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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力的大小与角度对自由跤运动员动觉感受性的影响》对动觉进行了实证与理论探讨。
首先从动觉研究背景入手，通过考察动觉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以此确定了《力的大小与角度对自由跤运动员动觉感受性的影响》的思路为：以高水平自由跤运动员
为被试，紧密结合自由跤运动的项目特点进行实验设计，探讨优秀与一般自由跤运动员之间动觉感受
性的差异；分析优秀自由跤运动员的动觉感受性特征，以此为依据探讨如何提高运动员的动觉感受性
，进而提高其运动能力；结合上述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理论探讨，探索产生动觉的物理刺激与其心理
量之间的关系。
　　《力的大小与角度对自由跤运动员动觉感受性的影响》采用德国进口DAVID测试系统中
的DAVID110、DAVID120、DAVID130、DAVID140为实验仪器，主要考察运动员腰部与颈部动觉感受
性情况。
该实验首先确定动觉的心理属性包括肌紧张感与运动幅度感，并采用客观指标——复制力与角度的误
差绝对值大小，分别作为反映它们高低的指标，在综合这两个指标的基础上考察不同水平自由跤运动
员动觉感受性的差异。
实验分两个部分，即腰部与颈部两个部位进行；其中每一部分又包括两项指标：肌紧张感与运动幅度
感。
设计了4个实验，均为混合设计。
被试包括山东省自由跤队运动员，山西省、青海省部分自由跤队运动员，共37名。
采用多元方差分析过程中的重复测量方法、相关分析方法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力的大小与角度对自由跤运动员动觉�>>

作者简介

于晶，女，汉族，1972年生，吉林人。
1991年考入沈阳体育学院体育教育系。
1995年本科毕业后在沈阳体育学院党院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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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与多项国家级课题：2003－2005年参与了国家科技部科技奥运攻关课题——《奥运会优秀运动员
科学选材的研究》中自由式摔跤、羽毛球、击剑等项目的心理指标设计与测试工作，并参与完成了1
项心理测试软件、1项心理测试量表的研制与检验；2005－2007年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当今中
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中的子课题——“沈阳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的调研、数据处理及撰
写结题报告等多项工作；2007－2008年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谐社会构建下的农村体育发
展战略研究》；另外，还参与省部级课题3项。
此外，曾多次参加各级学术会议，论文曾分别被2004年国际心理学大会、2005年国际华人心理学大会
、2007年全国体育科学大会等学术会议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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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力的大小与角度对自由跤运动员动觉感受性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动觉感受性中的肌紧张感与运
动幅度感两项指标之间相互影响，具有较为密切的相关。
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当动觉感受性中一个属性处于较高或较低水平时，另一个属性也相应处于较
高或较低水平。
在自由跤运动员腰部动觉感受性中，优秀组的肌紧张感与非优势侧运动幅度感明显高于一般组；在颈
部动觉感受性中，优秀组优势侧肌紧张感与一般组差别较小，但其非优势侧的肌紧张感与运动幅度感(
左屈)则表现出高手一般组。
总体而言，优秀与一般自由跤运动员相比，其非优势侧的动觉感受性相应处于更高水平。
肌紧张感与运动幅度感相比，前者对于区分优秀与一般自由跤运动员具有更好的鉴别力。
此外，自由跤运动员腰部、颈部优势侧与非优势侧的动觉感受性均差别较小，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在自由跤运动员腰颈部动觉感受性中，肌肉张力与肌紧张感之间关系呈现的趋势是：在肌紧张感这一
指标中，表现出随着肌力增加，由其所产生的肌紧张感呈现下降趋势。
在腰部运动幅度感这一指标中，表现出当关节活动幅度较大时，由其所产生的运动幅度感处于较低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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