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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培养大批高素质的体育专业人才，从2010年起，国家开始招考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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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日制攻读体育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体育综合考试大纲及指南》。
     本书包括考试科目命题指导意见(考试大纲)和考试指南两大部分。
内容包括：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理学和学校体育学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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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运动训练学概述　　（一）运动训练学释义　　运动训练学是研究运动训练规律及有效组织
运动训练活动的行为的科学。
与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也是从实践中产生、发展的，同时它又服务于训练实践的
需要。
随着竞技体育中运动训练的不断创新、竞赛规程的日益完善以及比赛规则的不断改革，运动训练理论
也不断得以补充完善，形成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
　　（二）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　　运动训练学是为了揭示运动训练活动的规律，指导各专项运动
训练实践，使各专项训练活动建立在科学的训练理论基础之上，努力提高训练的科学化水平的一门学
科。
按其涵盖的领域，可以把运动训练理论分为一般训练理论、项群训练理论和专项训练理论三个层次。
　　一般训练理论是以阐明运动训练基本理论和训练过程中带有共性及普遍性规律为目的的理论体系
；专项训练学是以研究一个项目的本质特征、训练控制规律和参赛行为为目的的理论；项群训练理论
是以研究与项目本质相关度较高的项目群组共性的规律为目的的理论。
在这三个层次的运动训练理论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其中一般训练学源于专项训
练理论，是以专项训练理论为基础，从各个专项训练理论中总结出带有广泛适用性的共性规律，并使
其上升为对不同项目的运动训练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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