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体育特长生加试内容及方法 

（一）田径测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考核内容 

1、对所报专项进行测试。 

二、考核方法 

1、径赛专项只测一次，田赛专项测试三次，取最好成绩。 

三、评分办法 

1、为了便于体育技能考试分数统计，体育技能考核满分为 100 分，录取时折算

成录取分数(满分为 300 分)。 

2、专项成绩得分占总分 100%。 

四、评分标准 

见附件 

附件 2：男子田径专项考试评分标准 

附件 3：女子田径专项考试评分标准 

（二）足球测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考核内容 

1、身体素质（5—25 米折返跑） 

2、基本技能（传准） 

二、考核方法 

1、5—25 米折返跑：将足球场边线设为起（终）跑线，向场内垂直延伸，分别

在 5 米、10 米、15 米、20 米和 25 米处各设置柱状标志。考官发令后，考生在

起（终）跑线处采用站立式起跑，按规定依次用手碰触各折返点标志，并完成所

有折返距离跑回起（终）跑线处。 

表 1：5—25 米折返跑考核方法 



  

2、传准：以“O”为圆心（圆心处放一锥形标志桶作为标记），分别画半径为

3 米和 2 米的三个同心圆（线的宽度不超过 12 厘米，下同）。以 25 米为半径

从圆心向任何方向划一条 5 米长的弧，作为踢准的限制线。（如下图）考生必须

将球放在限制线上或线后向圈里踢球，否则踢中无效。以球的第一落点落在圈内

或线上为有效（各圆的线为该圆的有效区）。将球踢进内圈得 20 分，踢进外圈

得 10 分，踢到圈外得零分，每人 8 次，满分为 160 分。 

表 2：传准考核方法 

三、评分标准 

表 3：5×25 评分标准 

分值 
成绩 

男 女 

20 25 米中心圆 20 米中心圆 

10 23 米中心圆 18 米中心圆 

表 4：传准评分标准 

分值 标准 

80-100 分 动作连贯，触球部位准确，保持动作的完整性。 

60-80 分 触球部位不准确，但保持整体动作的连贯性。 

59 分及以下 触球部位不准确，没有保持整体动动作的连贯性。 

表 5：传准技术评分标准 

分值 成绩（秒） 分值 成绩（秒） 

 男 女  男 女 

100 34.00 38.00 30 37.01-37.50 41.01-41.50 

90 34.01-34.50 38.01-38.50 20 37.51-38.00 41.51-42.00 

80 34.51-35.00 38.51-39.00 10 38.01-38.50 42.01-42.50 

70 35.01-35.50 39.00-39.50 5 38.51-39.00 42.51-43.00 

60 35.51-36.00 39.51-40.00 30 39.01-39.50 43.01-43.50 

50 36.01-36.50 40.01-40.50 20 39.51-40.00 43.51-44.00 

40 36.51-37.00 40.51-41.00 10 40.00 以上 44.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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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篮球测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考试内容与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分（300） 

序号 内容 

身体素质（20%） 1 助跑摸高 60 

基本技术（40%） 2 一分钟投篮 120 

技术评价（40%） 3 投篮动作技术评价 120 

表 1：篮球考试内容与权重 

二、考试方法与评分办法 

1、身体素质：助跑摸高 

（1）测试方法：助跑起跳摸高。 

（2）测试要求：左右手不限，单、双脚不限，每人测 2 次，取较好的一次成绩。 

2、基本技术：一分钟投篮 

（1）测试方法 

每人限投两次，前锋、后卫至少投一次三分球（三分线 6.75 米），中锋至少投一

次两分球（两分线 6 米），每次测试过程中不可两分球、三分球混投。考生在两

分或三分线外投篮后自抢篮板,再运至线外投篮,以投中次数评分。 

（2）测试要求：不允许两次运球、走步，如出现上述违例，一次扣 5 分。投篮

时脚踩线投中无效。每人两次机会，取分值较好的一次成绩。 

3、技术评价：投篮动作技术评价 

（1）测试方法：现场评委根据考生一分钟投篮时的技术动作进行打分。 

三、评分标准 

男生（米） 得分 女生（米） 

3.30 60 2.80 

3.20 50 2.70 

3.10 40 2.60 

3.00 30 2.50 

2.95 20 2.40 

2.90 10 2.30 



  

表 2：助跑摸高评分标准 

进球个数 三分球得分 两分球得分 

1 20 12 

2 40 24 

3 60 36 

4 80 48 

5 100 60 

6 120 72 

7 120 84 

8 120 96 

9 120 108 

10 120 120 

表 3：一分钟投篮 

分值 标准 

120-91 动作完成正确，协调，自然流畅 

90-61 动作完成正确，协调 

60-31 动作完成基本正确，协调 

30 分以下 动作完成不正确，无法连贯完成 

表 4：投篮动作技术评价 

 

（四）排球测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考试项目及分值 

测试项目 助跑摸高 传垫扣组合动作 

分值 100 分 200 分（达标：100、技评：100） 

表 1：排球考试项目及分值 

二、考试内容 



  

1、助跑摸高（100 分） 

测试办法：采用双脚起跳摸高，可以采用原地、一步助跑、二步助跑或多步

助跑形式进行。每人连续三次，取最好成绩。 

三、评分标准 

纵跳 

摸高 

触碰高度 
分值 

男 女 

评 

分 

标 

准 

3.15 2.8 100 

3.10-3.14 2.75-2.79 95 

3.05-3.09 2.70-2.74 90 

3.00-3.04 2.65-2.69 85 

2.95-2.99 2.60-2.64 80 

2.90-2.94 2.55-2.59 75 

2.85-2.89 2.50-2.54 70 

2.80-2.84 2.45-2.49 65 

2.75-2.79 2.40-2.44 60 

2.70-2.74 2.35-2.39 55 

2.65-2.69 2.30-2.34 50 

2.60-2.64 2.25-2.29 45 

2.55-2.59 2.20-2.24 40 

2.50-2.54 2.15-2.19 35 

2.45-2.49 2.10-2.14 30 

2.40-2.44 2.05-2.09 25 

2.35-2.39 2.00-2.04 20 

2.30-2.34 1.95-1.99 15 

2.25-2.29 1.90-1.94 10 

2.25 以下 1.90 以下 5 

表 2：摸高测试评分标准 

1、传垫扣组合动作（200 分） 

（1）测试方法：测试者从三米线后开始，做自垫、自传、自扣组合动作（垫、

传、扣顺序不能颠倒，中间不能连续垫球或传球调整，否则算失败），将球扣过

网（男：2.43、女：2.24）算成功一次，连续完成十次。 

（2）评分标准：（1）达标（100 分）：连续完成十次垫、传、扣组合动作，完

成一次加 10 分，失误不得分，累计得分。  

达标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分值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表 3：传垫扣测试评分标准 



  

（3）技评（100 分）：根据测试者完成技术的准确度、熟练度划分优、良、中、

差四个等级。 

技评分值 评价标准 

优（86-100） 垫球部位准确，传球手型规范，扣球动作熟练，整体动作流畅。 

良（76-85） 垫球部位准确，传球手型比较规范，扣球动作比较熟练，整体动作比较流畅。 

中（60-75） 
垫球部位比较准确，传球手型比较规范，扣球动作一般，整体动作不连贯，运用效果

一般。 

差（60 分以下） 垫球部位不准，传球手型生硬，扣球动作不协调，整体动作不连贯，运用效果较差。 

表 4：传垫扣测试技术评价标准 

 

（五）羽毛球测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考试内容与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分（300） 

序号 内容 

基本技术（100%） 1 
单打比赛（如果只有一个

考试则考正手击高远球） 
300 

表 1：羽毛球考试项目及分值 

二、考试方法与要求 

1、单打比赛 

（1）考试方法： 

组织男女考生分别进行比赛。比赛采用 15 分一局制， 8 分交换场地，先到

15 分者获胜（14:14 不加分）。 

 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进行分组单循环赛；第二阶段进行定位淘

汰赛。6 人以下（包括 6 人）采取单循环赛，直接决出名次。抽签办法按照羽毛

球规则进行。 

（2）分组方法：视考生人数，确定组数后，按运动技术等级高低排序，等

级高者先抽签确定签位，下一级别考生的起始签位根据上一级别签位确定。例，



  

运动健将 2 人，抽签先确定 1、2 号签位；一级运动员 3 人，起始签位从 3 号开

始，抽签确定 3，4，5 号签位；二级运动员起始签位从 6 号开始。以此类推。

签位确定后，按蛇形排列方法进行分组。考生的上场顺序由抽签决定。其他内容

参照中国羽毛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执行。 

2、正手击高远球 

（1）测试方法： 

每人十次击球，在中线区域接发球员发球后使用正手击高远球技术动作将

球打到规定区域（直线五个，斜线五个）。 

（2）测试要求：动作连贯，步伐流畅，落点按照羽毛球球头落地的第一落点。

每人两次机会，取分值较好的一次成绩。 

三、评分标准 

1、单打比赛评分标准： 

比赛成绩=（N-R+1）/N ×65+35，其中 N 为该专项考试人数，R 为比赛

名次。 

按照考生比赛成绩计算得分：淘汰赛第一名 145-150 分、第二名 140-145

分、第三名 135-140 分、第四名 130-135 分、第五名 125-130 分、第六名

120-125 分、第七名 115-120 分、第八名 110-115 分、并列第九名 105-110

分、循环赛小组第三名 100 分，小组第四名 90 分，小组第五名 80 分，以此类

推。  

专家对考生技战术水平的评判得分：技战术评分（150 分） 

分值 标准 

130-150 分 
技术动作完整连贯、协调、准确，反应快，步法灵活，防守好，攻击性强，技战

术运用好。 

100-130 分 
技术动作完整连贯、协调、准确，反应较快，步法较灵活，防守较好，攻击性较

强，技战术运用较好。 

70-100 分 技术动作基本协调、准确，反应、步法、防守、技战术运用一般。 

70 分及以下 技术动作不协调、不准确，反应、步法、防守、技战术运用较差。 

表 2：单打比赛技战术评分标准 

2、正手击高远球评分标准： 

进球分数（150 分） 

进球个数 得分 

1 15 



  

2 30 

3 45 

4 60 

5 75 

6 90 

7 105 

8 120 

9 135 

10 150 

表 3：正手击高远球评分标准 

技术动作评分（150 分） 

分值 标准 

130-150 分 准备姿势合理，移动步伐合理,击球动作协调，弧度与落点好。 

100-130 分 
准备姿势合理,移动步法合理，击球动作基本正确,弧度与落点

较好。 

70-100 分 
准备姿势较合理，移动步伐较合理，击球动作一般，弧度与

落点较差。 

70 分及以下 
准备姿势不合理， 移动步法不合理,击球动作错误,难以完成

动作。 

表 4：正手击高远球技术动作评分标准 

 

（六）乒乓球测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考试内容 

1、实战 

2、如遇只有一名考生则考：左推右攻 

二、考试方法 

1、根据考生人数，进行比赛编排，决定采用循环赛或淘汰赛，根据比 



  

赛战况给分。另比赛采用白色 D40+红双喜三星，每场采用 11 分制。 

2、左推右攻：考生 3 次发球的机会，考生发球后，陪考员在球台正手位陪

练，并将球回击到考生正、反手各一次，循环进行。考生左右各击球１次算一个

回合。必须跑动到台面的两个直线，并将球送还到陪考员的正手位台区，否则不

予计数，球掉在地上算失败 1 次，测 3 次取最好成绩记分。(陪考员失误不影响

成绩) 

三、评分标准 

分值 比赛成绩 分值 技术评价 

131-150

分 
全胜 131-150 分 动作完成自然流畅、落点准确、击球有力 

101-130

分 
负一场 101-130 分 动作完成较好，技术动作基本完善 

71-100 分 负两场 71-100 分 动作完成一般，技术动作不完善 

70 分及以

下 
负三场 70 分及以下 无法完成动作 

表 1：11 分实战比赛评分标准 

分值 达标成绩 分值 技术评价 

131-150 分 15 个回合 131-150 分 
动作完成自然流畅、步法到位落点准确、击球有力、无

失误 

101-130 分 13 个回合 101-130 分 动作完成较好，技术动作基本完善、成功率较高 

71-100 分 11 个回合 71-100 分 动作完成一般，技术动作不完善、成功率较低 

70 分及以下 10 个回合 70 分及以下 无法完成动作、成功率低 

表 2：左推右攻评分标准 

 

（七）网球测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考试内容与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分（300） 

序号 内容 



  

基本技术（100%） 

1 抢七实战 300 

2 发球技术 150 

3 基本技术评价 150 

表 1：网球考试项目及分值 

二、考试方法与要求 

1、基本技术：抢七实战 

（1）测试方法：当测试人数大于等于 2 时，采用抢七实战考核的测试方式，

当测试人数为 2 或 3 时采用单循环的比赛方式进行；当测试人数大于等于 4 时

采用分组组内单循环的方式比赛，分组利用抽签方式将代表队分为 A、B 两组。 

（2）测试要求： 

实战考核均采用决赛平局决胜制（抢七）单打的比赛方式，竞赛规则按照

国际通行竞赛规则判罚。 

比赛名次由胜场的多少决定。如两人或两人以上胜场相同，则净胜局多的

人名次列前；如净胜局还相同，则净胜分多的人名次列前；如净胜分仍相同，则

由考试组委会通过抽签决定。 

2、基本技术：发球技术 

（1）测试方法：当测试人数为 1 时，采用发球技术考核的测试方式。发球

人员站在发球区域分别往发球 1 区和 2 区各发 5 个球，总共 10 次发球。 

（2）测试要求： 

发球测试采用上手发球姿势进行。 

每次发球有两次机会，判定是否有效按照网球竞赛规则（2018）进行。 

三、评分标准 

1、基本技术：抢七实战 实战成绩（300 分） 

名次 分数 

1 300 

2 260 

3 220 

4 180 

5 162 

6 144 

7 126 

8 108 

大于等于 8 90 



  

表 2：抢七实战成绩评分标准 

2、基本技术：发球技术 

个数 分数 

8 个及以上 150 

7 135 

6 120 

5 105 

4 90 

3 75 

2 60 

1 45 

表 3：发球技术成绩评分标准 

3、基本技术：基本技术评价（150 分） 

分值 评价标准 

60 发球动作标准程度 

30 身体协调性 

20 发球力度 

20 发球角度 

20 发球落点 

表 4：发球技术动作评价标准 

 

 

（八）武术测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考试内容 

1、专项：自选套路或器械。 

二、考试方法 

1、听到点名后考生上场行抱拳礼，开始演练套路，限时 1 分 20 秒，难度动作

至少三个。 

三、评分办法 

1、考评员从动作姿势、力度与稳定性和表现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2、专项成绩得分占总分 100% 

四、评分标准 



  

分值 
动作姿势 

（100 分） 

力度与稳定性 

（100 分） 

表现力 

（100 分）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59 分及以下    

表 1：武术测试评分标准 

分值 标准 

90-100 分 
动作姿势正确，动作流畅协调，动作力度到位，情绪饱满自

然，节奏感强，难点把握正确，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 

75-89 分 
动作娴熟协调，难点把握正确，情绪饱满，节奏感好，具有

较好的发展潜力。 

60-74 分 动作比较协调，难点把握正确，节奏正确。 

59 分及以下 动作呆板、僵硬，节奏感较差，动作完成度较差。 

表 2：武术测试动作评价标准 

 

 

（九）跆拳道测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考试内容 

1、专项技术（30 秒侧向横踢、左右高段横踢） 

2、实战 

二、考试办法 

1、30 秒侧向横踢 

（1）考核方法：由陪考员拿靶中段位置，连续单腿击打靶心位置（左右两腿，

30 秒后换腿进行击打） 

（2）成绩评定：准确踢中靶心为有效击打。每个技术动作须达到技术规范，方

被视为有效。对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有效击打的次数进行计数，无效击打不予

计数（具体见表）。 

2、左右高段横踢 

（1）考核方法：考生使用高段横踢技术连续击打脚靶（左右腿交替进行），时

间为 30 秒 



  

（2）成绩评定：准确踢中靶心为有效击打。每个技术动作须达到技术规范，方

被视为有效。对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有效击打的次数进行计数，无效击打不予

计数（具体见表）。 

3、实战 

（1）考核方法：实战在 10m×10m 的垫子上进行。要求考生与陪考员配对的考

生体重相差不得超过 10kg。在跆拳道垫子上进行实战，时间为 1～2 分钟一局，

共 2 局。同时对两人进行评分。若双方实力悬殊，为保护考生安全，主考评员可

提前终止实战。 

（2）要求：考生与陪考员共同上场，考评员根据考生技术发挥的情况和实战作

风的表现给予评分。在实战中，根据考生对跆拳道礼仪、精神、意志品质的表现

情况，技战术的运用，临场应变能力，击打效果、准确性、速度、得分的意识综

合给予评分（具体见表）。 

（3）注意事项：所有考生必须穿道服，护具自备。 

三、评分标准 

分值 
30 秒侧向横踢 

（100 分） 

左右高段横踢

（100 分） 

实战比赛（1-2 分

钟）   

（100 分） 

90-100 分 30-40 次 

动作连贯、速度

快、力量足、有气

势 

战术运用非常合

理、临场应变能力

强、得分意识强 

75-89 分 25-29 次 
动作较连贯、速度

较快、力量较大 

战术运用较合理、

临场应变能力较

强、得分意识较强 

60-74 分 20-24 次 

动作连贯性中等、

速度中等、力量中

等 

战术运用合理性

中等、临场应变能

力中等、得分意识

中等 

59 分及以下 19 次及以下 
动作不连贯、速度

慢、力量小 

战术运用不合理、

临场应变能力弱、

得分意识弱 

表 1：跆拳道特长生加试项目评分标准 

注：在实战比赛中，考官可以根据双方实力实际情况随时终止比赛，陪考员为参

加跆拳道省运会的运动员，护具自备。 



  

1、为了便于体育技能考试分数统计，体育技能考核满分为 300 分，录取时折算

成录取分数(技能满分为 180 分)。 

2、各项分值 

（1）专项技术：双飞技术 占 20%，脚靶技术 占 20%、技术展现 占 20% 

（2）实战：占总分 40% 

3、评分标准： 

分值 成绩（个） 分值 成绩（个） 分值 成绩（个） 分值 成绩（个） 

20 40 15 35 10 30 5 25 

19 39 14 34 9 29 4 24 

18 38 13 33 8 28 3 23 

17 37 12 32 7 27 2 22 

16 36 11 31 6 26 1 21 

表 2：20 秒双飞踢评分表(男子) 

分值 成绩（个） 分值 成绩（个） 分值 成绩（个） 分值 成绩（个） 

20 36 15 31 10 26 5 21 

19 35 14 30 9 25 4 20 

18 34 13 29 8 24 3 19 

17 33 12 28 7 23 2 18 

16 32 11 27 6 22 1 17 

表 3：20 秒双飞踢评分表 (女子) 

等级 A B C D 

分值 20-19 18-16 15-13 12 以下 

 

能力 

要求 

技术正确、熟

练、协调和规

范；速度快；

空间感强，动

作力度强。 

技术较正确、熟练、

协调和规范；速度

较快；空间感较强；

动作力度较强。 

技术基本正确和协

调；动作完成质量

基本较好；基本能

完成规定动作。 

技术不正确；

速度慢；空间

感差；不能完

成规定动作。 

表 4：脚靶、技术展示评分表   

等级 A B C D 

分值 40-37 36-31 30-25 24 以下 

能力要求 

主动进攻＋反击

好，技战术的运

用好，击打效果、

主动进攻＋反击

较好，技战术的

运用较好，击打

主动进攻＋反击

一般，技战术的

运用一般，击打

主动进攻＋反击

差，技战术的运

用差，击打效果、



  

准确性、速度、

得分的意识好，

实战能力好。 

效果、准确性、

速度、得分的意

识较好，实战能

力较好。 

效果、准确性、

速度、得分的意

识一般，实战能

力一般。 

准确性、速度、

得分的意识差，

实战能力差。 

表 5：实战能力评分表  

按技评分由大到小排列顺序。 

(1)主动进攻 (2)防守反击 (3)进攻＋反击 (4)技战术的运用 (5) 击打效果、准确

性、速度、得分的意识 (6)实战作风 

 

 

 

（十）拉丁测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考试内容 

自编成套动作 

二、考试方法 

   考生从伦巴、恰恰、牛仔、桑巴和斗牛五支舞里任选一支舞进行自编成套动

作展示。展示时间是 1 分钟到 1 分 30 秒。考评员从舞姿与节奏（100 分）、力

度与稳定性（100 分）和舞蹈表现力（100 分）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三、评价标准 

分值 
舞姿与节奏 

（100 分） 

力度与稳定性 

（100 分） 

舞蹈表现力 

（100 分）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59 分及以下    

表 1：拉丁测试评分标准 

四、评分标准 

分值 标准 

90-100 分 

形象佳，舞蹈动作流畅协调，舞姿优美敏捷，情绪饱满自然，

舞蹈与音乐和谐一致，节奏感强，风格把握正确，具有很好

的发展潜力。 



  

75-89 分 
形象条件较佳，舞蹈动作娴熟协调，舞蹈风格把握准确，舞

姿优美，情绪饱满，节奏感好，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 

60-74 分 
形象条件一般，舞蹈动作比较协调，基本能把握舞蹈的风格

特点，音乐与舞蹈基本一致，节奏正确。 

59 分及以下 
形象条件较差，舞蹈动作呆板、僵硬，节奏感较差，舞蹈动

作完成度较差。 

表 2：拉丁测试动作评价标准 

备注： 

1、考试音乐由校方统一播放； 

2、考生允许淡妆； 

3、考试必须身着专业拉丁舞服装、比赛鞋； 

4、服装不符合要求者禁止入场考试。 

 

（十一）龙舟测试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考试内容与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分

（300） 序号 内容 

体能（100%） 1 长跑 300 

表 1：龙舟考试内容与权重 

二、考试方法与要求 

1、体能：长跑 

（1）测试方法：在田径场完成长跑测试，男子 5000 米，女子 3000 米。 

（2）测试要求： 

按照国际通行田径规则进行测试，不得违反考试相关规定，坚决禁止使用

兴奋剂。 

在指定的区域内完成考核，不得有抄近道、干扰其他考生等违反规定的行

为。 

三、评分标准 

1、基本技术：长跑 

长跑分数（300 分） 



  

男子 5000 米 女子 3000 米 

时间 分数 时间 分数 

16 分 10 秒 300 11 分 00 秒 300 

16 分 40 秒 270 11 分 30 秒 270 

17 分 10 秒 240 12 分 00 秒 240 

17 分 40 秒 210 12 分 30 秒 210 

18 分 10 秒 180 13 分 00 秒 180 

18 分 40 秒 150 13 分 30 秒 150 

19 分 10 秒 120 14 分 00 秒 120 

19 分 40 秒 90 14 分 30 秒 90 

20 分 10 秒 60 15 分 00 秒 60 

20 分 40 秒 30 15 分 30 秒 30 

表 2：长跑考试评分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