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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领域情绪研究述评
①

蒋 韵
(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湖南吉首 4 1 6 0 0 0)

摘 要
:

在对体育运动中的情绪研 究作出总结和归纳之后
,

认为体育运动中的情绪研究存在着以下基本特征
:

重视消极情绪 的研究
,

而忽

视积极情绪 的研究
;

重视主观评价的研究
,

而忽视客观评价的研究
;

重视运动 员情绪 的研究
,

而忽视教练 员情绪的研究
;

重视个体情绪 的研
究

,

而忽视整体团队的情绪研究
。

在对体育运动领域未来的情绪研究展望应该是
:

重视积极情绪研究
,

作为消极情绪研究 的补 充
;

重视 团队

情绪研究作为个体情绪研究 的补充
。

而且
,

要及时作到情绪的评价
,

并结合现代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方法 与技术
,

是体育运动领域的情绪

研究得到更加深入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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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绪研究有 着漫长的 历 史
,

在 我国
,

古代 《周礼 》中有
“

七情
”

说
,

在 《白虎 通义》 中有
“

六情
”

说
;

在西方
,

亚里士多德认为情绪是

人的高级认知和低级感 官的混 合体
;

柏拉 图认 为情绪是有 别 于理

性的
、

混 杂的
。

其中
,

在体育运动领域的情绪研究
,

得到 了运动心理

学家的广泛兴趣
。

他们认为
:

情绪在体育运动领域是至关重要的
,

情绪研究对 于体育运动的发展也 大有裨益
。

1 体育运动领域情绪研究的基本特征

1
.

1 情绪研究特征之一
:

重视消极情绪研究
,

忽视积极情绪的研究

在传统的体育心理研究方面
,

一般对消极 情绪格外的重视
。

研

究人员认为狂躁
、

焦虑
、

幻觉或病态能够对体育运动比赛的比赛结

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

然而
,

研究人 员大 多都忽视了对 积极情绪的研

究
,

积极情 绪包括希望
、

愉 快
、

爱和 自豪
。

在 今天的体育竞技运 动

中
,

往往是高度的商业化和职业化的
。

在这其 中
,

运动员往往受到

较多的消极情绪影 响
。

据研究统计
,

在 1 8 0 0一 1 9 9 0年的 《心理学摘

要 》电子版的搜索结果中
,

有 61 7 0 0篇关 于焦虑的文章
,

有 6 8 2 0 0 篇

关于抑郁的文章
,

有 8 0 0篇关 于欢乐 的研 究文章
。

由此
,

可以看出
,

传统的运动心理学侧重 于对消极情绪 的研究
。

在 现代的运动心 理

学理论 中认为
,

情绪研 究是有两个正 交维度 的
,

它既包括积极情

感
,

也包 括消极情感
。

但是 不论是狂躁
、

焦虑
、

幻觉等消极情绪 研

究
,

还是希望
、

愉快
、

爱和 自豪等积极情绪研究都只 是具体的情绪

研究
,

而没有一 个完整的模型和理论枢架
。

因此
,

在 今后 的体 育运

动领域的情绪研究 中
,

要 作到把积极情绪研 究和消极情绪研究联

系在一起
,

作到理 论性的科学研 究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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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绪研究特征之二
:

重视主观评价研究
,

忽视客观评价的研究

心理学 之所以有别 于哲学
,

从 哲学 中分离 出来成为一 门 自然

科学
,

就在于方法论的革新
。

但是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
,

其 中

的重要分 支运动心理学则更为年轻
。

在过去的运动心理学研究 中
,

研究人 员通常使用 问卷调查和 量表 的方式进 行 自我测评
,

这是 一

种非常主观性 质的情绪研究
,

是落后的
,

是不 科学 的
。

而 现代的情

绪研究则偏 向于科学的调研方 法
,

其 中的手 段有计算机 测试系统

和生物科学技术
。

这种 方法的运用可以准确的进行情绪测评
。

然而

在实际 的操 作中
,

情绪评价的问卷调查却得到 了广泛的使用
,

这和

科学研究方法并不适用
。

在我 国的体育运动领域情绪研究 中
,

专业

性 质的 R 工研究室并不多
。

而且客观评价 设计到现代的认知神经科

学研究
,

这是一个较新的科学领域
,

因此
,

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推广

和应用
。

就 目前的情绪研究现状来看
,

重视主观评价研究
,

忽视客

观评价的 研究的状态将 长期存 在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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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绪研究特征之三
:

重视运动员研究
,

忽视教练员的研究

在体育运动 中
,

情绪研究的对象常常是 运动 员
,

而忽视了教 练

员
。

当然
,

运动 员是体育舞 台的
“

主角
” ,

而教练 员则更像是导演
。

运

动 员是体育比赛 中的主要实施者和操 作者
,

而教练 员却不 可能直

接参与到体育竞技的表 演中去
。

因此
,

以往的情绪研究对象经 常是

运动员
。

但是
,

教练 员付 出的辛苦其实更多
,

当然
,

这里面有对运动

员的平时培训和心理鼓励
。

在比赛 的关键时刻
,

教练 员也往往能够

做到对全局的有效把握
,

做到临场换人
,

积极的干 预比赛 的进 程
,

进而对整个体育比赛的结果产生深刻的影 响
。

因此
,

在今后的情绪

研究 中
,

运动心理学家要增加对教练 员情绪的研究
,

以作为补充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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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情绪研究特征之四
:

重视个体的情绪研究
,

忽视 团队情绪研究

体 育的运 动项 目是一个 整体协 作的过程
,

每一个运动 员都是

一个部分
,

而非整体
。

但是
,

在情绪的研究 中通常对个体的运动员
,

特 别是 明星运动 员的情绪研究较为 突出
,

而忽视 了对 团队的整体

性研究
。

在一些需要集体协作的体育项 目 中
,

比如
:

球赛和赛龙舟

比赛
,

这里的每一个队 员都是非常 重要的
。

团队的 悲 伤
、

气愤
、

激动

等等都会 感染每一个队员
,

从而深 刻的影响比赛的进程
。

在过去 的

情绪研究中常常忽略团队的情绪研究
,

这是不对的
。

在 团队的建设

中
,

要提升 团队 的归属感
、

彼此的信任感和交流的愉悦 感
。

2 体育运动领域情绪研究的展望

2
.

1 积极情绪研究要作为消极情绪研究的补充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传统心理学家往往把人类的
“

消极情绪
”

和
“

不善
”

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

而现代的心理学研究则认为
“

积极

情绪
”

和
“

善
”

同样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深刻 的影响
。

在运动心理学

领域
,

研究人 员常常关注的体 育赛场 的不 良事件 和恶劣的环境给

运动员带 来的消极情绪
,

却忽视了用一种更为开放
、

更为欣赏的眼

光对待运动 员的动机
、

能力和潜在的希望
。

作为对传统心理学研究

的一种补充
,

研究人 员应该对运动 员以及教练 员的 积极 情绪做 到

足够 的关注
。

在体育运动 中
,

由于竞争的激烈性和残 酷性
,

忽视运动员的消

极情绪是不可能的
。

但是
,

仅仅把对消极情绪的研 究作为唯一的研

究对象这是一种严重的偏差
。

而且
,

运动员的快乐
、

兴奋和激动 同

样能够起 到很大的 作用
。

因此
,

在 今后体 育运动领 域的情绪研 究

上
,

应该把对积极情绪 的研 究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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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团队情绪应该作为运动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 体育运动 的竞技 中
,

团队是一 个协作 分工
、

共 同努力的 过

程
。

可以说
,

团队的情绪是高于个体的情绪的
,

这种 情绪或积极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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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
,

在 团队内部是可以共享的
,

也 是一 个团队组 建的基础
。

团队

的情绪变化能够起 到沟 通队员的效 果
,

能够提 高团队在 体育竞技

中的竞争 力和精神 的凝 聚力
。

好 的团队是会做 到队员之间及时的

感情交流
,

促进团队在体育竞技 中做到战略和战术的有效调整
。

但

在就 目前 的团队情绪研 究来看
,

这仍然是一个较 为初级 的研究领

域
。

在国外的研究 中
,

一些运动心 理学家 已经 对这一领 域做 到了

足够的重视
。

因此
,

在我 国的 团队情绪研究上
,

也应该做到和国际

研究接轨
,

更好地 为我国的体 育运动 项 目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心

理指导
。

而且
,

团队情绪研究的研 究方法比较简便
,

范围也比较广
。

在研究方法上 既可 以使用传统 的问卷调 查方法
,

也 可以使用走 访

调查
,

或者对体育运动项 目做到实地的观测
。

在研究的范 围上
,

团

结情绪的研 究不仅仅是 围绕集体 比赛项 目展开
,

而且
,

也可以对非

集体的运 动项 目进行跟踪研究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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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绪评价应结合现代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

认知心理学在心理学科 学中 占据着重要的位 置
。

它与心理学

的其他学科相互关联
、

相互渗透
、

相互影响
。

2 0世纪 80 年代
,

乔治
·

米勒提 出了
: “

认知神经 科学
” 。

这种科学是与神经 心理学
、

实验心

理学以及 神经性紧密相连的
,

是一门交叉性的新兴学科
。

在体育运

动领域
,

这种学科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

特别 是在情绪的评价领域
,

能够基于脑成像技术和实验行为研究为体育领域的情绪研究提供

准 确和客 观的技术保证
。

认知神 经科学能够对运动员的情绪作到有效的检测
。

而且
,

这

项技术正在飞 速的发展
。

其 中很大的原 因是功能磁共振 成像技术

得到了重大的突破
。

在以往的心理学认知 中
,

对大脑的检测设备并

不成熟
,

而且很难做到无损伤的技术研究
。

新世纪以来
,

这项技术

得到 了重大突破
。

因此
,

在体育领域的情绪研究中可以和这项技术

有效 的结 合
,

从而促 进运动心理学的 发展
。

3 结语

情 绪研究在体育运动领 域有 着广泛的应用
,

也是运动心理学

家 比较钟爱的研究课题 之一
。

情绪研 究在体 育运动 领域有着以下

特征
:

重视消极情绪研 究
,

忽略积极情绪研究
; 重视主观评价研究

,

忽视客观评价研究等等
。

在未来的体育领域的情绪研究中
,

要努力

弥补消极情绪研究的不足
,

以积极情绪研究作为补充
,

也要把团队

情绪的研 究引入到体育运动领域
。

在对情绪评价的方面
,

也应该结

合现代的 认知 神经 科学研究方法与技 术进 行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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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

世界将会变成美好人间的理念
。

这种体育赛事和公益相结合的

创新理念
,

不仅可以使举办城市的品牌得到社会的认可
,

提升认知

力
,

也 可以为社会 贡献力量
,

这种理 念对社会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

义
。

2
.

4 马拉松促进经济发展

由于马拉松的宣传效应
,

马拉 松赛事影响的扩大和数 量的增

加
,

给赛事主办方吸来了很多赞 助商
,

由于马拉松赛事所带来的人

群广泛
,

多来 自于世界各地
,

这其 中不乏 很多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

商业 巨头
。

人群的增加 必然促进当地 的消费
,

推动 当地娱乐
、

旅游
、

餐饮
、

服 务
、

酒店
、

交通等产业 增长
,

引起连锁反应
,

对赞助商而言
,

马拉松具有很大的 公益性
,

所以
,

有众多媒体关注
,

不需要大的价

钱就可以有大的品牌曝光率
,

满足商家的战略需要
,

能体现多赢格

局
。

场收益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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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体育法的健全

在 国际 上很多的体育赛事 出现黑幕的情况
,

这对于一个 国家

的体育名誉是抹黑的
,

与体育相关的立法
、

守法
、

执 法 司 法和法律

监督等法律运行机制
,

健全 的体 育法制是体 育良好 运行的重要制

度保障
。

3 体育赛事不足的方面

3
.

1 关于体育赛事

在体育行业 日益发展的今天
,

一些不文明的现象也随之而来
,

在北京马拉松比赛期间
,

有选手随地小便
,

这种不 文明现象造成了

社会舆论
,

引 起 了社会争议
,

这种不文明行为的 出现
,

也反映出赛

事服务上有弊端
,

由于参赛和观众人 员众多
,

造成公 共厕 所拥挤
,

还有需要排队 的地 方缺 少工作人 员管理
,

很多选手 不排队造 成秩

序混乱
,

这不仅影响比赛的进行
,

而且也影响一个城 市的名誉和品

牌
,

这些细微之处的处理不 当
,

会影响体育赛事整个过程
,

所以
,

基

本的服务保 障应该得到举办方有效的重视
。

赛事产品的衍生不足
,

也会影响 经济 的增 长
,

赛事 中的衍生 产品 已经 是比赛收入的重要

组成部分
,

要对赛事衍生产品 引 起足够的重视
,

使其带来可观的市

4 结语

基 于我国 目前的发 展
,

在发展 马拉 松赛事上还有很大地进 步

空 间
,

随着社会的进步
,

科学地 组织马拉 松赛事
,

在科学 理论 的指

导下
,

有效地设计
、

组织
、

控制
、

协调
、

评价马拉松赛事
,

使马拉松竞

赛在我国让人们得以记住
,

使参加马拉 松全 民化
,

这样更能诊释现

代化城市的意义
,

满足城市经 济发展的需要
,

促进品牌投资
,

让 商

家记住马拉松 品牌
,

推动企业发展
,

但随着马拉松体育赛事的不断

增大
,

给环境也带来了污染
,

给交通也带来了拥挤等问题
,

这些也

是需要考虑妥善解决的
,

总而言之
,

随着我国未来马拉松赛事的发

展
,

马拉松体育 竞赛 的发展
,

在 我国一定会有美好的 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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