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信息 

1.课程定义：《体育测量与评价》是运用科学而实用的测试手段和方法，对体育范畴内身体综合能力及有关因素进

行检测和计量并进行价值判断的一门应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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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周），4学分 

课程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体育测量与评价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方法。重点掌握常用测量指标的应用与评价，培养学生

独立组织与实施测量的能力，并能将体育测量与评价相关知识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体育科学研究。 

 

完成课程后学生将能够： 对应毕业要求： 

1.能够识记和理解体育测量与评价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1.能够将这些知识和理论阐述清楚； 

预期学习成果 

2.能够运用体育测量与评价的知识和理论对体育范畴内各事物的属性特征

进行定量描述（量化）；并能够判断或确定这些测量数值的价值和意义。 

2.能够将体育测量与评价的相关理论

知识应用于体育教学、运动训练或大

众健身指导中。 

教学内容 教学时数 教学方法 预期成果 评价方法 

1．概论 

（1）体育测量评价的含义与特点 

 

 

1.讲授法：运用多媒体

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讲

1.对体育测量与评价这

门学科有一个总体上的

思考题：根据体育测量

评价定义来说明测量与



知识点：体育测量的含义、体育评价

的含义、体育测量评价的特点； 

（2）体育测量评价学科的研究对象与

任务 

知识点：研究对象、研究任务； 

（3）体育测量评价学科发展简况 

知识点：人类学测量时期、人体机能

测量时期、运动能力综合性测量时

期、标准化测量时期。 

 

 

2 

解； 

2.问题导入法：体育测

量与评价在体育运动及

比赛中的运用？ 

 

认知； 

2.了解体育测量与评价

学科的研究对象与任

务； 

3.了解体育测量评价学

科的发展简况。 

评价二者之间的关系。 

2．体育测量基础知识 

（1）体育测量的基础理论 

知识点： 测量的概念及类型、测量量

表、测量的取值、测量误差； 

（2）测量的难度与区分度 

知识点：测量难度、测量区分度；  

（3）测量方法设计与测量数据的整理

  

6 

1.讲授法：运用多媒体

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讲

解； 

2. 案例教学法：结合运

动竞赛中赛场突发状

况、裁判员判罚问题等

来解析测量误差； 

3.讨论法：结合学生实

际讨论平时训练比赛中

常见出现误差的情形。 

1.能掌握体育测量的基

础知识。 

2.对平时训练比赛中的

一些现象能结合测量误

差理论来进行描述； 

3.能够科学的对收集的

测量数据进行整理。 

1.思考题： 

（1）请结合自己的专项

举例说明测量误差的种

类。 

（2）对实践过程中采集

的到原始数据进行整

理。 

2.课堂实践：分组进行

体育测试项目数据的测

量与采集 



知识点：体育测量方法设计、测量数

据的整理； 

 

4.实践法：分组进行数

据的实际测量与采集。 

3．体育测量的科学性 

（1）体育测量的的可靠性 

知识点：测量可靠性概念、分

类、估价方法、影响测量可靠性的因

素、测量长度变化对可靠性的影响； 

（2）测量的有效性 

知识点：测量有效性的概念、分类、

估价方法及影响测量有效性的因素； 

（3）测量的客观性 

知识点：测量客观性的概念、分类、

估价方法及影响测量客观性的因素； 

 

 

16 

1.讲授法：运用多媒体

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讲

解； 

2. 讨论法：测量误差、

测量可靠性与测量有效

性之间的逻辑关系。 

 

1.理解测量可靠性、有

效性、客观性的概念及

分类； 

2.掌握测量可靠性、有

效性、客观性的估价方

法； 

3.能够将测量的科学性

检验运用到体育运动实

际中。 

 

思考题： 

（1）结合体育运动项目

举例说明测量可靠性和

有效性二者之间的逻辑

关系； 

（2）根据实验数据来估

价测量的可靠性、有效

性和客观性。 

 

4．评价基本理论与方法 

（1）评价的基础知识 

知识点：评价的基本形式、评价的参

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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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法：运用多媒体

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讲

解； 

2．实践法：分组进行评

价方法的实操。 

1.理解评价基础知识； 

2.掌握评价方法并能将

其运用到实际中； 

3.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

1.课堂实践：分组进行

评价方法的实际操作练

习 

2.练习题考核；根据实

验数据制定相应的评价



（2）评价方法 

知识点：离差法、百分位数法、累进

计分法、综合评价法 

能熟练应用评价方法。 模型。  

 

5．身体形态的测量与评价 

（1）身体形态测量概述  

知识点：人体主要测量点、身体形态

测量注意事项； 

（2）体格测量与评价 

知识点：体格测量、体格评价； 

（3）身体成分测量与评价 

知识点：身体成分测量、身体成分评

价、骨密度测量； 

（4）身体姿势测量与评价 

知识点：身体姿势概述、身体姿势测

量与评价； 

（5）骨龄测量与评价 

知识点：骨龄与成熟度、骨龄测量、

骨骼预测身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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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法：运用多媒体

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讲

解； 

2讨论法： 

（1）BMI指数的适用

性； 

（2）骨龄测量对年龄的

判断及预测身高存在的

偏差。 

1.能掌握身体形态测量

的科学性及评价的合理

性，并能将其运动到体

育领域中； 

2.能运用该章所学知识

服务社会大众群体。 

1.思考题：什么叫骨

龄？如何利用骨龄来预

测身高。 

 



6．身体机能的测量与评价 

（1）循环机能的测量与评价  

知识点：心率的测量、血压的测量、

心血管机能指数的测量与评价； 

（2）呼吸机能的测量与评价 

知识点：肺通气技能的测量、最大摄

氧量的测量； 

（3）感觉与神经系统机能的测量与评

价 

知识点：感知跳跃距离测验、感知推

木盘距离测验、简单反应时测验； 

（4）平衡机能的测量与评价 

知识点：静力性平衡能力的测量、动

力性平衡能力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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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法：运用多媒体

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讲

解； 

2讨论法：身体各项机能

的改善方法探讨； 

案例分析法：就体操课

垫上动作练习总是向一

侧偏移或者杠上动作总

是掉杠进行分析。 

 

1.掌握循环机能、呼吸

机能、感觉与神经系统

机能、平衡机能的测量

与评价方法； 

2.能将各项机能的测量

与评价理论知识应用到

实际教学及训练中。 

1.课堂实践：分组进行

身体机能的测量，并做

出相应评价。 

 

7．身体素质测量与评价 

（1）力量素质测量与评价  

知识点：力量素质的分类与测量形

式、内容、方法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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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法：运用多媒体

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讲

解； 

2.讨论法：不用运动项

目对不同运动素质要求

1.掌握各类身体素质的

测量与评价方法； 

2.学生在日后走上教学

工作岗位能科学指导自

己的授课对象身体素质

的提升。 

1.思考题：设计某一类

身体素质的提升计划，

并简要叙述如何对计划

实施前后的身体素质进

行测量与评价。 



（2）速度素质测量与评价 

知识点：速度素质的分类与测量形

式、测量内容、方法及注意事项； 

（3）耐力素质测量与评价 

知识点：耐力素质的分类与测量形

式、测量内容、方法及注意事项； 

（4）柔韧素质测量与评价 

知识点：柔韧素质的分类与测量形

式、测量内容、方法及注意事项； 

的程度； 

3.案例教学法：“筋肉

人”C罗和“小皇帝”勒

布朗詹姆斯近乎完美竞

技状态维持的秘密。 

8．运动技术测量与评价 

（1）运动技术测量概述 

知识点：运动技术测量常用方法、分

类与内容； 

（2）部分运动项目技术测量与评价方

法示例知识点：篮球、排球、足球、

乒乓球、网球、游泳、体操等项目技

术测量与评价方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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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法：运用多媒体

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讲

解； 

2.讨论法：当前不同运

动项目技术测量与评价

方法的创新性设想； 

1.掌握常见运动项目技

术测量与评价方法； 

2.在现有的运动技术测

量与评价基础上能大胆

革新； 

 

思考题：结合自身专项

设计一套新的完整运动

技术测验方法。 

9.运动员选材的测量与评价 4 1.讲授法：运用多媒体

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讲

1.掌握科学选材的理论

体系知识； 
思考题：结合运动项目

实际，试述不同运动项



（1）运动员选材概述 

知识点：运动员选材的内涵、选材要

素、选材的测量学任务； 

（2）运动员选材的组织 

知识点：运动员选材的层次和阶段、

选材的类别、选材的程序； 

（3）部分运动项目的选材指标体系 

知识点：不同运动项群运动素质选材

要点、主要运动项目运动素质选材测

评指标、主要运动项目身体形态、机

能选材测评指标。 

 

 

 

解； 

2.讨论法： 

（1）选材与选拔的关

系； 

（2）不同项群运动素质

选材要点的异同。 

2.能通过科学合理的测

量方法和手段收集所需

数据，然后用科学的评

价系统对获取的数据进

行分析，从而筛选出具

备很大潜能的运动员苗

子。 

群运动素质选材要点。 

考核办法 权重（%） 

1.平时表现（考勤、作业、课堂参与度） 50 

2.理论考查（对于重要概念、规律、理论的记忆、理解与运用） 25 
成绩评定 

3.实践考查（对部分身体机能、运动素质项目进行测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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