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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心理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提高教与学的效果，其

主要研究对象是学生，也包括教师，侧重研究体育教学过

程中的心理现象，特别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特点和

变化。但它与运动心理学，锻炼心理学又密不可分紧密联系，

呈现出多维性的特点。所以体育心理学实际是研究体育运

动情境中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科学。CiteSpace是一款可视

化文献分析软件，能够显示一个学科或知识域在一定时期

发展的趋势与动向，形成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历程。

20年前国外体育运动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运动个

性；激活、唤醒与运动成绩；运动焦虑；干预与焦虑控制；

表象训练；动机与自信心；运动归因；运动攻击性；团体

凝聚力等。

而到了 21世纪初，我们通过对国际四大期刊《应用运

动心理学》期刊（JASP）《运动心理学家》期刊（SP）《国

际运动心理学》期刊（IJSP）；《运动与锻炼心理学》期刊

（JSEP）的研究表明四大期刊研究具体领域涉及运动动机、

运动情绪、心理技能、运动自信、运动认知加工、运动社

会心理、流畅状态（高峰体验）、心理耗竭、多元文化、

赛前状态、优秀运动员心理品质、影响运动成绩的综合因

素等多方面，并在很多方面做了详尽的系列研究。而过去

较热的运动员的个性研究却受到冷落。研究领域从早期的

研究运动员心理选材、心理技能训练和心理咨询工作的竞

技运动领域不断地扩展到体育锻炼的动机和体育锻炼与心

理健康的关系以及如何有效地掌握运动技能和通过学校体

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格品质。但是竞技

运动领域的研究仍然是主流，而对体育教育领域的研究相

对薄弱。

在 2013年世界运动心理学大会上对包括运动和锻炼心

理学、运动技能控制 /学习特殊问题等诸多议题进行讨论研

究，其中重点交流了竞技心理的研究与应用和锻炼心理以

及特殊问题，表现出如下特点：一些传统的研究课题（如

情绪、动机、人格以及心理训练等）继续受到关注，但在

研究思路与程序上更加注重契合竞技运动实践的需要；一

些新的研究课题（如运动天才的成长，运动员职业生涯发展，

运动情境中的人际关系，运动认知与情绪的关系，以及心

理服务的提供等），逐渐受到重视；研究工作中更加注重

借鉴相关领域的研究理念、方法及技术。身体活动或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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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健康效益、治疗效益，身体活动或锻炼的动机等，仍

是研究的热点；身体活动或锻炼与参与者认知功能的关系受

到更多关注，认知神经科学在该领域得到了更多的应用；研

究者研究设计表现为纵向追踪调查，单、双组前后测研究设

计的增加，使研究结果更为可信，研究质量更高。特殊问题

是指有别于传统运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性专题。本次大

会对文化问题、性别问题、残疾人问题、药物控制及饮食失

调等特殊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研究问题新，涉及范围广，

成果应用性强；积累的研究成果其系统性有待提高；依托实

证研究成果的理论建构尚显薄弱。

最后，在 2018年的第十一届全国运动心理学学术会议

上根据知识图谱对国外运动心理学研究热点的分析表明国

外运动心理学的研究热点集中在运动表现、角色、知觉、动

机、经验等，近五年其他国家运动心理学研究领域突现词主

要是精英运动员、社会支持、足球、信念、身份等。

常规的体育运动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包括了观察法、

问卷法、访谈法、文献分析方法、测验法与实验法等。

四大期刊使用的具体方法，实验法仍是研究的首选，

而且实验多以真实情境为主，以追求更好的生态学效度。它

与量表问卷调查之和超过了半壁江山，说明了以量化为主要

形式的实证研究在国际运动心理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个案研究也受到重视，涉及运用心境状态量表的自行

车选手高强度训练的监控、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等方面。另

外，元分析的方法也占有一席之地，它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文

献综述的客观性。有对心境状态量表和运动成绩的元分析、

对竞赛焦虑状态与运动成绩的元分析、对运动员和非运动员

身体意向的比较的元分析以及对身体锻炼、竞技运动和体育

课中因果关系的知觉点的元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文献分析法

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研究方法。

2013世界心理学运动大会对研究方法领域的研究与应

用做出了全面的讨论，认为理论构建仍是运动心理学的主要

任务，对研究与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学科发展价值；

神经科学技术、眼动技术及虚拟现实在各研究领域中的广泛

应用，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提供了深层次探讨

运动心理及锻炼心理的过程和机制的可能性；混合方法逐渐

成为了继量化方法和质化方法之后的第三研究方式，但要想

合理和有效地使用这种方法，仍需解决本体论、认识论、方

法论层面上的融合问题，使分析深度和实用价值较单一方法

研究有所提高。

近 20年来中国体育运动心理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运动

中人的心理规律的研究与应用。其研究领域较为广泛，目前

在我国已开展的研究有：基础理论、运动与情绪情感、运动

与人格、体育教学心理、竞赛心理、大众健身心理、心理训练、

心理选材、心理诊断、心理咨询、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心理特

征、运动专项心理等研究。

而基于CiteSpaceV软件分析我国体育心理学研究进展，

其研究主要热点集中在心理学、竞技运动及体育教学中的影

响和应用等，未来该领域研究的前沿有可能会更多地向竞技

运动领域深入发展。国体育心理研究的高频热点词汇主要集

中在“心理健康”“运动员”“运动心理学”“心理训练”

等方面；最大的三个节点关键词“运动心理学”“心理健康”

以及“大学生”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变化分别延伸出了多条

连接线，由此可见，在体育心理研究领域中，其研究视角正

在逐渐细化并向深层次发展。2010—2017年出现了“自我

决定理论”“压力”“目标定向”“心理坚韧性”“自我控制”

等关键词，这表明在体育心理学研究领域，未来可能会更多

地向竞技运动中运动员的不同运动表现与心理特征之间的

关系以及相应的实践训练方案等方向深入研究。

在进入 21世纪之后，研究数量增加迅速。这也反映了

中国运动心理学学科发展的整体趋势是积极的，运动心理学

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和重视，总体上看我国体育运动心理

学还是集中在竞技运动、体育教育、健康锻炼三个领域。

从论文实证角度来看，它可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在具体研究中，它还可分为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

统计法、逻辑推理法、观察法、实验法等。但在我国实验性

研究却并不多见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主要以问卷法与理论

综述为主。

在统计方法上中国的研究多用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

析、相关分析、甚至百分比。只能进行简单的研究。而西方

的研究普遍采用的统计方法是路径分析、判别分析、多元回

归分析、因素分析、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构模型等可有效解

决复杂的问题。

现在体育心理学研究中关于运动技能学习和体育社会

心理学的研究数量快速增加。对于运动技能学习的研究方法

由最初的简单实验转变为使用包括生物反馈、眼动记录在内

的先进仪器记录在技能学习过程中的现象和规律，大大提高

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精确性。

体育心理学近十年来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广泛，中国和

其他国家相差不大，基本集中在体育教学和竞技运动领域，

研究方法也将趋于综合化。但中国因为心理学发展较晚，还

落后于其他国家，一些研究方法需要中国化。因此，我们还

应该将体育心理学的专业领域进一步细化，扩宽体育心理学

的研究领域，加强体育心理学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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