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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专为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两个专业的函授生编写的，也可作为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岗位培训
的参考教材。
考虑到函授生学习过程的特点与学校全日制本科生有所不同，本书就每章的建议讲授和自学内容进行
了分割，自学内容用“★”号标识。
这仅是我们的建议，任课教师可根据面授时间和教学对象的具体情况自行掌握。
为便于学生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掌握体育运动心理学的结构框架，形成概念体系，本书力求简明通俗、
图文并茂并开辟专栏就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案例进行分析讨论，启发学生深入思考。
每章结束后简要阐述本章要点，书的末尾，还有全书的名词解释和主题索引供快速查阅。

　　全书共分15章，以探讨竞技运动中的心理学问题为主，兼顾体育教学和大众锻炼的心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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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运动员心理测量是心理选材和心理训练的第一步。
1980年至1982年，武汉体育学院承担了国家体委重点科研课题《优秀运动员心理特征研究》，在这一
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课题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批适用于体育运动要求的专门仪器和测试方法，通过
对2719人的测试，搜集了短跑、体操、游泳、排球运动员心理特征的大量资料，为更好地理解运动员
的心理特征奠定了研究基础。
自此以后，有关运动员心理特征的研究层出不穷，成为研究的热点领域。
运动员选材是训练的起点。
原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长期以来都将选材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从1980年就组织了大型综合
性科研课题《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科学选材》的研究，其中的心理选材是整个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来说，心理选材需要解决以下问题：首先要确定出某个专项运动员的关键性心理特征，方法有专
家评判、多元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等；然后再确定出关键性心理特征中受遗传因素影响较大的供选材
使用的心理特征，方法有双生子研究、不同血缘关系的研究和纵向追踪研究等；进而以各级高水平运
动员为参照体，制定选材模式，包括少年运动员的常模；最后，对于根据以上模式选择出的运动员进
行跟踪研究，以检验选材模式的有效性，并发现问题，进一步完善选材模式。
但目前还很少有能够完成以上全过程的系统研究，心理选材工作的效益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了中国运动员的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工作。
起初，有几位运动心理学家应中国射击队和中国射箭队的邀请，开始对几名运动员进行心理训练和心
理咨询的大胆尝试，其中一名双向飞碟运动员在调整心理状态之后参加比赛，创造了世界记录。
于是，更多的运动队（如中国跳水、游泳、体操、田径、排球、乒乓球等队）也相继要求接受运动心
理学家的帮助，优秀运动员的心理训练进一步广泛开展起来。
1987年，中国运动心理学会承担了国家体委的重点科研课题《我国优秀运动员心理咨询和心理品质的
调查研究》，根据课题的计划，在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比赛场地设立了心理咨询中心。
咨询服务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方法包括认知调节、按摩放松、音乐放松、表象训练等。
这种临场的运动心理咨询服务受到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普遍欢迎。
共有15个省市的288名运动员在临比赛前和比赛期间前往心理咨询中心寻求运动心理学工作者的帮助，
并收到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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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运动心理学简编》是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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