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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心理学》

前言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主干课程《体育心理学》（第二版）是根据教育部最新的《全国高等学校
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和《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各类主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总体要
求编写的，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编写本教材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体育
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了解体育心理学的最新发展，培养学生运用体育心理学的知识研究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本教材是对《体育心理学》2006年版的修订。修订时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体育
心理学的新理论和方法介绍给学生，使学生能够拓宽视野，了解学科前沿，把握最新研究动向。因此
，本教材努力吸收了许多国内外最新的体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删除了陈旧的、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价值不大的内容。为此，在教材中安排了反映新的理论和方法的“信息通道”。本教材修订时考虑的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使教材内容适合于体育教育专业的大学生，促使他们既能掌握有关的理论和方
法，又会应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因此，在选择内容时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需求，即充分考
虑本科层次的学习需要，充分考虑教材内容对他们未来实际工作的作用。为此，教材中有许多既有助
于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又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案例分析”和“操作与应用”。本教材修订时考虑的
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增强教材的吸引力和可读性。教材的结构和呈现方武力求以文为主、图文并
茂、结构合理。本教材由季浏总体设计和规划。参加编写的成员有：华东师范大学季浏、汪晓赞、王
树明、杨健、唐振宇，北京师范大学殷恒婵，扬州大学颜军，首都体育学院李京诚，山西大学石岩，
南京师范大学蔡理，武汉体育学院徐霞，福建师范大学陈作松，苏州大学蔡庚.天津体育学院刘微娜，
广州大学王润平，南京大学翟一飞。由季浏和刘微娜统稿。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者的水平有限，教材中
所存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教材中直接或间接引用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成果和资料，对
此表示真诚的感谢。最后，衷心感谢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体育分社的领导和编辑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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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心理学》

内容概要

《体育心理学(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经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审定，由教指委组织专家根据教育部最新的《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
业课程方案》和《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各类主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总体要求编写。在
第一版的基础上，本教材吸收了许多国内外最新的体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
和学习需求，以及对学生未来实际工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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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心理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体育心理学概述第一节 体育心理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第二节 学习体育心理学的意义第三节 体
育心理学简史和发展方向第四节 体育学习的心理学基础第二章 运动中的s标定向和目标设置第一节 体
育活动中的目标定向第二节 体育活动中的目标设置第三节 体育活动中团队目标的设置方法第三章 运
动兴趣和动机第一节 运动兴趣第二节 运动动机第四章 运动归因第一节 运动中的归因第二节 影响运动
归因的因素第三节 运动中的归因训练第五章 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第一节 体育活动的心理效益第二节 
体育活动的坚持性第三节 体育活动行为的理论、预测及干预第四节 体育活动的成瘾行为第六章 唤醒
、焦虑、心境状态s运动表现第一节 应激、唤醒和焦虑的定义第二节 唤醒、焦虑与运动表现的关系第
三节 影响赛前状态焦虑的主要因素第四节 心境状态与运动表现第七章 心理技能训练第一节 心理技能
与心理技能训练第二节 运动中的行为干预方法第三节 运动中的认知干预方法第八章 动作技能的学习
第一节 动作技能概述第二节 动作技能形成的理论与过程第三节 影响动作技能学习的因素第四节 动作
技能的学习与训练第五节 动作技能的迁移第九章 体育教学效果的心理学优化第一节 体育教学设计的
心理学基础第二节 体育教学策略和学习策略的心理学原理第三节 体育教学环境心理第四节 体育课堂
学习过程的心理学评价第十章 体育教学中学生的个体差异第一节 体育能力的差异第二节 智力因素的
差异第三节 非智力因素的差异第四节 体育差生的心理第十一章 运动损伤的心理致因和康复第一节 运
动损伤发生的心理致因第二节 运动损伤的心理反应第三节 运动损伤的心理评估第四节 运动损伤的心
理康复方法第十二章 运动中的团体凝聚力第一节 体育团体凝聚力概述第二节 影响体育团体凝聚力的
因素第三节 团体凝聚力与运动表现第四节 团体凝聚力的发展第十三章 运动中的领导行为第一节 领导
概述第二节 教练员领导行为概述第三节 教练员领导行为分析第十四章 运动中的攻击性行为第一节 运
动中的道德形成和发展第二节 攻击性行为的定义与分类第三节 体育运动与攻击性行为第四节 降低运
动中攻击性行为的有效方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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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心理学》

章节摘录

插图：实验研究法是心理学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揭示心理和行为规律的重要手段。它在体育心
理学的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已得到广泛的运用。其优点在于可以在任意时间内进行周密的
观察，而且别人可以验证，具有科学研究所要求的高度公认的客观性。实验研究法可分为实验室实验
、自然实验和准实验三种。（1）实验室实验法：是指在实验室内借助各种仪器系统地操纵一个或多
个变量而进行的实验。例如，测定反应时的实验，操纵的变量是某种声音或颜色的光，借助的是反应
时测定装置。其优点是实验者能够有效地控制实验中的各种变量；缺点是人为的痕迹过多，需要大量
的时间和人力，需要有昂贵的实验仪器。（2）自然实验法：是指由实验者在自然的条件下创设一定
的实验情境，操纵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变量而进行的实验。例如，在自然班级的条件下，对实验组被试
采用一种新的体育教学方法，对对照组被试采用传统的体育教学方法，以便证明哪一种教学方法更为
优越。其优点是被试的反应比较真实自然，缺点是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条件难于控制得完全一致。（3
）准实验法：是指在某些自然情境下将实验室实验做一些变通处理，但仍然利用真正的实验设计的某
些方法来收集资料而形成的实验。例如，考察体育锻炼对减轻潜在焦虑的作用，需控制有氧锻炼的项
目、持续的时间，并记录被试心血管系统的功能和测量焦虑的水平等指标。其优点是使用起来有一定
的灵活性，缺点是对变量的操纵控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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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心理学》

编辑推荐

《体育心理学(第2版)》由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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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心理学》

精彩短评

1、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关于如何做好中小学体育老师。
2、这个书是教材也不错的
3、正版的好东西，看过了对考研帮助很大，果断被录取
4、此书是研究体育心理的专门教材。适合体育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
5、不错 长见识 学到了不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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