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体育选修排球理论试题及答案（5 篇可选） 

第一篇：大学体育选修排球理论试题及答案 

大学体育选修排球理论试题及答案 

大学体育理论试题 

一、填空题： 1.排球运动起源于（1895 ）年，由美国麻省好利诺

城青年会干事威廉?摩根发明。2.（国际排球联合会）于 1947 年在法

国巴黎成立，并决定采用美式6 人制排球。3.排球运动的五大项基本技

术（垫球）、（传球）、（发球）、（扣球）、（拦网）。4.“五一”

配备即安排5 个（进攻）队员和1 个（二传）队员。5.排球比赛场区为

长（18）米，宽（9）米的长方形。6.排球网的高度，成年男子为

（2.43 米），女子为（2.24 米）。 

7.排球场地所有的线宽为（0.05）米，边线和端线包括在比赛场

地内。8.排球技术主要由（无球技术）和（有球技术）两部分组成。9.

背对垫出球的方向将球垫起的方法叫（背垫球）。10.拦网包括（单人

拦网）和（集体拦网）两种。 

11.中国女排涌现了许多优秀运动员，被称为“铁榔头”的是（郎

平）。 

12.拦网除外，在比赛中每队最多击球 3 次，超过规定次数的击球

判为（4 次击球犯规）。 

13.排球比赛中的自由防守队员简称为（自由人）。 

14.（二传）队员被誉为场上的灵魂、比赛的发动机、攻守转换的

枢纽。15.（发球）是排球技术中唯一不受他人制约的技术。16.正面

上手飘球由于发出的球产生不规则的（飘晃），使接发球更加困难。

17.垫球的击球点位于腹前（一臂距离）。 

18.身体不转动，用双手向身体侧方传球的方法叫（侧面双手传

球）。19.正面双手传球的击球点在（额前上方约一拳）的位置上。 

20.四号位队员内切作近体快或短平快掩护，三号位队员做交叉跑

动到 4 号位附近扣半高球的战术称为（夹塞）。 

二、选择题： 1、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决赛中艰难战胜 获



得冠军。（D）A、美国 B、巴西 C、古巴 D、俄罗斯 

2.每一局比赛最多可以替换___人次，可同时换 1 人次或多人次。

（D）A、3 B 、4 C 、5? D 、6 3.排球比赛中最积极、最有效的

进攻手段是_____ 

(C)A 吊球?? B 发球? C 扣球?? D 拦网 

4.对于持球、连击的判罚只有?? 有权鸣哨，其他裁判员无权。（A）

A 第一裁判员 B 第二裁判员? C 纪录裁判员? D 司线员 5.接发球进

攻也称为“?? ”。 

（B）A 防反 B 一攻 C 推攻?? D 快攻 

6.下列排球技术中属于无球技术的是__________（A）A 准备姿势

和移动 B 传球??C 垫球? D 拦网 

7.排球比赛中，下列击球动不应判作犯规的是________（C）A 捞

球 B 推球 C 脚踢球 D 按球 8.当接发球队获得发球权时，该队应该

______（D） 

A 按照逆时针方向轮转一个位置 B 换人发球?? C 继续发球 D 按顺

时针方向轮转一个位置 9.传球技术的手型，主要是以 几个手指来负

担球的压力。（C） 

A 食指和中指 B 拇指、食指和中指 C 拇指和食指 D 拇指、食指、

中指和无名指 

10.决胜局中，当一队赢得 分且领先对方 2 分为胜这一场比赛。

（D）A11 B15 C21 D25 11. 组织“边二传”进攻战术时，二传队员应

站在 号位进行。（D）A3 B6 C4 D2 12. 后排右队员在发球区将球

击出而进入比赛的行动，称为_________（C）A 后排攻? B 后排快攻 C

发球? D 击球 13.每局比赛中每队每局暂停的次数最多为 。（D）A3 

B6 C4 D2 

14.第一个获得世界排球冠军的亚洲球队是 ，其也被称为 “东

洋魔女”。（B）A 中国队 B 日本队 C 韩国队  D 印度队 15.场上的 5 号

位是指______（D） 

A 前排左侧位置 B 后排右侧位置 C 前排右侧位置 D 后排左侧位置 

16.开展最早，规模最大的世界性排球比赛是______ 



（A） 

A 世界排球锦标赛 B 世界杯赛 C 奥运会排球赛 D 世界排球联赛 

17.扣快球时以全手掌击打球的 部位 

（B） 

A 后中部 B 后中上部 C 后上部 D 后中下部 18.发球时，第二裁判

员应看接发球一方是否_______（B） 

A 发球掩护 ? B 位置错误? C 后排进攻犯规? D 自由人犯规 

19.垫球是保证接发球进攻和________的主要技术动作。（A） 

A、防守反击 

B、一次攻 

C、二传球到位 

D、四号位强攻 20.发球队员发出的球从标志杆外侧进入对方场区，

此时 。 

（B）A 不判球出界，比赛继续进行 B 判球出界，对方得分 C 重新

发球 D 判双方争球 

三、是非题： 

1.经常参加排球运动，能提高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和

心血管系统的供给作用。 

（√）2.经常参加排球运动，能培养勇敢顽强、机智灵活的心理品

质和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 3.一个完整的扣球动作由助跑、起跳、空中击球和落地等几

个部分组成。（√） 

4.垫球的部位在手腕上方 10 厘米处的地方。 

﹙×﹚ 5.“中一二”战术的特点是：形势简单，战术变化丰富多样，

适合于一般水平的初学者。 

（×）6.正面下手发球摆臂应以肩关节为轴，前后摆动。 

（√）7.自由防守队员在场上拦网就是犯规。 

8.传球主要是通过手 

指手腕协调一致的动作来弹击球完成的。 

9.由于球被击入球网而造成的球网触及队员，不算触网犯规。 



10.传球技术即是一项进攻技术，也是一项防守技术。 

（√） 

（×） 

（√）（√） 

第二篇：大学体育理论试题和答案(二) 

1、2、3、4、体育精神也是一种人文精神。（√） 

人际交往是人社会性的需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必然伴侣。（√） 

适应，不是一个生物学科的名词。它是植物与动物对外界环境的

反应并生存下来的过程。（×）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意识如何，在交往中

所结成的人际关系如何，往往是其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的综

合体现，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发展。（√） 

5、社会适应能力是指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具有良好

的人际关系和扮演社会角色的能力。（√） 

6、体育作为教育的整体部分，在促进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形成中

起着自己独特的作用。（√） 

10、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主要是指人际关系，一个人能否积极

和谐地与他人相处。（√） 

11、人们具备交往素质应包括以下几点：⑴ 诚信；⑵ 宽容和大度；

⑶ 原则与灵活；⑷ 现代感。（×） 

12、心理学家认为，个性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个体所表

现出来的经常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以及所有的意识倾向性总和。（√） 

13、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但它不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14、“养于吾身，乐于吾心”，既健身又健心，即强筋骨又振奋

精神,这是竞技体育从产生之日起就具备的功能与价值。(√) 

15、体育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体现了人类意志力的能力。（√） 

16、两强相遇勇者胜，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往往是体育精神成

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17、一个优秀的运动队不但要求运动员有良好的天赋和高水平的

竞技能力，更要求运动员所在的运动队能为他们提供充分挖掘和展现

其运动才能的集体氛围。（√） 



18、体育作为一种竞技运动，它是规范的、合作的、有组织的。

（√） 

19、适应健康，也是健康的最高境界。（×） 

20、体育的交往具有开放性，交流性与主体性协同性与互补性。

（√） 

21、人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有接受、忍耐、顺应、支配、保守、反

抗、逃避等形式。（√） 

22、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

（√） 

23、体育往往是沟通人际、阶层、党派、民族及国家统一的催化

剂。（√） 

24、人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有机体，在影响和制约人体健康的诸

多生物学因素中，主要 有机能和心理两种因素。（×） 

25、从科学思维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关系来看，人文素质的培养

对创新思维的发展大有实益，可以说：科学思维＋艺术思维＝创新。

（×） 

26、社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环境。（√） 

27、人文素养教育，它可以概括为体育教育和艺术教育。（√） 

28、运动竞赛的形式有超越政治的特点，比赛能将不同政治观点、

不同肤色的人种、不同的民族聚集在一起，从而发展国际友好关系。

（√） 

29、修养之所以重要，其中一点是因为良好的修养可以帮助人们

减少人际关系中的紧张与摩擦。（√）30、人的素质修养与人际关系

是相互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际关系决定人的素质的状况。

（×） 

31、事业的成功离不开人际交往，而人际交往始于合作。（×） 

32、诚信不是人们在交往中最基本的心理保证。（×） 

33、宽容是一种美德，爱便是宽容的出发点。（√） 

34、体育能够培养学生坦然面对竞争和胜不骄、败不馁的心理素

质，学会自我心理调节和科学训练，养成健全的心理素质。（√） 



35、社会适应指个体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环境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习

惯或态度的过程。（√） 

36、体育运动不仅有利于超脱不同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的局限，

而且还有利于各国的友好往来和民族间的相互交流。（√） 

37、体育本身作为一种强力的训练，它不需要运动者承受一定的

生理负担，更不需要运动者承受一定的心理负担或心理考验。（×） 

38、体育训练首先就应该是对规范的养成，引导学生对规范践行、

履约、并逐步形成习惯。（√） 

39、体育作为一种竞技活动，是培养学生竞争意识的有效手段。

（√） 

40、大学生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独立和自尊的要求日益增强,于是

产生了强烈的“成人感”,对交往的平等性要求越来越高。（√） 

一、单项选择题：（共 40 题） 

1、青年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是他们认识自我、认识社会、适应环

境和社会，展现自我、发展自我，形成健全人格的 B。 

A： 

重要途径； B：基本途径； C：基本特点； D： 重要特点。 

2、A 

指个体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环境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或态度的过

程。A： 

社会适应； B： 

适应； C： 

社会适应能力； D： 

人际关系。 

3、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主要是指人际关系，一个 

A 

能否积极和谐地与他人相处。A：人；B：事物；C：现象；D：事

情。 

4、青年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意识如何在交往中所结成的人际关系如

何，往往是 



C 

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的综合体现，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发展。 

A：心理； B：健康； C：心理健康； D：身体健康。 

5、B 

是人社会性的需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必然伴侣。A：社会交往； 

B：人际交往； C：人际关系； D：社会适应。 

6、经常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合作和竞争意识，交往能力，团队

精神，对集体和社会的关系程度都会得到 

D 

A：锻炼； B：适应； C：训练； D：提高。 

7、体育比赛的瞬息万变和环境气氛的变化莫测，也是培养学生适

应社会 A 的一种模拟训练。A：竞争环境； B：人文素养； C：人际交

往； D：体育运动。 

8、人对 

B 的适应有接受、忍耐、顺应、支配、保守、反抗、逃避等形式。

A：生活条件； B：社会环境； C：生活环境； D：竞争环境。 

9、D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在课程、活动、讲座、环境等方面多

管齐下，共同作用，才能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提高，才能培养学生

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让学生学会如何做人。A：人文素质； B：

创新思维； C：艺术教育； D：人文素养。 

10、体育运动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学生的人文

素质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比拟的 A。 

A：优点； B：特点； C：特长； D：优势。 

11、尊重学生的生存劝、生命权、积极切实贯彻 

C 的教育指导思想，在体育教育中以学生为主体，从“让我学”，

“让我练”转变成“我要学”，“我要练”，促进学生自主发展。A：

友谊第一； B：健身第一； C：健康第一； D：锻炼第一。 

12、在 A 

中应特别注意营造友好，和谐的课程氛围，采取有效的教育手段



和方法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A：体育教学； B：体育训练； C：体育比赛； D：运动训练。 

13、个体 

C 

包括一系列自主的适应性行为，通常表现为顺应、自制、同化遵

从、服从等具体的方式。 

A：适应； B：能力； C：社会适应； D：社会适应能力。 

14、良好的人文素养对形成大学生优秀的综合素质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不管对 

D 

还是对社会。 

A：集体； B：团队； C：多人； D：个人。 

15、人文素质的培养对 

A 的发展大有裨益，可以说，科学思维﹢艺术思维﹦创造性思想。

A：创新； B：标志； C：需要； D：总和。 

16、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具有浓厚的 C 

色彩，比较重思想，纯洁真诚。A：思想； B：情感； C：理想； 

D：友情。 

17、大学生在 B 

中十分注重感情的交流，讲求情投意合和心灵深处的共鸣。A：人

际关系； B：人际交往； C：社会关系； D：社会交往。 

18、大学生是个特殊的 B ,他们初涉人也，还没有全面走向社会，

开展积极的人际交往对大学生认识社会和促进健全人格的全面发展，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A：社会集体； B：社会群体； C：社会团体； 

D：社会环境。 

19、现代体育思想要求 

D 

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能与各方面协调合作，建立优化的人际

关系。 

A：体育； B：运动竞赛； C：运动训练； D：体育运动。 



20、体育运动是一项 

D 

，特别是对抗性项目的竞赛，个人之间，运动员与裁判员之间，

运动员与观众之间经常会发生频繁而激烈的思想感情的交流。A：健身

运动； B：健身活动； C：社会性质； D：社会活动。 

21、修养之所以重要，其中一点，是因为良好的修养可以帮助人

们减少 

B 

中的紧张与摩擦。A：社会关系； B：人际关系； C：社会因素； 

D：人际交往。 

22、人的素质修养与人际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的素

质决定人际关系的状况，比如中国 

A 

连夺得五届世界冠军，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团结与自主的集体，他

们有为国争光的运大目标，这个目标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A：女排； B：女篮； C：女足； D：女垒。 

23、一个在人生中若有所成的人，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素质与 B 

，良好的个人素质与修养便于与他人沟通和交往，便于协调好各

方面的关系。A：交往； B：修养； C：交流； D：关系。 

24、个性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A 

A：多样性、层次性、稳定性、可塑性；B：层次性、稳定性、可

塑性；C：多样性、稳定性、可塑性；D：多样性、层次性、稳定性。 

25、在足球比赛中，发生一些“假球”、“黑哨”等不 B 

的行为，如不尽快加以制止和打击，体育的公平竞争原则将无法

体现，足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将会大打折扣。A：诚实； B：诚信； 

C：诚心； D：诚恳。 

26、有远大志向的人，决不会在个人小事上斤斤计较，心底无私

天地宽，豁达大度的胸怀是良好人际交往所必备的 C。 

A：思想； B：道德； C：品质； D：观点。 



、A 

要乐于接受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在于接受现代社会的

改革与变化，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调整传统的交往方式，只有

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步伐跟上时代的要求。A：现代人； B：青年人； 

C：大学生； D：老年人。 

28、A 的人，往往是积极进取、乐观开朗的人，表现出对自己的

生活、工作、同事及身边的人处事的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A：热情洋

溢； B：诚实； C：宽容和大度； D：现代感。 

29、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后天养成的个性一经在实践中形成

和发展，它就会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中保持长时间的一惯性和 D。 

A：可塑性； B：多样性； C：层次性； D：经常性。 

30、心理学认为，个性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个体所表现

出来的经常的相对稳定的 B 

以及所有的意识倾向性总和。 

A：心理特点； B：心理特征； C：生理特点； D：生理特征。 

31、在人文主义体育的视野中，B 

不只是强力的冶炼，它也把人的情绪、态度、理想等，作为教育

取向的重要领域，从而体现人性之美好、之崇高。A：娱乐； B：体育； 

C：游戏； D：比赛。 

32、体育运动注重磨练学生的 C 

，使学生永不言败，永不停歇，养成坚忍不拔的品质。A：情绪； 

B：品质； C：意志； D：能力。 

33、体育中的各科项目总是带有 

B 

评比的特点,然而在对抗的竞争中,个人之间、集体之间不仅在竞技

上有交锋，也在思想感情上有多触。A：竞争； B：竞赛； C：对抗； 

D：对手。 

34、体育运动注重培养学生遵守规则，学会公平、公正的观念，

远离弄虚作假，形成诚实的 C。 

A：品质； B：思想； C：品格； D：作风。 



、我国优秀老运动员容志行，文明踢球 

A 

年，从不故意伤人，即使受到对方的有意侵犯，也从不施加报复，

从而形成了为人称道并影响一代又一代运动员的“志行风格”。A：

18 年； B：19 年； C：17 年； D：20 年。 

36、近二三十年来，开设了专门的 C 

课程，使得体育运动发挥了强身健体的作用，有利于学生身心的

和谐发展。 

A：生理训练； B：身体训练； C：心理训练； D：体能训练。 

37、学生或运动员及教练员在比赛中具有规范意识及纪律修养，

这是文明的表现，也是对体育事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体现，是一种 

A。 

A：道德义务； B：道德修养； C：道德行为； D：道德体现。 

38、作为运动员及教练，必须对各种 

D 

及比赛规则及技术发展动向进行研究,制定并实施符合规范及技术

要求的科学的训练方法及措施.A：行为； B：动作； C：技术； D：运

动。 

39、人们具备的交往素质应包括以下几点： 

A 

A：诚信、热情；宽容和大度、原则与灵活、现代感；B：诚信、

热情、宽容、原则、现代感；C：宽容、热情、大度、灵活、原则；D：

热情、大度、诚信、现代感、灵活。 

40、建立诚信是一件 

D 的事，而要毁灭这种诚信往往只需要一天或一件事。A：暂时； 

B：短期； C：阶段； D：长期。 

二、多项选择题：（共 20 题） 

1、下列哪些条件能体现出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意义？（ABCD） 

A：发展个性，优化个性； B：展示自我，锻炼自我； C：增长见

闻，拓宽知识面； D：保持心理平衡，增进身体健康。 



、具备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特点条件有：（B C D） 

A：竞争意识强； B：感情色彩浓； C：平等意识强； D：富于理

想化。 

3、下面哪种观点具备交往素质范畴：（B C） 

A：思想道德；B：宽容和大度； C：现代感； D：理想。 

4、体育运动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直接涉及各方面的人。参与者有

（A B C） 

A：教练员； B：裁判员； C：观众； D：社区。 

5、谁在比赛中具有规范意识及纪律修养，这是文明的表现，也是

体育事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体现，是一种道德义务。（A B C D） 

A：学生； B：运动员； C：教练员； D：裁判员。 

6、人不仅要适应周边的自然环境，还要适应社会环境，下面哪些

条件属于自然环境？（A C D） 

A：湿度； B：家庭； C：气压； D：食物。 

7、所谓适应社会环境，通常是指（A B C） 

A：国家； B；城市； C：集体；D：空气质量。 

8、下面说法正确的是：（B C D） 

A：一个良好的社会，主要是靠人际关系和谐地与他人相处。B：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C：心理

健康是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的基础和条件。 

D：体育运动不仅有利于超脱不同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的局限，而

且还有利于各国的友好往来和民族间的相互交流。 

9、下面哪些条件具备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基本途径？（B C D） 

A：社会关系； B：展现自我； C：发展自我： D：适应环境和社

会 

10、人文素养教育，它可以概括为：（A B C D） 

A：人文社会科学； B：艺术教育； C：体育教育； D：体育锻炼。 

11、哪些条件属于个性内容？（A B C D）A：性格； B：信念； 

C：动机； D：理想。 

12、个性条件有多种特征，其中正确的是：（A C）A 多样性； B：



 C：稳定性； D：单一性。13 哪种语言具备奥林匹克精神：

（A B D）A：更高； B：更快； C 更好； D：更强。 

14、哪些原则属于发展大学生个性的原则？（A B） 

A：优势性原则； B：自觉性原则； C：积极性原则； D：统一性

原则。 

15、对大学生进行健康教育的任务，首先是使他们强烈地意识到

人的健康不仅是肉体上无病，体格发育健壮，而且还应有良好的什么？

（B C） 

A：道德修养和心理素质； B：心理素质和适应社会及环境的能力； 

C：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 D：身体素质和适应能力 

16、下面哪些方面的功能能表现出体育的社会功能？（A B C D）

A：教育功能； B；娱乐功能； C：社会情感功能； D：政治功能。 

17、指出体育交往的正确说法：（A B C D） 

A：能使人与人相互认识、信任、支持。B：能使人与人在精神上、

物质上相互影响； C：具有开放性、交流性与立体性； D：具有协调

性与互补性。 

18、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C D） 

A：体育锻炼能使组织细胞内的酶系统产生适应性变化。 

B：体育是唯一能有效克服“文明病”对人类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的

活动，是唯一能最大挽留有利于人类健康的动作属性的行为； 

C：人文素养的培养对创新思维的发展大有裨益，可以说：科学思

维﹢艺术思维﹦ 思想； 

D：人文素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在体育活动中，使学生的人文

素养得到提高，才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让学生如

何做人。 

19、下面哪些种形式属于人对社会环境的适应？（A B C D）A：

忍耐； B：接受；C：支配； D：保守。20、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 

B C） 

A：通过体育锻炼可以接触更多的人和事，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性。 

B：通过运动与人交往，增强大脑兴奋与抑制的调节功能，改善神



C：人在生活中除了需要营养、体育锻

炼、休息等生理方面的满足外，也需要家庭、友谊、支持、理解、尊

重，需要通过人际关系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D：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搞好人际关系是最主要的一方面。 

第四章 体育锻炼的原则和方法 

一、判断题 

1、早晨运动，如果太阳还没有出来，最好不要在树林里活动，因

为此时植物还未进行光合作用，排出的二氧化碳较多。（√） 

2、上午是进行激烈运动的最适宜时间，因为上午头脑最清醒，精

力最充沛。 

（×） 

3、各人的最高心率直接测量比较困难，一般男女均采用210 减年

龄来估算每分钟的最高心率。（×） 

4、决定运动负荷大少的主要因素是“量”和“强度”。（√） 

5、在运动锻炼身体的过程中，用一次又一次地做动作来增加负荷

的方法叫连续锻炼法。（×） 

6、为一般人增强体质进行负重锻炼，应该采用最大摄氧量和最大

心血输出量以下的负荷。（√） 

7、静力性力量是指肌肉作扩张收缩时产生的力量。（×） 

8、耐力练习一般主要采用长时间持续低负荷的方法，强度在中等

水平。 

（√） 

9、健步行走的最佳时间是早晨或傍晚。 

（√） 

10、健身锻炼的最根本目的是要改善人体的无氧代谢能力。 

（×） 

11、体育锻炼是维持加强生命活动，延缓人体衰老、促进人类进

化的有效手段。 

（√） 

12、康复体育是指部分器官和组织有残疾或运动功能障碍的人所



 

13、自然力锻炼不适合老年人。（×） 

14、格斗性体育是指那些掌握和运用徒手或持器械的攻防技术的

体育锻炼。 

（√） 

15、每周锻炼计划安排运动负荷应做到大中小相结合，大运动量

负荷每周 2-3 次为宜。 

（×） 

16、下午课外活动可进行较剧烈的运动，运动量以不过分疲劳，

不影响晚上的活动为宜。（√） 

17、锻炼效果的好差，与锻炼时生理负荷的适宜与否有着极为密

切关系。 

（√） 

18、体育锻炼时，机体负荷量过大，不仅不能增强体质，反而还

会损害健康。 

（√） 

19、人体结构和机能的变化，都是通过肌肉活动进行短时间的强

化来实现的。（×）20、人体对内、外环境变化的适应，是一个缓慢

的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 

（×） 

21、体育锻炼应遵循循序渐进原则，才能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

否则，非但不能增强体质，还会引起机体损伤和运动性疾患，损害身

体的健康。（√） 

22、身体素质是人体在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速度、耐

力、柔韧和灵敏等机体能力。（√） 

23、在运动锻炼身体的过程中，为了保持有价值的负荷量而不间

断地连续进行运动的方法叫重复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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