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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竞赛关键时刻的发挥失常》

内容概要

《运动竞赛关键时刻的"发挥失常":压力下"Choking"现象》的第二部分共有八章，为一个连续的实证研
究。其中，第十章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研究文献综述。第十一章着重考察“自我意识”和“焦虑特质”
预测“Choking”的效应。第十二章考察压力下焦虑状态对技能操作的效应。第十三章把运动员在压
力下的应对方式进行了对比，主要确认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是“积极应对”的方式有利技能的发挥
，还是“回避应对”的方式有利技能的发挥。结果显示“回避”的应对方式有利减少“Choking”现
象。第十四章主要针对任务特征，设计不同技能形式在压力的条件下“Choking”的易感性。结果发
现技能要求越高的任务，越容易在压力下发生“Choking”现象。第十五章对压力下“Choking”现象
的性别特征进行了观察。第十六章基于“Cho-king”的系列研究，总结归纳“Choking”的过程解释理
论的特征描述。第十七章为将来的“Choking”研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设想。
运动员在参加重大比赛时，都希望有较好的表现，但却时常会发生事与愿违的情景。所以，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运动心理学家、教练员，以及运动员开始关注竞赛中的“Choking”现象。有关“Choking”
现象的研究告诉我们，压力下的“努力”并不一定总会给运动技能发挥带来有益的效应。《运动竞赛
关键时刻的“发挥失常”:压力下“Choking”现象》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讨论了其机制
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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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了解竞赛中的“Chokin9”现象第一节 什么是压力下的“Choking"现象比赛关键时刻的“发挥
失常”对于奥运会运动员来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莫过于输掉了即将到手的金牌。试想，一名运动
员经过艰难的拼杀，击败了众多的对手，终于站在了冠军争夺的决赛场上。接下来的努力是需要更好
地表现出自己拥有的运动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运动能力，使自己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冠军。不仅
如此，观众、教练、领导和亲人正在注视着自己争夺这块金牌，所以，此时的比赛变得更加重要，等
等。这些内部和外部的暗示使求胜的希望全部押在了这最后的一搏。然而，这也是唯一的、不可能有
第二次重复的机会，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断送所有的希望。这时，所有的刺激都集中到一点，那就
是决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此，比赛结果的重要性给运动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令人遗憾的是
，他（她）出乎意料地失误了，没有顶住压力。而且，一个简单的、平时训练很少出现的“错误”，
使他（她）不可逆转地输掉了比赛⋯⋯是的，运动员“Choke”了！对于体育爱好者来说，“Choking
”这个词也许还比较陌生。在听到它以前，人们经常会用“克拉克”现象来形容比赛“发挥失常”。
也就是说，运动员平时成绩很好，一旦参加重要比赛时，就会“发挥失常”（也有人称这类“克拉克
”式的运动员为“训练型”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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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运动竞赛关键时刻的"发挥失常":压力下"Choking"现象》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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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运动心理学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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