:在投掷运动最后用

力前,人体支撑点以最快的速度赶超到器械的前面,使器械远远地落在后面的身体姿势。 

20 、工作距离:最后用力时器械所处的位置到出手点之间的距离叫工作距离。 2１ 、地

斜角:投掷运动中,器械出手点与落地点之间的连线与水平线间的夹角称地斜角。 2２ 、冲

击角:就是指器械的纵轴线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 23 、最后用力:就是指在投掷运动技术中,

当助跑(包括滑步与旋转)结束后,按由下肢到上肢的正确用力顺序,通过投掷臂与手的动作,以

最大的作用力与最快的速度将器械抛射出去这一动作过程。 24 、身体训练:就是指发展力

量、耐久力、速度素质以及灵敏、协调与柔韧性等身体素质的训练。 25 、一般身体训练:

也称全面身体训练,使各项身体素质得到均衡的发展,对于掌握与提高运动技术有重要作用的

身体训练。 26 、专项身体训练:与专项有密切关系,能直接促进掌握专项技术与提高专项

成绩的身体训练叫专项身体训练。 27 、训练程:指的就是运动员身体形态结构、生理机能

运动能力及技术水平等方面,经过系统的运动训练的影响下发生适应性变化的程度。 ２8 、

心理训练:就是指提高运动员在训练与比赛中的心理承受力的练习。 29 、恢复训练:在训

练过程中与训练比赛结束时消除身体疲劳的练习叫恢复训练。 30 、内外突沿:就是指跑道

的内外边的突起边沿。 31 、计算线:用来计算各条分道周长的线叫计算线。也就就是运动

员实际跑的线。 32 、 直、曲段分界线:将跑道的直段与曲段分开,并且与纵轴线垂直相交

于园心的两条线称直、曲段分界线。 3３ 、切入差:在部分分道跑的径赛项目中,当跑过规定

的弯道路程之后,第一分道以外的各分道运动员在往里道切入时多跑的路程叫切入差。 34 、

起跑线前伸数:为使运动员在分道比赛中跑的路程相等必须把第一分道以外的各分道多跑的

路程从第一分道起点处向前伸出去,各分道前伸的长度就叫该分道的起跑线前伸数。 35 、

赛次:径赛项目的“赛次”就是指预赛、次赛、复赛与决赛。即竞赛过程的顺序,也就是径赛

项目比赛阶段。 36 、轮次:就是就田赛项目而言,高度项目以一个高度为一轮次,一个高度有

三次试跳机会;远度项目,以所有运动员按顺序试跳或试掷完一次为一轮次。  3７ 、附加赛:

在径赛的各赛次中,按成绩录取最后名次时,有两名或两名以上成绩相等,对下一赛次人数有

影响,总裁判长指定成绩相等者重新比赛,这种比赛通常称为附加赛。 38 、免跳:在高度项目

比赛时,运动员在某一轮次或该轮次的某次试跳机会中申请不跳为免跳,运动员申请“免跳”

后可参加下一轮次比赛。 39 、“极点”现象:跑时,由于氧气的供应落后于肌肉活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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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跑到一定阶段往往会出现胸闷吸吸困难,跑速降低而难于继续坚持下去的感觉,这种现象

即通常所说的“极点状态”。 ４0 、“腾空步”:跳远腾空时,保持蹬离地面瞬间的身体姿势。

即腾空初期,身体保持“跨步”姿势。 41 、支撑时期:指从脚着地起至脚离地止。 42 、腾

空时期:指从脚离地起至另一脚着地止。 43 、后摆阶段:指自后蹬脚离开地面起至膝摆到

髋臼垂直下方止。 ４4 、前摆阶段:指自膝与髋臼成垂直起摆至脚着地止。 4５ 、着地阶

段:指自脚着地(成本撑)到身体重心与地面成垂直止。 ４6 、后阶段段:指自脚与身体重心

成垂直到后蹬离地止。 47 、周期:就是指从一个姿势开始又回到这个姿势的循环动作。

48 、“退让”:就是指脚着地后为了减少阻力,所做的屈膝、屈踝等相对的放松缓冲。 49 、

纵轴:也叫中线,它把田径场地分为东西两部分,在绘图与修建场地时必须以这条线为基线。 

50 、中心点:就是指线的中点,即场地的中心。 51 、轨迹角:指投掷物飞行的轨迹与地面

形成的角度。 52 、倾斜角:就是指投掷物与地面成的角度。 53 、直段:指的就是连结两个

弯道的那部分直道,一个直段长等于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 ５４ 、直道:就是指完整的直跑

道,半圆式田径场有两个直道,供直道比赛项目使用。55 、跑道宽:就是内突沿的外缘与外突

沿的内缘之间的宽度,也称跑道总宽。 56 、分道宽:两条分道线之间一个跑道的宽度。 ５

7 、分道线:两条相邻跑道的分界线宽 5 厘米。 5８ 、背越式跳高人体通过助跑、起跳以

背对横杆的姿势越过横杆的方法叫背越式跳高。 59 、俯卧式跳高:人体通过助跑、起跳以

背对横杆的姿势越过横杆的方法叫背越式跳高。 60 、三级跳远:就是在助跑以后沿直线连

续进行三次跳跃的一项运动,其中第一跳为单足跳、第二跳为跨步跳、第三跳用双脚落入沙

坑内。 61 、撑杆跳高:撑杆跳高就是通过持竿助跑获得动能,然后借助撑竿将动能转换为撑

杆的弹性势能与重力势力,把人体送上高空腾起过杆、落地的一项运动。 62 、适量性身体

锻炼原则:适量性身体锻炼原则 , 就就是身体锻炼要有适宜生理负荷的原则 、 它就是指在

体育教学过程中 , 学生进行身体锻炼所承受的生理负荷量对增强体质要起良好的作用。 

63 、正弦丈量法:正弦丈量法也叫直弦丈量法 . 它就是一种已知弧长 , 然后用正弦定理

计算其弦长 , 再以弦量弧进行丈量弯道上长度的方法。 ６４ 、余弦丈量法:余弦丈量法

就是根据任意三角形中 , 已知两边与它们的夹角 , 应用余弦定理计算角的对边长度来丈量

弯道上长度的方法。  65 、讲解法:讲解法就是指教师用语言来表达田径运动技术动作 , 与

示范法结合 , 可帮助学生建立某一田径运动项目的正确技术概念以及教师用语言来表达动

作的方法、要领 , 指导学生进行田径运动练习。 6６ 、示范法:田径运动技术教学中的示

范法就是指教师通过具体的动作范例 , 与讲解法结合 , 使学生建立正确的技术动作概念 , 

了解动作的方法、要领 , 以指导学生学习技术动作与进行技术练习。 67 、完整练习法:完

整练习法就是把田径运动技术的全过程 , 以完整的形式进行练习。 68 、分解练习法:分

解练习法就是把完整的田径运动技术过程 , 分解为几个部分 , 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进行

练习 , 最后再把各部分动作联系、完整起来。 69 、游戏法与比赛法:游戏法就是运用游戏

的形式进行田径运动技术教学的方法。比赛法就是在比赛的条件下进行田径运动技术教学的

方法。 ７0 、 预防与纠正错误动作法预防与纠正错误动作法就是指在田径运动技术教学

中 , 针对学生可能或已经产生错误动作的原因 , 采取有效的措施 , 防止错误动作产生

与纠正错误动作的方法。 7１ 、间歇跑:间歇跑就是由跑的距离、速度、次数间歇时间、

间歇方式等五个因素组成的一种发展专项耐力的方法。 72 、直接指示法:直接指示法就是

教师根据学生的错误动作 , 在学生进行练习错误动作产生之前 , 向学生发出语言提示与

信号 , 引起学生的注意 , 从而纠正错误动作的方法。 73 、诱导法:诱导法就是针对学生

的错误动作 , 采用诱导性练习、模仿性练习或专门性练习 , 使学生体会正确动作的肌肉

感觉与提高相应肌肉群的协调配合能力 , 从而纠正错误动作。 74 、身体锻炼:身体锻炼就

是指用掌握的运动技术、技能去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过程。 ７5 、田径运动锻炼:田径运

动锻炼就是指用田径运动项目作为手段 , 进行身体锻炼 , 达到增强体质与提高健康水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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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过程。 7６ 、推铅球:推铅球就是单手持球置于锁骨窝处 , 站立在投掷圈的后部 , 经

过滑步 , 用全身的力量与最快的出手速度 , 把铅球推出可能获得远度的投掷项目。  

二、判断题 

1 、田径运动就是比速度、比高度、比远度的竞赛项目。( T)  

2 、田径比赛就是奥运会奖牌最多的项目。( Ｔ)  

3 、男子成年组的铅球重量为 7、2７ 公斤。(X )  

4 、用时间计算成绩的项目称为径赛。( Ｔ)  

5 、用远度计算成绩的项目称为田赛。( X)  

6 、竞走就是一项单脚支撑与腾空相交替的周期性运动。( X)  

７ 、竞走时身体重心的最高点就是在单脚支撑阶段。(X )  

8 、跑时,着地缓冲动作一般不能为人体移动提供动力。(T )  

９ 、跑时,重力既就是阻力就是动力。(Ｔ )  

10 、跑时,摩擦力虽就是阻力,但可使人体间接地获得运动的动力。(T )  

11 、跑时,脚着地时的前撑冲力,对人体向前运动起动力作用。(X )  

１2 、人体起跳时的腾起角与起跳角就是相同的。( X)  

1３ 、因为起跳就是改变人体运动的方向的动作,所以它就是跳跃中的主要技术动作。(T)  

1４ 、起跳时的放脚动作,应为制动式着地。(Ｘ )  

15 、起跳时,摆动腿及两臂快速的摆所产生的动量,向下传递到支撑点,从而增大对地面的作

用力,提高起跳效果。( T)  

16 、人体起跳腾空后,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其身体重心运动轨迹就是可以改变的。( X)  

１７ 、投掷项目助跑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身体在器械出手前获得一个良好的姿势。(Ｘ )  

1８ 、投掷中的超越器械就是由于上体主动后仰而形成的。(X )  

１9 、在旋转投掷中,当角速度一定时,旋转半径越长,其线速度越大。(Ｔ )  

20 、根据流体力学原理,顺风时投掷角度应加大,逆风时投掷角度应减少。(T)  

21 、在运用完整法进行教学时,要多做专门辅助性练习。(T)  

2２ 、田径运动训练就是在田径运动教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训练中仍有教学因素。(T )  

２3 、运动训练的内容,通常指的就是身体训练。(Ｘ )  

24 、田径运动的优异成绩,就是通过系统的、不间断的多年训练获得的。( T)  

25 、发展爆发力,可多采用一些小重量,多次数的力量练习方法。(Ｘ )  

2６ 、长跑训练一般不进行柔韧性与协调性的练习。(X )  

27 、径赛分组时,同一单位运动员应尽量排在同一组里。(X )  

２８ 、全能运动的 110 米 栏项目的比赛分组时,每组以三个人为宜。( T)  

29 、不同组别的同一径赛项目比赛,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不要衔接进行。(X)  

30 、编排竞赛秩序时,要把决赛项目与比较精彩的项目安排在最后集中进行。(X)  

３1 、总裁判长,可根据规则精神解决比赛中发生的一切问题。(T)  

32 、总裁判长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修改规则。(X)  

３3 、径赛项目检录时,凡点名不到者应取消其比赛资格。(T )  

34 、径赛运动员犯规时,检查长有权取消其比赛资格。( X)  

35 、各项接力比赛就是否在接力区内完成传接棒,应以接力棒的位置为准。(T )  

３6 、运动员完成传棒后退出跑道时,阻碍了邻道运动员的跑进,但裁判员认为就是无意的,

可以不作任何处理。( X)  

37 、在跨栏比赛中,运动员无意用手推栏架,应判为犯规。(T )  

38 、运动员如跑出自己左侧分道线,均应取消其比赛资格。(Ｘ )  

3９ 、发令员对几名运动员同时抢跑时,应分别提出警告。(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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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0 、计时员见烟开表,至运动员躯干任何部分抵达终点线后沿垂直面的瞬间停表。(Ｔ )  

41 、终点裁判员与计时员的判定不一致时,终点裁判应服从计时裁判。(X )  

４２ 、跳远运动员单脚落入沙坑,其成绩有效。(T )  

43 、跳高运动员请求免跳后,该运动员又要求恢复试跳,裁判员应允许。( X)  

４4 、某跳高运动员试跳时触及横竿,当迅速离开垫子后,横杆落下,裁判员应判试跳成功。

(X )  

45 、某撑杆跳高运动员,助跑且使撑杆插入穴斗,但两脚未离地面,裁判员也应判其试跳失

败。( X)  

46 、铅球比赛中,器械落地后,只要身体完全平衡,可以从圈的前半部走出。(X )  

4７ 、标枪出手后,在空中折断,应判为一次试掷失败。(X )  

4８ 、全能投掷项目,所有运动员均有六次试掷机会。(Ｘ )  

49 、田赛项目比赛中,运动员可以接受教练员的指导。(X )  

50 、所有投掷项目,场地的落地区均为 4０ 角。(X )  

５1 、半圆式田径场,只要分道宽与道数一样,其起跑前伸数一样。(T )  

5２ 、标准半圆式田径场内突沿的周长为 ４0０ 米 。(X )  

５3 、半圆式田径场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等于一个直道长。( X)  

54 、国际上标准半圆式田径场的半径除 ３６ 米 外,还有 ３6、５ 米 、 ３7.８９8 

米 。(T )  

55 、 10０ 米 与 200 米 跑,起跑器的安装方法就是一样的。(X )  

5６ 、加速跑时,要求步幅大、步频快、重心低。(X )  

5７ 、途中跑时,要求上体前倾大,步幅小、步频快。(Ｘ )  

58 、跑时摆动腿应为全脚掌着地。(X )  

5９ 、跑时两臂摆动动作,肘关节角度始终没有变化。(X )  

60 、弯道跑时人体向圆心方向倾斜就是为了克服离心力的作用。(T )  

６1 、在短跑技术教学的开始阶段要强调自然放松、有弹性的大步幅跑的技术。(Ｔ )  

62 、“下压式”传接棒技术的优点就是“接棒人能握住棒的一端,便于下一次传接。( T)  

63 、“上跳式”传接棒技术特点就是:动作自然,传接棒时都能握住棒的一端,便于快跑。(Ｘ )  

64 、当前中长跑技术正向着适当步长,高频率跑法的趋势发展。(T )  

6５ 、为快速攻栏,摆动腿可以伸直膝关节做攻栏动作。(X )  

66 、过栏时起跨腿膝关节应大幅度屈膝外展。(T )  

67 、弯道跨栏跑时,最好用左腿起跨。( X)  

6８ 、为获得下栏后第一步的步长,摆动腿下栏着地后,起跨腿仍应保持较高的位置。(Ｔ )  

６９ 、跳高起跳时,摆动腿的迅速向上摆动,不仅增大了起跳蹬伸的反作用力,而且提高了起

跳离地瞬间身体重心高度。(Ｔ )  

７0 、背越式跳高,有利于自然地降低身体重心与快速地起跳。(T )  

71 、俯卧式跳高起跳速度慢,但起跳产生的支撑反作用力较大。(T )  

72 、俯卧式跳高的杆上翻转动作就是靠扭腰动作而获得的。(X )  

73 、背越式跳高弧线助跑至起跳结束时身体形成背对横杆,其间身体就是沿纵轴转的。(X )  

74 、背越式跳高起跳时放脚位置应与横杆平行。(X )  

７５ 、背越式跳高,在上体越过横杆时,做“仰头”动作能使背弓做得更充分。(T )  

７6 、跳远起跳时的着地动作,应以全脚掌积极着地。(Ｘ )  

7７ 、跳远助跑步点不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加速不均匀,节奏与步长不稳。(T )  

７8 、三级跳远第一跳的换步动作,做的过早或过晚都会影响第二跳的远度。(X )  

79 、三级跳远的三跳节奏不好,主要就是第一跳过高或过远造成的。(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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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０ 、撑杆跳高的举竿动作应在助跑最后一步开始进行。(X)  

81 、推铅球滑步时,摆动腿(左腿)应积极向低趾板方向摆动。(T )  

82 、滑步结束时,铅球投影点应远离右脚支撑点(Ｔ )  

8３ 、在推铅球滑步过程中,右腿蹬地后快速收小腿与左腿摆动后的积极下压就是完成“超

越器械”动作的关键。(T )  

84 、掷标枪时做“交叉步”就是为了取得良好的超越器械姿势。( T)  

85 、掷标枪最后用力的一步,左腿前迈时,大腿不宜抬得过高。(T )  

86 、掷标枪的“满弓”动作,就是由投掷臂的主动动作形成的。(X )  

８7 、旋转掷铁饼的下肢动作过程就是双腿支撑——单脚支撑——腾空——单脚支撑——双

脚支撑。(T )  

8８ 、在中学田径教学中“循环练习”法就是一种可以采用与推广的教学手段。(T )  

89 、游戏比赛教学法,虽能培养学生体育兴趣与爱好,但不能完成体育教学任务。(X )  

90 、把用时间计算成绩的竞赛项目称之为径赛 (Ｘ )  

９1 、把用高度或远度计算成绩的竞赛项目称之为田赛 (X )  

92 、田径运动具有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重要功能 (T )  

9３ 、我国女子运动员郑凤荣在 19６6 年曾以 1、77 米 的成绩打破了世界记录 (X )  

94 、评定田径运动技术时身体素质这个环节也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X )  

9５ 、田径运动技术原理就是人们从事田径运动的理论依据 (T )  

96 、人体的身高也就是决定跳跃项目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 ( T)  

97 、在投掷器械时 , 空气阻力对长投项目影响很大 , 对短投项目影响不大 ( X)  

９８ 、中学体育教学主要就是让学生快乐 ,” 三基 ” 不就是太重要 (X )  

９9 、通常把终点线处设置为第四直曲段分界线 (X )  

100 、栏间跑主要就就是速度 , 栏间节奏并不重要 ( Ｘ)  

101 、跳远落地过程中触及沙坑以外的地面 , 沙坑外触点较沙坑内最近触点离起跳点近,  

既为犯规(X )  

1０2 、接力跑比赛时应由检查员准备接力棒。(T )  

三、选择题 

1 、田径运动的分类就是_Ａ＿__＿_＿ 。  

A 、竞走、跑、跳、投及全能项目。  

B 、跑、跳、投、全能项目  

C 、竞走、跑、跳、投  

2 、合理的竞走技术应使身体重心轨迹呈__C__＿__ 形状。  

A 、曲线 Ｂ 、直线 C 、接近直线  

3 、人体跑时,推动人体前进的主要动力就是_＿_Ｂ_＿__ 。  

Ａ 、重心 B 、支撑反作用力 C 、摩擦力  

4 、决定跑速的主要因素就是_＿__C＿＿_ 。  

Ａ 、速度 Ｂ 、爆发力 Ｃ 、步频与步长  

5 、根据公式:  可以瞧出:在腾起初速 Vｏ 一定时,腾起角 a 越接近 ９0 o ,其身体重心

腾空的高度值____＿Ｃ__ 。  

Ａ 、越小 B 、不变 C 、越大  

6 、人体腾空后,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身体重心运动的轨迹 _Ａ_＿____。  

A 、不能改变 Ｂ 、可以改变 C 、随意改变  

7 、在跳跃项目中,起跳脚着板时,应以__Ｃ_____ 先触地。  

A 、脚前掌 B 、全脚掌 C 、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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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投掷项目中,最后用力的工作距离与时间与出手初速度的关系就是__A_____ 。  

A 、增加工作距离,缩短用力时间,能增大出手初速度  

B 、缩短工作距离,用力时间不变,也能增大出手初速度  

Ｃ 、工作距离不变,增加用力时间,也能增大出手初速度。  

９ 、投掷项目的用力顺序就是＿__B____ 。  

A 、自上而下 B 、自下而上 C 、由中间的两端  

10 、技术教学时,对因概念不清而产生的错误动作的纠正方法就是 _Ｃ___＿_＿。  

A 、鼓励、启发、提高信心  

B 、加强练习,提高身体素质  

C 、通过示范,进一步讲清动作要领  

１1 、对田径运动员的赛前训练安排,一般就是____Ｂ___ 。  

A 、加大运动量 B 、减小运动量提高强度 Ｃ 、减小运动量与强度  

12 、发展速度主要就是指___C____ 。  

Ａ 、动作速度 B 、反应速度 C 、位移速度  

１3 、在编排比赛程序时,应首先安排＿__C____ 项目。  

Ａ 、田赛 B 、径赛 Ｃ 、全能  

1４ 、按名次录取分组时,应把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分编在_＿_B___ 。  

Ａ 、一组里 Ｂ 、各组里 C 、任意一组里  

15 、长距离跑的计圈工作应由_＿_B___＿ 直接负责。  

A 、径赛裁判长 B 、终点裁判长 C 、计时裁判长  

16 、计时小组三块表计取的成绩各不相同时,应以__C＿___＿ 成绩为准。  

A 、平均 B 、较差 Ｃ 、中间  

1７ 、径赛项目比赛, ＿C_＿_＿_＿有权取消犯规运动员的比赛资格。  

A 、检查长 B 、检查员 C 、径赛裁判长  

18 、跳高比赛丈量高度时,应由地面垂直丈量至横杆__A＿____ 最低处。  

A 、上沿 B 、下沿 Ｃ 、中间  

１9 、田赛各项比赛的检录工作应由___＿A___ 完成。  

A 、田赛各裁判组记录员 B 、径赛检录员 C 、田赛裁判长  

２0 、标枪比赛时,每次掷出的标枪应由＿__Ｃ__＿_ 起掷处。  

A 、裁判员扔回 B 、运动员自取 Ｃ 、裁判员送回  

21 、规则规定铅球运动员使用镁粉的部位仅限于＿＿Ａ_＿___ 。  

A 、双手 B 、双手与脚 Ｃ 、投掷圈内地面  

２２ 、全能裁判员在_＿_Ｂ____ 领导下进行裁判工作。  

A 、全能裁判长 Ｂ 、田赛裁判长 C 、径赛裁判长  

２3 、与计算起跑前伸数有关的因素有_Ｂ______ 。  

Ａ 、内突沿半径大小 B 、分道数、分道宽 C 、弯道数、弯道长  

２4 、规则规定,径赛跑道的分道宽为__B___＿_ 。  

A 、 1、12 米 或 1、1５ 米 B 、 1、2２ 米 或 １、２５ 米 C 、 １、21 米 或 1、

２３ 米 。  

２5 、丈量径赛项目距离的方法就是__A___＿_ 。  

A 、从起点线的后沿,量至终点线的后沿  

B 、从起点线的后沿,量至终点线的前沿  

C 、从起点线的前沿,量至终点线的前沿  

26 、短跑途中跑的上体动作应该就是_A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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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稍前倾 B 、较大前倾 C 、正直  

2７ 、短跑的脚掌着地动作应用___C＿__＿ 落地。  

A 、全脚掌 B 、脚跟 C 、脚前掌  

２８ 、短跑技术教学应把 放在主要地位__B_＿＿__。  

A 、起跑与起跑后的加速跑  

B 、直道途中跑  

C 、弯道跑与终点跑  

29 、 110 米 栏,起跑至跨第一栏跑八步时,应把 B_＿___＿放在前起跑器上。  

A 、摆动腿 B 、起跨腿 Ｃ 、任意一腿  

３0 、女子 １00 米 ,栏间跑三步,其三步的比例为_Ｃ__＿__＿ 。  

Ａ 、中、小、大  

B 、小、中、大  

Ｃ 、小、大、中  

31 、摆动腿下栏着地时,只有 __C__＿__关节可以缓冲。  

A 、髋关节 B 、膝关节 C 、踝关节  

３2 、传接棒时最适宜的位置就是＿_A＿____ 处。  

A 、离接力区前沿 4 － 5 米  

B 、在接力区中线  

C 、离接力区后沿 4 - 5 米  

3３ 、传棒人向接棒人发出“接”的信号时,应在距接棒人__Ａ_____ 处。  

A 、约 1、5 米 处 B 、约 2 米 C 、约 ２、5 米  

34 、背越式跳高的起跳点,距离横杆垂直面的距离为＿Ｃ___＿__ 厘米。  

Ａ 、 ５０ - 60 B 、 6０ － 80 C 、 60 － 10０  

35 、俯卧式跳高起跳时,身体重心应 __Ｂ_____。  

A 、垂直向上 B 、向横杆方向倾斜 Ｃ 、向助跑反方向倾斜  

36 、跳远起跳时的腾起角一般为_＿A____＿ 。  

Ａ 、 18 ｏ －２4 o B 、 ４5 ｏ C 、 70 o - 7６ ｏ  

３7 、挺身式跳远空中动作教学时,应以掌握 动作为主＿＿C__＿_＿。  

A 、头与躯干 B 、上肢 Ｃ 、下肢  

38 、撑杆跳高左脚起跳时,双手握竿的位置就是_＿_B___＿ 。  

A 、左手在上 B 、右手在上 C 、双手齐平  

39 、撑竿跳高,用金属竿试跳举竿时,握在下方的手向上滑动至上方手＿C__＿___ 厘米处。  

A 、 5 - １0 B 、 10 － ２０ Ｃ 、 1５ - 20  

40 、推铅球滑步结束时,右脚落在圈的中心附近与投掷方向的构成角度约为_＿_C＿___ 。  

A 、 45 o B 、 60 ｏ C 、 9０ o  

４1 、推铅球滑步结束时,两脚着地的顺序就是 __Ａ＿＿＿__。  

A 、先右后左 B 、先左后右 C 、两脚同时  

４２ 、推铅球的最后用力,在完成推动作过程时,躯干应做__B＿___ 动作。  

A 、挺胸 Ｂ 、制动 Ｃ 、前倾  

4３ 、背向滑步推铅球比侧向滑步推铅球在技术上的优越性就是_＿_Ｃ__＿_ 。  

Ａ 、提高了予先速度,便于发挥力量  

B 、提高了出手速度  

C 、加长了球在出手前的运行距离  

4４ 、掷标枪时,应在投掷步的＿_Ａ_____ 就开始做引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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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一步 Ｂ 、第二步 C 、第三步  

45 、投掷步完成引枪后,应使枪尖靠近__B____＿ 处。  

Ａ 、头顶 B 、右眉 Ｃ 、下腭  

46 、掷标枪最后用力动作,应在＿__C__＿_ 时开始。  

A 、右脚刚着地 B 、左脚着地后 C 、左脚即将着地  

４7 、掷铁饼最后用力时,左脚的落地点为___Ａ___＿ 。  

A 、在投掷方向的左侧 15 － 20 厘米处  

B 、与投掷方向一致  

C 、在投掷方向的右侧 1０ － ２0 厘米  

48 、掷铁饼旋转的第一圈的核心就是_B______ 。  

Ａ 、速度快 B 、大幅度 C 、平稳  

49 、奥运会(夏季)每隔___B____ 年举行一次。  

A 、三年 B 、四年 C 、五年  

50 、蹲踞式跳远腾空后容易产生前旋,其主要原因就是_B______ 。  

A 、摆动腿的大腿抬的不高  

Ｂ 、下肢靠近身体重心,旋转半径较短  

C 、摆动动作没有做“突停”  

51 、跑、跳、投教材在中学各类体育教材中所占的比重____A_＿_ 。  

Ａ 、最大 Ｂ 、最小 C 、一般  

5２ 、通过走跑的交替练习、定时跑、越野跑等练习可以发展学生的＿__A____ 。  

A 、一般耐力 B 、专项耐心 Ｃ 、速度耐力  

53 、在初中的跳高技术教学中,应先教____Ａ_＿_ 技术。  

A 、起跳 B 、助跑起跳 Ｃ 、过杆落地  

54 、决定投掷项目成绩的最主要因素就是 D__＿_  

A 、出手角度 B 、出手初速度 C 、用力时间  

５5 、步长就是指 －-－-－---－---－－_＿C_＿____  

A 、后蹬距离 B 、腾空距离 C 、两脚着地点之间的距离  

56 、跳跃技术的关键部分就是 ＿_B__＿＿  

A 、助跑阶段 Ｂ 、起跳阶段 C 、助跑与起跳阶段  

57 、在逆风情况下投掷标枪时,出手角与倾斜角应 _＿_Ｃ____ 

A 、出手角大些,倾斜角大些 B 、出手角小些,倾斜角大些  

Ｃ 、出手角小些,倾斜角小些  

58 、运动员在径赛项目比赛中犯规,有权决定取消其比赛资格的就是 __A_____  

A 、径赛裁判长 Ｂ 、总裁判长 C 、检查主裁判  

四、填空题 

１、第十一届亚运会于 _199０__＿__ 年在 _中国北京＿_＿__ 举行。  

2 、公元前 __776＿___ 年在 ____希腊＿_ 举行了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３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决定 _1886_____ 年在 _希腊＿__＿_ 举行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

运动会。  

4 、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成立于 ＿__1912＿__ 年,随后拟定了国际统一的田径 ＿＿竞赛

项目__＿_与 _竞赛规则____ 。  

５ 、中国运动员 ＿郑风荣＿_＿__ 、 _倪志钦___＿_ 与 __朱建华__＿_ ,曾先后打破过 

_跳高_____ 项目的世界记录。  

6 、评定田径运动技术的标准就是 __经济性＿___ 与 _实效性__＿_＿ 。  



田径理论试题库 

 

7 、合理的田径运动技术,在动作形式与内容上都必须符合 _人体解剖学__＿_＿ 、 __运

动生理学__＿_ 与 _运动生物力学____＿ 等的基本规律。  

8 、走的一个周期包括 ＿_两次单脚＿_＿_ 支撑 ＿_两次双脚_＿＿_ 支撑。  

9 、跑的一个周期包括 __两次单脚支撑____ 与 ＿＿两次腾空___＿ 。  

10 、决定跑速的主要因素就是 __步频__＿_ 与 _步长＿_＿＿＿ 。  

１１ 、影响后蹬效果的因素有后蹬力量 ＿后蹬速度___＿_ 、 __后蹬方向_＿＿_、 后蹬

角度与 ＿_后蹬的蹬伸程度_＿＿＿ 。  

１2 、影响人体跑动的外力主要有重力 _空气阻力__＿__ 、 __摩擦力_＿__ 与 _支撑

反作用力＿__＿_ 。  

13 、根据个人特点,合理调整 ＿步长_____ 与 __步频____ 的比例关系就是提高跑速的有效

途径。  

14 、摆臂对跑的动作不仅起_放松协调___＿ 作用,而且还能加强__蹬地＿__＿ 的效果。  

15 、跑的全过程可分为起跑 ＿起跑后的加速跑__＿＿_ 、 _途中跑_＿_＿_  与 _冲刺跑

＿＿_＿_ 四个部分。  

1６ 、短跑技术教学的顺序就是 ＿途中跑_____ 、 _起跑_____ 起跑后的加速跑 __冲刺跑

_＿__ 与弯道跑。  

17 、接力跑传接棒的方法有 ＿_下压式_＿_＿ 与 ＿＿上挑式____ 两种。  

18 、中长跑一般就是跑 __两三步_＿＿＿ 一呼气,跑 _两三步＿____ 一吸气。  

1９ 、跨栏步技术动作就是从 至 为止,它包括 _起跨腿着地攻栏＿_＿__ 、 __摆动腿下栏

着地＿___ 与下栏着地三个动作阶段。  

20 、 1１0 米 跨栏适宜的起跨蹬地角度约为 _ 68 ｏ -70 o__＿_＿ 度,跨栏步的长度一般约 

＿_3、5 － ３.6 __＿_ 米。  

21 、人体腾起的初速度就是由 _水平___＿_ 速度与 __垂直____ 速度合成的。  

2２ 、抛射运动的远度公式就是 ＿ S= V2 o sin ２α/ g _____ ;高度公式就是 ＿H=Ｖ2 o S 

sin 2α/2g ____＿ 。  

23 、腾起角的大小反映了起跳动作中 _水平速度____＿ 与 __垂直速度__＿＿ 的对比关

系。  

２4 、完整的跳高技术可分为 _＿助跑__＿_ 、 _起跳____＿ 与 _过杆落地_____ 三部分。  

２5 、背越式跳高助跑路线,一般前段跑 _直线___＿＿ 、后段跑 __弧线_＿__ 。  

26 、用走步丈量法,丈量背越式跳高几步助跑路线时,走的步数分别就是 ＿＿_５_＿_ 、 

__6____ 、 __7____ 步。  

２7 、在跳高教学中,要把 ＿助跑__＿__ 与 __起跳＿___ 相结合的技术做为主要教学环

节。  

28 、跳远助跑一般设两个标志,第一标志在 ＿起点＿_＿__ 处,第二标志在 _倒数 6 － 8 步_

＿___ 处。  

29 、跳远的空中动作一般有 ＿蹲踞式_＿___ 、 ＿挺身式__＿__ 与 ＿走步式__＿_＿ 三

种。  

30 、三级跳远第一跳就是用左脚起跳,其三跳的落地脚分别就是 _＿左＿__＿ 脚、 _右

_____ 脚与 _＿双__＿_ 脚。  

３1 、撑竿跳高的起跳点一般在 ＿握竿点＿__＿_ 的投影点下面。 

3２ 、投掷项目的助跑形式可分为 __直线___＿ 与 __旋转__＿_ 两种。  

３3 、在抛射公式  中, s 为器械飞行距离, Vｏ 为 __出手时的初速度＿___ ,a  

为 ＿出手角度__＿_＿ , g 为 _重力加速度_____ 。  

34 、影响投、掷效果的主要因素有 _出手速度_＿__＿ 、 __出手角度____ 、 __出手高度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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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空气阻力。  

35 、投掷时要求力作用于器械的路程要长,这个路程主要指 ＿助跑结束_____ 到 _器械出手

___＿_ 的这一段距离。  

3６ 、投掷项目器械出手的角度分别为:标枪 _  28 ｏ -３3 o __＿__ ,铁饼 _ 3０ o -3６ o ＿_

＿__ ,铅球 ＿ ３８ o －42 o ＿___＿ ,链球 _  42 o -4４ o ____＿ 。  

37 、超越器械就是由 _下肢_____ 迅速 _向前_____ 运动,使 _髋_____ 轴超越 ＿_肩 ＿

___ 轴而形成的。  

３8 、投掷器械时,手指拨动器械有助于提高 ＿＿出手速度___＿ 与 ＿器械的稳定性_＿_＿

_ 。  

3９ 、背向滑步推铅球的预备姿势有 __高姿_＿__ 与 ＿_低姿＿＿__ 两种。  

40 、推铅球技术教学应以 _＿最后用力＿___ 为重点。  

41 、掷标枪最后用力时,应使力量通过 ＿_手臂_＿_＿ 与 __手指__＿_ 作用于标枪_纵轴 _

＿_上。  

42 、投掷步就是从 _第二标志＿＿___ 开始到 _最后用力结束___＿_ 为止。  

43 、掷铁饼技术可分为 _握法＿___＿ 、 _预摆__＿＿_ 、 _旋转___＿_ 、 __最后用力＿

_与 _维持身体平衡＿_＿＿＿ 。  

４４ 、作用到铁饼上的力应就是通过饼的_几何中心_____ ,并使铁饼沿 ＿顺时针__＿_＿ 方

向自转。  

45 、田径技术教学一般分为 __学习___＿ 阶段、 __掌握＿___ 阶段、 __提高＿___ 阶段。  

４6 、田径教学中典型的直观方法就是 ＿示范法___＿_ 。  

47 、投掷项目的教学顺序为:推铅球 、 _标枪____＿ 、 ＿_铁饼＿_＿_ 与 ＿_链球____ 。  

４8 、田径教学中常用方法有 _＿讲解_＿__ 法、 __示范_＿＿_ 法、 ＿＿完整_＿＿_ 法

与分解法等。  

４9 、田径运动训练内容有 __身体训练____ 、 _技术训练＿____ 、 ＿_战术训练____ 、 _

心理训练_＿_＿_ 、 _＿恢复训练____与 ＿＿理论教育___＿ 等方面。  

５0 、田径运动训练就是全面发展运动员的＿身体素质__＿__ ,提高 __专项运动成绩____ 等

进行的专门教育过程。  

5１ 、身体素质包括: _速度_＿___ 、 _耐力_＿___ 、 __协调____ 、 ＿灵敏_____ 与 __

力量____ 。  

52 、间歇训练法就是要求在两次练习之间有一个 __严格规定＿__＿ 的间歇时间。  

53 、单周期训练全年分为 __准备____ 期、 __竞赛＿＿__ 期与 _＿过渡___＿ 期。  

54 、规则规定,径赛各项目各赛次之间最少时间间隔为: 20０ 米 及 ２０0 米 以下各

项目 ＿_45 ＿＿＿_ 分钟, 200 米 以上至 10００ 米 各项为 _＿90__＿_ 分钟, 1000 

米 以上的项目 ＿_不在同一天举行_＿＿＿ 。  

55 、全能项目各项之间的间隔不少于 __30 分钟____ 。  

５6 、编排竞赛日程的方法一般就是先 ＿径赛___＿＿ 后 __田赛____ ,先 _＿全能____ 后 

＿_单项__＿_ ,先预赛后决赛。  

57 、径赛的距离就是从起点线的 __后____ 沿至终点线的 ＿_后____ 沿。  

58 、起跑时,运动员在单项比赛中抢跑 ＿_2__＿_ 次,全能比赛中抢跑 __3＿＿＿_ 次,

即取消比赛资格。  

59 、 1１0 米 跨栏的栏高为 __ 1 、 06７ __＿_ 米,起跑线至第一栏的距离为 ＿_1３ . ７

2 ____ 米,栏间距离为 _9 、 14 ____ 米,最后一个栏至终点线 __14 、 0２ ＿___ 米。  

６0 、 100 米 跨栏的栏高为 _0.84_＿_＿_ 米,起跑线至第一栏的距离为 _＿13_＿＿_ 米,

栏间距离为 _＿８.50_＿_＿ 米,最后一个栏至终点线 _1０、50_＿_＿_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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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1 、 3000 米 障碍跑全程应越过 _＿28___＿ 次栏架, __7_＿__ 次水池。  

62 、分道跑的径赛项目,一般采用按 __道次__＿＿ 计时的方法。  

６3 、计时员＿_见枪烟或火光____ 开表,至运动员 __躯干＿___ 任何部分,抵达终点线 ＿_

后沿____ 垂直面瞬间停表。  

６4 、终点裁判长在与发令员联系之前,应先与 _＿检查长____ 与 ＿＿计时长____ 取得

联系。  

65 、单项比赛顺风跑风速超过每秒 __2 米＿___ ,全能项目超过每秒 __4 米_＿__ ,所破

纪录不予承认。  

66 、远度项目每人按 __顺序__＿_试跳 __一次___＿ 为一个轮次;高度项目以 __一个高

度____ 为一个轮次。  

6７ 、跳高运动员可在 __任何__＿_ 一高度上请求免跳。  

68 、远度项目成绩相同时,应以 __次优____ 成绩判定名次,如仍相同则应以 _＿第三优＿_

＿_ 成绩判定名次,余以类推。  

６9 、铅球比赛中,器械必须 __完全＿__＿ 落在角度线以内,试掷方为有效。  

70 、丈量成绩时,铅球以 _＿1_＿＿＿ 厘米,铁饼与链球以 ＿_２___＿ 厘米,标枪以 ＿

_２＿_＿_ 厘米,为最小单。  

７１ 、田赛项目破纪录时,必须经 __总裁判长___＿ 复查核实后方能承认。  

７2 、全能比赛,如有一项弃权则 _不予计算_____ 总成绩。  

7３ 、团体总分相同时,应以 __破纪录__＿_ 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同则以 ＿＿获第一名

____ 多者名次列前,余以类推。  

74 、径赛跑道的分道线宽为 _５_____ 厘米,分道线计算在 ＿内侧_____ 跑道的宽度以

内。  

7５ 、铅球、铁饼投掷圈外两侧延长线的长为 _＿７5____ 厘米,线宽 _＿5____ 厘米,线的 

＿_内沿__＿_ 应通过园心,并与落地区中心线垂直。  

７6 、跑道内、外突沿的高度为 __5__＿＿ 厘米,其宽度都 ＿_不记入____ 跑道宽度之

内。  

7７ 、弯道上各道的起跑线、接力区线等,应使它们的 __延长____ 线,通过弯道的_圆心_

＿_ 。  

7８ 、标枪场地落地区两侧的限制线宽应为 __5＿___ 厘米,该线 在 29 ｏ 角之内。  

79 、规则规定,第一条分道计算线应距离跑道内突沿的外沿 __３0_＿_＿ 厘米,第二条以外

的分道的计算线应距内侧分道线外沿 __20__＿_ 厘米。  

80 、铅球投掷圈直径 _＿_2.1３5___ 米。铁饼投掷圈内沿直径 _2.50_＿＿__ 米。  

81 、中学田径教学中,跑的教材包括 __发展跑的能力＿＿__ 、 ＿_快速跑_＿_＿ 、 _耐久

跑_____ 、 __接力跑＿_＿_ 与 __障碍跑_＿__ 等内容。  

82 、中学田径教材中,跳跃教材包括 ＿＿发展弹跳能力__与__跳跃能力_＿的练习,__急行跳高__

＿_ 与 __急行跳远＿___ 等内容。  

83 、中学田径教材中,投掷教材包括 _发展力量___＿＿ 与 __投掷能力_＿_＿的练习 , ＿

投铅球＿____ 与 __投手榴弹___＿ 等内容。  

84 、田径教学中的三基就是 __基本理论知识___＿ 、基本技术与 _基本技能__＿＿＿_ 。  

８５ 、我国优秀跳高运动员 _倪志钦_____ 在 1９7０ 年以 ＿_2、29 ＿＿___ 米的成绩

创造了世界记录。  

８6 、成人女子七项全能比赛顺序就是 : 第一天 10０ 米 栏、 _＿跳高____ 、推铅球、 

__200 米___＿_ 第二天跳远、 _＿掷标枪__＿__ 、 800 米 。  

87 、 18９６ 年法国教育家 ＿_皮埃尔德 、 顾拜旦＿___ 倡议召开以田径运动竞赛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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