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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运动员的专项认知水平角度，探讨专项运动J心理能力白勺发展特征，揭示有关专项心理能力的培养
机制，是当今运动心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体育运动过程中，视觉信息的提取是其基本的心理支持，视觉信息提取的不同模式可能反映了高水平
运动员与一般水平运动员或新手之间运动能力的差异性。
眼动分析法被认为是研究视觉信息加工过程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运动项目的
研究中。

廖彦罡的这本《排球运动员专项认知眼动特征的研究》将尝试以排球运动专项为突破点，以信息加工
理论为基本出发点，以运动员的专项认知眼动特征为核心，借鉴认知心理学的实验方法手段，利用先
进的眼动仪来了解排球运动员的视觉信息特征。
研究选取不同运动水平的排球队员，采用专家——新手范式，记录被试的注视次数、注视时间、眼跳
距离等眼动指标，通过了解运动员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动态注意、视觉搜索轨迹以及心理过程、认知特
点等，找出不同水平队员之间的差异，探讨眼动特征的认知规律，丰富和完善运动心理学理论，揭示
专家运动员的视觉搜索和注视信息。
根据研究任务的不同，分为三部分研究，主要通过排球专项图片识别的眼动记录法以及反应时、正确
率等行为指标来对被试的信息加工过程进行有效评价。

研究一表明，专家组对图片信息的加工更为细致，他们的首注视点和次注视点时间都较长，注视次数
少，注视持续时间较长，与新手组有显著差异。
被试的注视多以球的位置为中心，向四周呈放射状散开，重要信息区内都有较多的视觉注视。
专家组的注视范围较为宽广，注视点少而分散。
图片材料的不同对于被试的首注视点、次注视点时间以及瞳孔直径有显著影响。

研究二表明，专家组能更快速而准确地提取信息，他们对于句子理解的正确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组，差
异显著，三组间的反应时无差异。
匹配信息的反应时快于非匹配信息，差异显著。
三种不同性质的句子问题差异显著，背景信息的反应时最慢，正确率低。
内容信息反应时最快，正确率高。
专家对于图片信息的加工能力更强，他们的次注视点时间短，注视次数多，注视持续时间短。
材料不同影响被试的次注视点时间、注视次数、注视持续时间、瞳孔直径和眼跳距离。

研究三表明，专家组的信息加工速度更快、更准确，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进行信息判断。
专家视觉信息搜索的有效性更强，注视点较少，瞳孔直径较大，他们的注视轨迹更加紧凑、有效，新
手组的注视轨迹较为分散，注视点较多，无一定规律。
任务难度增加，被试的首注视点时间增加，注视次数增加，注视持续时间减少，瞳孔直径减少，眼跳
距离增加。

研究表明，眼动分析法对于排球运动专项认知特征的研究是可行的，能够对不同水平被试的信息加工
过程进行有效评定，体现专家认知加工的优势，但必须和具体的认知加工任务相结合，对被试的各项
指标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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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专家更能有效地利用自我经验和意识，尽快明白图片的大概内容，寻找出主要关键信
息，具备有这方面的专项认知优势，其注视持续时间短，注视次数多。
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对图片上进行记忆，将搜寻到的运动信息和大脑中所存储的运动经验场景
等进行关联匹配，更好地理解和记忆图片内容。
眼动研究结果与已有成果保持较高的一致性。
可以认为，研究一和研究二是一项总体研究的两部分，被试者前后依次完成研究一、研究二的实验，
研究二的认知难度更大，更能反映出专家组认知加工眼动特征的优势所在。
信息认知任务的不同也导致两部分眼动数据结果的明显差异。
利用研究一和研究二的眼动对比，我们可以进行一定的相关分析：第一，和研究一比较，研究二中被
试者的信息加工过程明显细致，初始加工的时间增长，包括首注视点、次注视点持续时间均有明显增
加。
这说明随着认知难度的增大，被试者努力确保在初始阶段就对图形材料有一定的了解，构筑较好的认
知感观。
由于图片呈现时间不一致，因此对注视次数和注视持续时间并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
通过一定的分析转换，我们发现，随着研究二认知压力的增加，被试者的注视频率在降低，对于信息
的加工更为细致有效，并不是在简单而快速地扫描整张图片，而是合理全面了解信息要点；被试者能
够有意主动地进行视觉搜索，对于信息加工的提取能力增强，这些从眼跳角度的降低、注视轨迹的缩
小等方面均有明显体现。
相对而言，对于图形识别这些表意符号系统，专家组具备有一定的加工优势，能较快地搜索到关键信
息，注视持续时间短，注视点较多，眼跳距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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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排球运动员专项认知眼动特征的研究》是中国体育博士文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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