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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8月19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教学工作委员会第七届学术年会上，与会代表
提出，鉴于近年来许多院校建立了应用心理学系或专业而教材却十分匱乏的实际情况，希望教学工作
委员会能协助解决该问题。
经我国心理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由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教学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的第一批应用心
理学专业系列教材终于出版了。
这套教材共12本。
它们是：《应用心理学导论》（黄希庭主编）；《心理学研究方法》（莫雷主编）；《现代心理学理
论流派》（马欣川主编）；《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朱永新主编）；《咨询心理学》（刘华山、江
光荣主编）；《公共关系心理学》（秦启文主编）；《健康心理学》（郑希付主编）；《旅游心理学
》（游旭群主编）；么消费心理学》（王莉主编）；《法律心理学》（乐国安主编）；《运动心理学
》（张力为主编）；《广告心理学》（冯江平主编）。
这套教材是为大学本科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编写的，也可以作为相关实际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这套应用心理学专业系列教材既包含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基础课也包含该专业不同方向的主干课。
在编写这套系列教材时我们力求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体现科学
性与思想性的统一。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而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适应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服务。
这套教材，无论是专业基础课或专业方向主干课，都是导论性质的课程。
为此我们这套教材在编写上力求体现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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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7编22章。
第一编为总论，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运动心理学的发展简史、性质和任务。
第二编为运动活动参加者的动力因素，用4章的篇幅介绍了运动活动参加者的动机和归因，以及应激
、唤醒、焦虑与运动表现的关系。
第三编为运动活动参加者的心理特征，用两章的篇幅从个体差异的角度讨论了运动员的智力特征和人
格特征。
第四编为运动活动参加者的认知过程，用5章的篇幅论述了运动活动过程中的感知、记忆、思维和注
意特点以及运动技能的形成规律。
第五编为运动活动参加者的自我完善，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运动员平时的心理训练和比赛的心理调节
。
第六编为运动活动参加者的心理健康，用4章的篇幅讨论了运动员的动机损伤、过度训练和兴奋剂使
用的心理学问题，以及普通人进行体育锻炼的动机和心理效应问题。
第七编为运动活动参加者的社会互动，用4章的篇幅讨论了运动团体的凝聚力、教练员的领导与管理
、观众效应与主场效应以及运动场上的攻击与暴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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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动动心理学的简史与任务第二编  运动活动参加者的动力因素  第二章  运动活动
的动机  第三章  应激、唤醒及焦虑  第四章  唤醒、焦虑与运动成绩  第五章  训练比赛的归因第三编  运
动活动参加者的心理特征  第六章  运动员的智力特征  第七章  运动员的人格特征第四编  运动活动参加
者的认知过程  第八章  运动活动的感知过程  第九章  运动活动的记忆过程  第十章  运动活动的思维过
程  第十一章  运动活动的注意状态  第十二章  运动技能的形成过程第五编  运动活动参加者的自我完善 
第十三章  心理技能训练  第十四章  比赛的心理准备和心理调节第六编  运动活动参加者的心理健康   第
十五章  运动损伤与过度训练  第十六章  兴奋剂使用的心理分析  第十七章  锻炼运动和锻炼方式  第十
八章  身体锻炼的心理效应第七编  运动活动参加者的社会互  第十九章  运动团体的凝聚力  第二十章  
教练员的领导与管理  第二十一章 观众效应与主场效应  第二十二章  运动中的攻击与暴力名词解释参
考文献主题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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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事件的控制功能与人们的自我决策体验有关。
具有高度控制性的事件是迫使人们按照某种特殊方式去行动、思考、体验的事件，具有低度控制性的
事件是使人们感到自己可以选择做什么和如何做的事件。
如果事件的控制性很高，人们就会感到自我决策的可能性很小，感到因果关系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
感到自己的行为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控制性很低，人们就会感到自我决策的可能性很大，感到因果关系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感到自
己的行为取决于自己的动机和目标。
事件的信息功能与人们的能力体验有关。
能力信息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积极信息提示着具备某种能力并可促进能力的提高，消极信
息则提示着或确证能力不足。
另外，信息可以处于自我决策的参照系中，也可以处于非自我决策的参照系中。
认知评价理论认为，积极信息（如高信息性、低控制性）会加强内部动机。
加强内部动机的事件称为信息性事件（informational event）。
在非自我决策情况下的积极信息往往加强的是外部动机而不是内部动机。
加强外部动机的事件称为控制性事件（controlling event），因为这些事件的控制性功能超过了信息性
功能。
另外，消极信息如果暗示着能力不足或使人感到无法达到所期望的结果，就往往既破坏内部动机，也
破坏外部动机，导致确乏动机和失助感。
下面我们将以内部动机作为主线，讨论哪些事件会提高内部动机，哪些事件会降低内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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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力为和毛志雄主编的《运动心理学》是一部运动心理学的专业教材，内容涉及运动心理学的简史与
任务、运动活动的动机、应激、唤醒及焦虑、运动员的智力特征、运动员的人格特征、运动活动的感
知过程、运动活动的思维过程等，适合高校心理学专业及体育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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