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郑州市第一中学体育

后备生招生专业测试工作方案
一、学校简介

郑州市第一中学始创于 1949 年 3 月 5 日，河南省首批示

范性普通高中，河南省首批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示范学校。学

校是一座青春昂扬、书香浓郁的花园式学校，以丰富多彩的校

园风光熏陶人，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激励人，和谐高雅的学习

生活塑造人，是教师潜心育人、学生求学问道的理想之地。

在“勤严实真”校训引领下，学校积极创新育人方式，追

求卓越品质，将学生培养成为有崇高理想和家国情怀、有拼搏

精神和集体荣誉感、有国际视野和领军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

在素质教育、学科竞赛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形成了理科

显著、全面发展的办学特色。作为田径、男子篮球、男子足球、

航模省级传统项目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和足球特色学校，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个性化发展，选配高水平的教练员队伍，坚

持日常训练和以赛促练相结合的训练模式，体育成绩突出。

二、招生工作小组

组 长：闫培新 牛建勋

副组长： 袁全超

纪检监察组长：郑梅花

组 员： 石春光 朱正海 赵明杨 贾艳彬 万亚男 李 爽

宋 丽 王逢云 张予进



三、招生计划

学校计划招收体育后备生：男子篮球 5 人；男子足球 10

人；田径 4 人；航模 3 人；共 22 人。如果某一项目计划未完成，

不得用于其他项目的招生。

四、专业测试要求

（一）测试时间

5 月 29 日上午 8:00—8：30 考生报到，8：30 截止，8:30

准时测试。

（二）测试地点

郑州市第一中学运动场（从学校南门进入校园，按指引牌

到学校操场指定地点进行身份验证，材料上交及分组）。

（三）测试内容

1.篮球项目

测试内容：5.8 米×6 折返跑、摸高、传球、往返运球、

教学比赛。

2.男子足球项目

测试内容：30 米跑、足球颠球、运球绕杆射门、教学比

赛。

3.田径项目

测试内容（径赛）：100 米、200 米、400 米。根据个人

特长任选一个单项进行考试。

4.航模项目



测试内容：P5B。

（四）测试流程

1.在平台完成注册和报名的考生，参加专业测试报到时须

持报名登记表、身份证、获取证书（或初中学校出具的推荐证

明）、2 寸 2 张同底板的照片；

2.在指定地点进行身份验证，材料上交及分组；

3.由各组负责人带领考生进行专业测试；

4.全部专业测试结束后，宣布成绩，对成绩合格者进行录

取风险告知及签定个人承诺书。

（五）测试要求

考生着装不得出现个人信息及明显的身份标识，测试中不

得透露个人相关信息，否则视为作弊处理。

五、评分标准

（一）篮球项目

测试内容：5.8 米×6 折返跑、摸高、传球、往返运球；

教学比赛。

1.专项身体：5.8 米×6 折返跑（10 分）

（1）后 卫 5 . 8× 6 折 返 跑 评 分 标 准



（2）中锋 5.8×6 折返跑评分标准

项目成绩

（后卫）

分值

5.8×6 折返 总分：10

8 秒 10

8 秒 5 9

9 秒 8

9 秒 5 7

10 秒 6

10 秒 5 5

11 秒 4

11 秒 5 3

12 秒 2

12 秒 5 1

13 秒 0

项目成绩

（中锋）

分值

5.8×6 折返 总分 10

11 秒 10



2.专项技术

（1）后卫传球（10 分）：

测试方法：考生站在对侧罚球线，脚不得超过罚球线，用

双手胸前或单手传球法向合理冲撞区内传球，直接进圈内得 1

分，共 10 个球

评分标准：

传 球

（个）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分 值

（分）

10 9 8 7 6 5 4 3 2 1 0

（2）中锋摸高评分标准

11 秒 5 9

12 秒 8

12 秒 5 7

13 秒 6

13 秒 5 5

14 秒 4

14 秒 5 3

15 秒 2

15 秒 5 1

16 秒 0



3.往返运球上篮（10 分）

测试方法：由球场右侧边线中点开始，面向球篮以右手运

球上篮，同时开始计时；途中可以左右手交换，右侧上篮必须

右手，左侧上篮时必须左手，球投中篮后，运球至左侧边线中

点；然后折转运球上篮；投中篮后，运球回原起点；同样再重

复上述运球投篮一次，再回到原起点停表。（见图）

要求：连续运球，必须投中篮后，才能继续运球，投不中要继

项目成绩

（中锋）

分值

摸高（米） 总分 10

3.20 10

3.17 9

3.15 8

3.13 7

3.12 6

3.11 5

3.10 4

3.09 3

3.08 2

3.07 1

3.05 0



续补投，直到投中；投篮的手（左手投或右手投）不加限制；

没有完成左右手上篮的时间增加 3 秒，违例的时间增加 3 秒.没

有踩到圈内得增加 1 秒。

（ 1） 后 卫 往 返 运 球 上 篮 评 分 标 准

项目成绩

（后卫）

分值

半场运球

(秒)

总分 10

31 秒 10

31 秒 5 9

32 秒 8

32 秒 5 7

33 秒 6

33 秒 5 5

34 秒 4

34 秒 5 3



（ 2） 中 锋 往 返 运 球 上 篮 评 分 标 准

4、比赛测试（70 分）

35 秒 2

35 秒 5 1

36 秒 0

项目成绩

（中锋）

分值

半 场 运 球

(秒)

总分 10

35 秒 10

35 秒 5 9

36 秒 8

36 秒 5 7

37 秒 6

37 秒 5 5

38 秒 4

38 秒 5 3

39 秒 2

39 秒 5 1

40 秒 0



测试方法：按照篮球比赛规则，视考生人数分队进行比赛。

注：总分高者排名靠前；总分相同时，实战成绩名次靠前

者靠前。

（二）男子足球项目

测试内容：30 米跑；足球颠球；运球绕杆射门；教学比

赛。

等级（分值范围） 评价标准

优（50--70 分） 动作正确，协调、连贯、实效；

技术运用合理、运用效果好；

战术配合意识强、实战效果

好。

良（30--40 分） 动作正确，协调；技术运用合

理、运用效果好；战术配合意

识强、实战效果好。

中（10--20 分） 动作基本正确，协调；技术基

本运用合理、运用效果一般；

战术配合意识一般、效果一

般。

差（10 以下） 动作不正确，不协调；技术动

作不合理、运用效果差；战术

配合意差、实战效差。



1.身体素质：30 米跑（10 分）

测试方法:

（1）每人测试一次，在足球场进行，起点启动开表，冲

过终点停表。

（2）测试以时间评定成绩。

评分标准（见表）

2. 专业技术（20 分）

（1）足球颠球(10 分)

测试方法：

①受测者连续颠球，按次计数。

②受测者颠球时，可以用脚挑起球或手抛球开始，如球落

地则此次测试结束。

③每人两次测试机会，取最好一次成绩为最终成绩。

④每颠一球为 0.125 分，以此类推；连续颠球 80 个计满

分。

（2）运球绕杆射门（10 分）

测试方法：

①测试球放在起点线上，球动即开表计时，当足球整体过

分值 10 9 8 7 6 5 4 3 2 1 0

成绩

(秒)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0



球门线即停表（不得漏杆，如有漏杆则该次测试成绩无效）,足

球未进球门该次成绩无效。

②每人两次测试机会，左右脚不限制，取最好的一次为最

终成绩。

③测试以时间评定成绩。

评分标准:

分值 10 9 8 7 6 5 4 3 2 1 0

成绩

(秒)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8.9

3.教学比赛（70 分）：

（1）测试方法：

根据考生人数和具体情况进行分组比赛，采用十一人制比

赛，测试考生在实战中技战术运用的能力。每场比赛时间，以

能够全部观察了解每个考生的情况而定。（注：请学生自备足

球鞋一双）

(2)技评内容：



①身体条件和个人攻防技术的特长。

②个人攻防技术能力：通过比赛，观察考生个人攻防技术

运用的合理性、熟练程度。

③整体战术配合意识和个人技术能力。

评分标准:

标准 优：较好体现

以上三项技

评内容

良：较好体

现以上两项

技评内容

及格：三项中

有一项完成

稍好

不达标：未能

完成技评

分数 50—70 30—40 10—20 0

4.守门员测试项目：

（1）手接球（20 分）：

①两侧扑球各 5 次(10 分，少一次扣 2 分）

②接高低球各 5 次（10 分，少一次扣 2 分）

（2）身体素质 30 米跑（10 分）、教学比赛（70 分）（测

试方法与测试标准同上）

注：总分高者排名靠前；总分相同时，实战成绩名次靠前

者靠前。

（三）田径项目

测试内容：

径赛：100 米、200 米、400 米。

根据个人特长任选一个单项进行考试。

田径测试办法：



径赛（100 米/200 米/400 米）采用一次性比赛，使用手

计时，必须使用起跑器采用蹲踞式起跑方式，发令为三个口令

（各就位，预备，鸣枪），记取成绩换算成得分。

考试办法均按田径单项竞赛规则进行。

1、100 米评分标准

男子 100 米（秒）

分值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成绩 10.84 10.88 10.92 10.96 11 11.04 11.08 11.12 11.16

分值 91 90 89 88 87 86 85 84 83

成绩 11.2 11.23 11.26 11.29 11.32 11.35 11.38 11.41 11.44

分值 82 81 80 79 78 77 76 75 74

成绩 11.47 11.5 11.53 11.56 11.59 11.62 11.65 11.68 11.71

分值 73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成绩 11.74 11.77 11.8 11.83 11.86 11.89 11.92 11.95 11.98

分值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成绩 12.01 12.04 12.07 12.1 12.13 12.16 12.19 12.22 12.25

分值 55 54 53 52 51 50

成绩 12.28 12.31 12.34 12.37 12.4 12.43



女子 100 米（秒）

分值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成绩 12.49 12.52 12.55 12.58 12.61 12.64 12.67 12.7 12.73

分值 91 90 89 88 87 86 85 84 83

成绩 12.76 12.79 12.82 12.85 12.88 12.91 12.94 12.97 13

分值 82 81 80 79 78 77 76 75 74

成绩 13.03 13.06 13.09 13.12 13.15 13.18 13.21 13.24 13.25

分值 73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成绩 13.28 13.3 13.35 13.4 13.45 13.48 13.51 13.53 13.55

分值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成绩 13.57 13.59 13.61 13.63 13.65 13.67 13.69 13.71 13.73

分值 55 54 53 52 51 50

成绩 13.75 14.04 14.08 14.12 14.16 14.2

2、200 米评分标准

男子 200 米（秒）

分值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成绩 22.65 22.73 22.81 22.89 22.97 23.05 23.13 23.21 23.29

分值 91 90 89 88 87 86 85 84 83

成绩 23.35 23.39 23.43 23.47 23.51 23.55 23.59 23.63 23.67

分值 82 81 80 79 78 77 76 75 74



成绩 23.71 23.77 23.83 23.91 23.99 24.07 24.15 24.23 24.31

分值 73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成绩 24.39 24.47 24.55 24.63 24.71 24.79 24.86 24.93 25

分值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成绩 25.07 25.14 25.21 25.28 25.35 25.42 25.49 25.56 25.63

分值 55 54 53 52 51 50

成绩 25.7 25.77 25.84 25.91 25.98 26.05

女子 200 米（秒）

分值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成绩 26.6 26.68 26.76 26.84 26.92 27 27.08 27.16 27.24

分值 91 90 89 88 87 86 85 84 83

成绩 27.32 27.4 27.46 27.52 27.58 27.64 27.7 27.76 27.82

分值 82 81 80 79 78 77 76 75 74

成绩 27.88 27.94 28 28.06 28.12 28.18 28.24 28.3 28.38

分值 73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成绩 28.46 28.66 28.71 28.79 28.86 28.93 29 29.07 29.14

分值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成绩 29.21 29.28 29.35 29.42 29.5 29.58 29.66 29.74 29.82

分值 55 54 53 52 51 50

成绩 29.9 29.98 30.06 30.14 30.22 30.3



3、400 米评分标准

男子 400 米（秒）

分值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成绩 51.87 52.05 52.23 52.41 52.59 52.77 52.95 53.13 53.31

分值 91 90 89 88 87 86 85 84 83

成绩 53.49 53.67 53.85 53.96 54.07 54.18 54.29 54.4 54.51

分值 82 81 80 79 78 77 76 75 74

成绩 54.62 54.73 54.82 54.91 55 55.09 55.18 55.27 55.36

分值 73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成绩 55.45 55.54 55.63 55.72 55.81 55.9 55.99 56.08 56.17

分值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成绩 56.26 56.35 56.44 56.53 56.62 56.75 57.02 57.15 57.28

分值 55 54 53 52 51 50

成绩 57.41 57.54 57.67 57.8 57.93 58.06

女子 400 米（秒）

分值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成绩 58.87 59.02 59.17 59.32 59.47 59.62 59.77 59.92 60.07

分值 91 90 89 88 87 86 85 84 83

成绩 60.22 60.37 60.52 60.67 60.82 60.97 61.12 61.27 61.42

分值 82 81 80 79 78 77 76 75 74



成绩 61.57 61.72 61.87 62.03 62.19 62.35 62.51 62.67 62.83

分值 73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成绩 62.99 63.15 63.31 63.47 63.63 63.79 63.95 64.11 64.27

分值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成绩 64.43 64.59 64.75 64.91 65.07 65.23 65.39 65.55 65.71

分值 55 54 53 52 51 50

成绩 65.87 66.03 66.19 66.35 66.51 66.67

注：所有田径测试项目低于 50 分视为不合格。总分高者排名靠

前；不同项目专业测试总分相同时，项目成绩名次靠前者靠前。

（四）航模项目

1.技术要求

（1）可用各种电池做动力源，最大标称电压为 8.4 伏。

（2） 模型翼展≥ 2 米。

（3） 每个飞行组在测试中最多使用 2 架模型。

2. 测试时间

每轮测试时间为 7 分钟。在测试时间内须完成正式飞行的

起飞和着陆。

3. 试飞次数

测试时间内试飞次数不限，运动员可在飞行中或模型着陆

后声明该次飞行为试飞，声明为试飞的成绩无效。模型起飞限

用一次动力。



4.成绩评定

（1）动力时间为 X，着陆定点分为 Y（实际着陆距离乘以

4），留空时间分为 Z（高于 300 秒时留空时间减去 300；低于

300 秒时 300 减去留空时间），实际得分为 100-X-Y-Z。

（2）测试进行 2 轮，取 2 轮成绩最好成绩为正式成绩。

（3）下述情况该轮测试成绩判为无成绩：

①飞行中零件掉落。

②模型空中解体。

③开动力次数多于 1 次。

④测试时间结束后 30 秒仍未着陆。

⑤造成碰撞事故的责任者。

⑥着陆定点距离 50 米以上时。

⑦模型着陆时螺旋桨未停止转动。

⑧模型飞机上安装自动飞行控制等装置。

5.测试方法和规定

（1）最大测量时间为 300 秒。

（2）测试前由抽签确定运动员的顺序。

（3）测试时间由执行裁判统一发出开始和结束的信号。

（4）从模型放飞出手开始计动力和飞行留空时间，动力

结束即终止计动力时间，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留空时间。

以秒为单位。

（5）模型着陆时若与运动员相碰，则该次飞行的定点分



按 25 米计算，允许声明为试飞。

（6）着陆过程中模型损坏、折断，该次飞行着陆定点分

按 25 米计算。

（7）模型着陆后，操纵员在裁判员未测量定点距离之前

触摸模型，该次飞行着陆定点分按 25 米计算。

（8）测试时间结束后不计飞行留空时间。

六、录取原则

1.专业测试成绩合格，中招学业成绩不低于学校录取分数

线的 75%，依据专业测试成绩由高到低录取。

2.男子篮球、男子足球、田径、航模均按 1:1.2 上报名单。

3.如果某一项计划未完成，不用于其他项目的招生。

七、安全预案

（一）考试期间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现场领导及时了解

和分析事件的起因和发展态势,第一时间汇报主要领导,采取措

施控制相关人员,降低事件的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将损失降低

到最小限度.

（二）学生出现不同程度意外伤害处理流程

1．考生出现挫伤、扭伤、肌肉拉伤等一般性损伤时,考务

组有关人员要立即请医务人员到现场医治。

2．考生出现剧烈呕吐、眩晕、骨折、休克等较重症状

时,采取以下措施:

（1）应立即向考场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报告,考场安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