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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2018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体育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0487

摇 摇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

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摇 摇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

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 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 答题纸冶 的

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摇 摇 摇 是人对当前事物整体的直接反映。

A. 感觉 B. 知觉 C. 想象 D. 表象

2.篮球运动员在“ 运球突破冶 时更多地用到的注意类型是

A. 广阔外部 B. 广阔内部 C. 狭窄外部 D. 狭窄内部

3.摇 摇 摇 年,中国运动心理学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国际运动心理学会。

A. 1986 B. 1925 C. 1926 D. 1965

4.原始体育是在满足人的生理、心理需要基础上产生的,其根本原因是

A. 文艺复兴运动 B. “ 文明病冶 形成

C. 生产力高度发展 D. 没有语言文字产生

5.在体育教学中,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课的设计上力求新意,这是为了激起学生的哪

种内驱力?

B. 归属内驱力A. 认知内驱力

C. 自我提高内驱力 D. 以上都不是

6.跳高运动员站在助跑起点上,在做动作之前在脑子里将动作全过程过一遍“ 电影冶。 这种

所谓“ 过电影冶 的过程,在体育心理学上称为

A. 表象 B. 想象 C. 思维 D.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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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象训练时,由于注意集中的有限性,表象练习的时间一般设为摇 摇 摇 为宜。

A. 1 分钟以内 B. 3 ~ 10 分钟 C. 10 ~ 20 分钟 D. 20 ~ 30 分钟

8.下列不属于体育的赋予功能的是

A. 增进人的健康 B. 激发民族精神

C. 扩大国家的政治影响 D.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9.在情绪激动的状态下,可使人的理智程度和自我控制下降,攻击性增加,容易导致在对抗性

强或激烈的比赛中表现出不良行为,也影响战术思维、决断等理智活动。 这是情绪的

A. 增力性 B. 减力性 C. 转移性 D. 爆发性

10.感知头部位置改变时所运用的感知觉是

A. 本体运动动作感知觉

C. 本体运动方位感知觉

B. 本体运动形态感知觉

D. 本体运动时间和速度感知觉

11.以下哪一项不是体育态度的特点?

A. 先天性 B. 稳定性 C. 对象性 D. 内在结构性

12.以下哪种定向类型的动机更利于个人在体育活动中的积极表现、努力程度、持续性和运

动效果?
A. 任务参与型 B. 自我参与型

C. 高任务低自我型 D. 低任务高自我型

13.在学习理论研究中,斯金纳用摇 摇 摇 解释人类的学习。

A. 联结说 B. 观察说 C. 顿悟说 D. 强化说

14.以下项目中,不属于开放性运动技能的项目是

A. 拳击 B. 射击 C. 足球 D. 乒乓球

15.把技术动作按结构分成几个环节逐次进行练习的方法是

A. 完整法 B. 分解法 C. 集中法 D. 分散法

16.下列不属于强化动觉的练习手段是

A. 降低练习速度 B. 提示相应肌肉运动感觉

C. 分别完成个别动作 D. 观摩

17.运动技能学习过程中,在学生摇 摇 摇 ,教师的讲解重点在于突出细节。

A. 模仿动作阶段 B. 初步掌握动作之后

熟练掌握动作阶段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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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舒尔兹提出的放松方法是

A. 渐进放松方法 B. 自生放松方法 C. 松静气功 D. 以上都不是

19.在体育教学中,以下摇 摇 摇 属于言语指导形式。

A. 口哨 B. 人际距离 C. 口令和指示 D. 身体动作

20.在运动记忆中,摇 摇 摇 是最主要的记忆。

A. 形象记忆 B. 词语———逻辑记忆

C. 情绪记忆 D. 动作记忆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填空题( 本大题共 13 小题,每空 1 分,共 20 分)

21.心理测量的操作者称为摇 摇 摇 ,研究对象称为摇 摇 摇 。

22.体育兴趣对体育学习和体育锻炼具有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的作用。

23.运动表象的形式有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模仿表象、情境表象。

24.动作记忆的遗忘量远远摇 摇 摇 词语记忆的遗忘量。

25.开放性运动技能要达到高水平,个体必须对摇 摇 摇 有整体的认知,对外界变化情况有预

见能力及应激处理能力。

26.体育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学校范围内的与摇 摇 摇 、训练、

比赛有关的心理学问题。 二是研究与从事摇 摇 摇 有关的心理学问题。

27.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包括注意过程、保持过程、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28.影响体育团队凝聚力的因素主要有团队成员间的相似性、 团队中的人际关系、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

29.体育运动产生丰富的摇 摇 摇 ,是体育运动本身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体育运动吸引力所在。

30. 心理技能训练的方法有目标设置训练、放松训练、表象训练、自我暗示训练、摇 摇 摇 训练和

摇 摇 摇 训练等。

31.体育团体的凝聚力可分为任务凝聚力和摇 摇 摇 两个方面。

32.与分解法相比,摇 摇 摇 教学法更有利于开放性运动技能的学习。

33.学生学习手倒立动作时教师一边提醒他收腹,一边轻拍和推他的腹部就是让学生经历一个

获取摇 摇 摇 的认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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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34.运动表象

35.体育习惯

36.放松训练

37.认知-运动能力

38.体育团队

四、简答题( 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39.现代体育发展的社会心理因素?

40.培养体育动机的途径有哪些?

41.示范法的心理学意义是什么?

42.影响运动技能迁移的因素主要是什么?

43.问卷调查法的特点是什么?

五、论述题( 本大题 15 分)

44.如何调控学生体育学习中的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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