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理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信息 

1. 课程定义：《生理学》是研究人类机体的生命活动现象和人体机能活动基本规律的课程，是运动人体科学专业所必

须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 

2．编写依据：本教学大纲依据《武汉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2018 年版）编写。  

3．课程性质：专业基础课。 

4．学时数（周数）与学分：72 学时，4 学分 

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掌握本大纲范围内各种生理学基本概念，掌握人体各细胞、组织、器官、系统机能

活动的基本规律，灵活运用到全民健身、竞技体育等运动实践中。 

预期学习成果 

完成课程后学生将能够：  对应毕业要求： 

1．系统掌握、理解生理学每个系统的基本功能、基本知识。                                                          
1．掌握本专业相关的生物科学、基础

医学、体育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掌握血红蛋白、血压、肺活量等基本实验操作的原理、过程及结果分析。 
2．具有从事运动人体科学教学、研究

和实验操作的基本能力。 

3．能够灵活运用生理学知识与运动实践相结合，进行机能评定。 
3．具有运动机能生物监控、国民体质

测试、科学运动健身指导能力。 



4．综合评价某一项目运动员各项生理学指标，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4．具有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科

学创新能力 

教学内容 教学时数 教学方法 预期成果 评价方法 

1.  绪论 

    （1）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知识点：生理学的任务、生理学

研究的三个水平 

    （2）机体的内环境 

知识点：内环境的概念、内环境

稳态的概念和生理意义 

（3）生理功能的调节 

知识点：神经调节、体液调节、

自身调节 

（4）体内的控制系统 

     知识点：反馈控制系统（正反馈、

负反馈）、前馈控制系统的生理作用（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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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法 

教师讲授生理学的定义、

任务、内环境的概念。 

2. 案例法 

引导学生比较内外环境

稳态的重要性、神经调节

与体液调节的不同点。 

熟练掌握生理学的任务、

内环境稳态的生理学意

义，探讨神经调节、体液

调节的相互关系。 

以小组为单位，就生理功

能的两大调节方式的共

同点与不同点推选代表

发言。 



2．  细胞的基本功能 

    （1）细胞膜的基本结构和跨膜物

质转运功能 

知识点：细胞膜的基本功能、膜

的化学组成和分子结构、细胞膜的跨膜

物质转运功能 

（2）细胞的跨膜信号转导 

知识点：信号转导概念、三类跨

膜信号转到路径（了解） 

（3）细胞的跨膜电变化 

知识点：神经和骨骼肌细胞的生

物电现象、静息电位、动作电位、局部

反应、动作电位的传导、组织的兴奋和

兴奋性 

（4）肌细胞的收缩 

    知识点：横纹肌细胞的微细结构、

神经—肌肉接点的兴奋传递、兴奋—收

缩耦联、骨骼肌收缩的分子机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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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法 

教师讲授细胞膜的化学

组成和分子结构、两大跨

膜物质转运功能。 

2. 小组讨论法 

分小组讨论细胞的动作

电位产生、神经-肌肉接点

的兴奋传递、兴奋—收缩

耦联、骨骼肌收缩的分子

机制等的串联关系。 

能够掌握并理解细胞跨

膜物质转运与细胞的电

变化、兴奋传递、兴奋—

收缩耦联、骨骼肌收缩的

分子机制之间的相互联

系。 

以小组为单位，对骨骼肌

细胞电变化、骨骼肌收缩

机制进行陈述。 



横纹肌收缩效能的因素、平滑肌（了解） 

3．  血液 

（1）血液的组成和理化特性 

知识点：血液的基本组成和血量、

血浆的化学成分、血浆的理化特性（比

重、粘滞度、渗透压、PH 值） 

（2）血细胞生理 

知识点：血细胞生成的部位和一

般过程（了解） 

（3）红细胞生理、红细胞的数量、

形态、生理特征、功能、调节（了解）、

破坏、白细胞生理、数量、分类、各类

生理特性和功能、破坏、血小板、数量、

生理特性和功能、破坏 

（4）生理性止血 

知识点：生理性止血概念、生理

性止血的基本过程、血液凝固概念、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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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法 

教师讲授血液的组成、理

化特性以及血细胞的生

理功能。 

2. 案例法 

以历史上“滴血认亲”的

案例引导学生正确的血

型鉴定方法，了解双向输

血原则。 

能够掌握血液的酸碱度、

渗透压等特征，血细胞的

正常数量和功能，正确的

输血原则。 

以小组为单位，提交一份

血红蛋白测试的原理、方

法、结果分析的实验报

告。 



血因子、凝血途径（了解）、止血栓的

溶解（了解） 

（5）血型与输血原则 

知识点：血型与红细胞凝集、红

细胞血型的分型、Rh 血型系统、输血的

原则 

4．  血液循环 

（1）心脏的生物电活动 

知识点：心肌细胞的跨膜电位、

心肌的电生理特性、体表心电图 

（2）心脏的泵血功能 

知识点：心动周期的概念、心脏

的泵血过程（了解）、心音的产生、心

泵功能的评定、心泵功能的储备、影响

心输出量的因素 

（3）血管生理 

知识点：各类血管的功能特点、

血流量和血流阻力、血压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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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法 

教师讲授心肌细胞的 4 大

生理特性、心脏泵血功能

的评价指标。 

2. 案例法 

引导学生理解心脏的泵

血过程和原理以及心音

的产生及意义。 

3. 小组讨论法 

学生收集、探讨年龄、体

位、运动等对血压的影

响。 

能够掌握评价心脏泵血

的指标及意义，血压的正

常值以及影响血压的不

同因素。 

1.  以小组为单位，提交

一份安静、运动时血压测

定的原理、方法、结果分

析的实验报告。 

2.  以小组为单位，提交

一份安静、运动后 12 导

联心电图测定的原来、步

骤、结果分析的实验报

告。 



动脉血压和动脉脉搏、动脉血压的形

成、正常值和影响因素、动脉脉搏的概

念、静脉血压和影响静脉回流的因素、

微循环、毛细血管的结构、数量、交换

面积与基本活动、血液与组织液之间的

物质交换、组织液的生成回流及其影响

因素、淋巴液的生成和回流 

（4）心血管活动的调节 

知识点：神经调节、交感神经、

迷走神经、延髓心血管运动基本中枢、

压力感受性反射、体液调节、肾上腺素

和去甲肾上腺素、肾素—血管紧张素系

统、局部血流调节、代谢性自身调节、

肌源性自身调节、动脉血压的短期调节

和长期调节（了解） 

（5）器官循环 

      知识点：冠脉循环、肺循环、脑

循环（了解） 

4. 问题法 

学生根据特定的教学主

题，合理选取教学内容与

教学方法。 



5．   呼吸 

（1）呼吸的概念和三个基本环节 

知识点：呼吸的概念和三个基本

环节 

（2）肺通气  

知识点：肺通气动力、肺通气阻

力（了解）、肺容积和肺容量、肺与肺

泡通量、呼吸功概念 

（3）肺换气和组织换气 

知识点：气体交换的原理、肺换

气、组织换气、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 

（4）呼吸运动的调节 

     知识点：延髓基本呼吸中枢、化

学感受性呼吸反射、肺扩张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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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法 

教师讲授呼吸的基本概

念、外呼吸、气体运输、

内呼吸的过程。 

2. 小组讨论法 

学生收集、探讨年龄、性

别、运动等对肺活量的影

响。 

3. 问题法 

学生根据特定的教学主

题，合理选取教学内容与

教学方法。 

能够掌握并理解呼吸的

基本过程、评定呼吸功能

的指标及意义。 

以小组为单位，提交一份

多次肺活量、用力肺活量

测定的原理、方法、结果

分析的实验报告。 

6．  消化和吸收 

（1）概述 

知识点：消化和吸收的概念、消

化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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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法 

教师讲授消化、吸收的概

念。 

2. 案例法 

能够理解消化、吸收的部

位、内容物、发生的原理

和动力。 

以小组为单位，就胃肠的

消化内容、运动方式推选

代表发言。 



（2）口腔内消化 

知识点：唾液 

（3）胃内的消化 

知识点：胃液的性质、成分和作

用、胃运动的主要形式 

（4）小肠内的消化 

知识点：胰液的成分和作用、胆

汁的分泌和排出、小肠液的分泌、小肠

的运动 

（5）大肠内消化 

知识点：大肠的运动 

（6）吸收 

知识点：吸收过程概述、小肠内

主要营养物质的吸收 

引导学生理解不同部位

消化的主要方式、消化的

内容物、消化过程发生的

原理和动力。 

7.   能量代谢与体温 

（1）能量代谢 

知识点：食物的能量转化、能量

代谢测定的几个有关概念、能量代谢的

4 

1. 讲授法 

教师讲授能量代谢、物质

代谢的定义、联系、体温

的概念。 

能够理解不同运动方式，

其能量代谢方式不一样。 

以小组为单位，以不同的

运动方式为例，陈述其能

量代谢的原理。 



测定原理（了解）、影响能量代谢的主

要因素 

（2）体温及正常调节 

    知识点：体温的概念和正常变动、

机体的产热和散热、体温调节（了解） 

2. 案例法 

引导学生理解机体三大

能量代谢方式及其运用。 

8.   尿的生成与排出 

（1）肾的功能解剖和肾血流量

（复习及了解） 

（2）肾小球的滤过功能 

知识点：滤过膜及其通透性、有

效滤过压、影响肾小球滤过的因素 

（3）肾小管和集合管的物质转运

功能 

知识点：基本概念  肾小管和集

合管中各种物质的重吸收和分泌（了

解） 

（4）尿液的浓缩和稀释 

知识点：尿液的稀释、尿液的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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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法 

教师讲授尿的生成过程、

影响肾小球滤过的因素。 

2. 小组讨论法 

学生收集、探讨运动性蛋

白尿、运动性血尿产生的

原因。 

能够掌握尿的生成过程，

并理解运动性血尿、运动

性蛋白尿的产生原理。 

以小组为单位，提交不同

运动强度、不同运动方式

对运动性蛋白尿、运动性

血尿的影响的报告。 



缩（了解） 

（5）尿生成的调节 

知识点：肾内自身调节（了解）、

神经和体液调节（血管升压素、肾素－

血管紧张素－醛固酮） 

（6）清除率 

知识点：清除率的定义和计算方

法（了解） 

（7）尿的排放 

    知识点：排尿反射、排尿异常（了

解） 

9.   感觉器官的功能 

（1）感受器的一般生理 

知识点：感受器的概念和分类、

感受器的适宜刺激和适应现象 

（2）眼的视觉功能 

知识点：眼的折光系统及调节、

视网膜的两种感光换能系统、与视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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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法 

教师讲授眼的视觉功能、

前庭器官的平衡感觉功

能。 

2. 案例法 

以足球运动员的绿色视

野为例，引导学生理解视

能够掌握眼睛的视觉功

能以及三大平衡位置觉。 

以小组为单位，对不同运

动方式的平衡位置觉的

区别进行陈述。 



关的若干生理现象 

（3）耳的听觉功能 

知识点：声波的传导途径 

（4）前庭器官的平衡感觉功能 

知识点：前庭器官的感受细胞和

适宜刺激、前庭反应 

野与视觉的相关性。 

10.  神经系统的功能 

（1）神经元的功能 

知识点：神经元的基本结构与功

能、神经纤维的兴奋传导与纤维类型 

（2）神经元间的功能联系与反射 

知识点：突触与突触联系、分类、

兴奋性突触后电位、抑制性突触后电

位、神经递质和受体、递质分类、主要

的递质乙酰胆碱、儿茶酚胺、肽类及其

受体系统、反射、反射与反射弧、反射

活动的反馈调节   

（3）神经系统的感觉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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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法 

教师讲授神经元的功能、

突触传递、反射与反射

弧。 

2. 案例法 

引导学生理解任何一门

运动技能的形成，其本质

就是运动条件反射的形

成。 

3. 小组讨论法 

学生收集、探讨体操、跳

水等运动项目中，其姿势

能够理解脊髓、脑干、小

脑及大脑中枢等不同级

别神经系统对运动的调

节方式不一样。 

以小组为单位，分析探讨

不同运动项目，神经系统

对齐姿势、运动的调节原

理。 



知识点：躯体感觉的中枢分析（感

觉传导通路、感觉投射系统、大脑皮质

的感觉代表区）、内脏感觉的中枢分析

（了解）、特殊感觉的中枢分析（了解）、 

（4）神经系统对姿势和运动的调

节 

知识点：运动的基本机制、脊髓

运动神经元与运动单位、牵张反射、随

意运动的产生和协调运动调节系统的

功能、运动传导通路、皮层运动区、姿

势调节系统、脊髓、脑干对姿势的调节、

基底神经节的功能、小脑的功能 

（5）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了解） 

知识点：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

内脏活动的中枢调节 

（6）脑的高级功能 

知识点：学习与记忆、大脑皮层

反射受到神经系统的那

些调节。 

4. 问题法 

学生根据特定的教学主

题，合理选取教学内容与

教学方法。 



的语言中枢 

11.  内分泌 

（1）概述 

知识点：人体主要内分泌组织、

激素的概念、分类及一般作用特性、激

素的作用机制（了解）、激素分泌的调

节（了解） 

（2）下丘脑与垂体的内分泌功能 

知识点：下丘脑激素、垂体生长

激素、促激素 

（3）甲状腺的内分泌 

知识点：甲状腺激素的生理作用 

（4）甲状旁腺的内分泌 

知识点：甲状旁腺激素与钙、磷

调节 

（5）肾上腺的内分泌 

知识点：肾上腺皮质激素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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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法 

教师讲授内分泌的基本

功能、激素作用的一般机

制。 

2. 案例法 

以侏儒症、呆小症、甲亢

等病例为例，引导学生理

解不同激素的作用机制

和原理。 

能够理解内分泌作用的

特性，掌握主要的几种激

素在机体的作用机理以

及代谢失调症。 

以小组为单位，对生长

素、甲状腺激素幼年时

期、成年时期分泌过少导

致的疾病进行陈述。 



作用、肾上腺髓质激素的生理作用 

（6）胰岛的内分泌 

知识点：胰岛细胞的内分泌功能、

胰岛素的生理作用、胰岛素分泌的调节

（了解），胰高血糖素的生理作用 

12.  生殖 

（1）睾丸的功能与调节 

知识点：睾丸的内分泌功能（雄

激素）、睾酮的合成、睾酮的生理作用、

睾丸功能的调节（了解）、激素分泌的

调节（了解） 

（2）卵巢的功能与调节 

    知识点：卵巢的功能、卵巢的生卵

作用和卵巢周期（了解）、卵巢的内分

泌功能、雌激素、孕激素、卵巢功能的

调节（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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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法 

教师讲授雌性、雄性激素

的生理作用。 

2. 案例法 

引导学生理解不同生长

阶段性激素分泌的周期

性。 

能够掌握雌性、雄性激素

的正常生理功能及分泌

周期。 

以小组为单位，陈述两大

性激素的生理功能。 



成绩评定 

考核办法 权重（%） 

1.平时表现（考勤、作业、课堂参与度） 30 

2. 实践操作 20 

3. 理论考试（对于重要概念、规律、理论的记忆、理解与运用） 50 

参考书目 
1. 朱大年：生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第七版). 

2. 封飞虎：运动生理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9(第一版). 

执笔人：  金丽                    专业负责人： 

开课单位审核人：                 授课对象单位审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