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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心理测试法、数理统计法和访谈法，对三个年龄阶段 （１２—１３岁、１４—１５岁、１６—１７

岁）的８９名高原省区竞走项目高水平后备人才的心理变量因素进行比较与分析。结果表明：女子运

动员参与竞走项目的运动动机优于男子，且在１２—１３岁、１６—１７岁分别达到高度显著性和显著性差

异，男子运动员的鉴别原则优于女子；三个年龄段不同训练年限的运动员的个我取向动机平均分几乎

全部高于社会取向动机，在１４—１５岁达到显著性；１２—１３岁运动员参加竞走项目的内部动机越强，

运动员选择并从事竞走项目的动机越高，外部行为 （奖励和约束）的意义、社会积极的评价和导向

（教练的鼓励、父母的支持、队友的帮助），有助于运动员选择并愿意从事竞走的艰苦训练；教练、父

母的期望越高，明星运动员积极的社会效应，能显著提高１６—１７岁运动员的取胜欲望。在此基础上

提出对运动员实施心理训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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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走是一项技术要求较高的有氧耐力性项

目，枯燥、痛苦的身体与技术训练，要求运动员

必须对项目有较高的认同感、参与倾向，而这些

都属于心理学范畴。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的心

理学问题，尤其是运动动机等高级心理过程，研

究难度大，教练员知识缺乏，造成训练计划中心

理技能训练内容缺失。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运动

员在训练和比赛中，不仅消耗身体能量，而且还

消耗心理能量。在身体训练和技术水平相差无几

的情况下，运动员心理技能训练水平的高低，将

对比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１］。心理技能训练肩负

着提高运动员对训练的认知水平、保持长期兴

趣、树立顽强坚毅的意志品质以及增强胜利信念

等重任，是运动员在多年训练过程中始终不断进

取、勇攀高峰的信念之源，既不可忽视，更不可

或缺［２］，需要相关从业人员和研究者始终保持高

度关注。

１　概念界定及逻辑思路

１．１　 动机和运动动机的概念界定

“动机”（ｍｏｔｉｖｅ）一词来源拉丁文 “ｍｏｖｅ

ｒｅ”，即 “推动” （ｔｏｍｏｖｅ）的意思。美国心理

学家伍德沃斯 （Ｗｏｏｄｗｏｒｔｈ，１９１８）最早将动

机应用于心理学，并认为动机是决定个体行为的

内在动力［３］；张力为、毛志雄 （２００４）
［４］认为，

动机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是推动一个人进行活动的心

理动因或内部动力。它的基本含义是：能引起并

维持人的活动，将该活动导向一定目标，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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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念头、愿望或理想等。动机是个体的内在

过程，行为是这种内在过程的结果。

谢国栋 （１９９６）
［５］认为，运动动机是激起一

个人去从事或停止体育运动的内在动力。任何一

种运动动机都产生在运动行为之前，运动行为需

要之后，并影响着运动的行为方向和行为强度。

张力为、任未多 （２０００）
［６］提出，运动动机是人

们参加运动活动的动力，具有启动人的行为，并

使行为以一定强度在运动中保持的特性。张丹青

（２００９）
［７］指出，运动动机是激起一个人从事或不

再从事运动的一种内在原因和内部动力，并提出

了 “动机引发行为，行为强化动机”的良性

循环。

１．２　逻辑思路

竞走属于体能主导类速度耐力性项目［８］，技

术动作单一，训练内容枯燥，比赛时间长、强度

大，对竞走运动员的心理和身体要求较高。对运

动员和教练员的调查访谈结果表明，竞走运动员

在训练和比赛中长期表现的心理能力特征为：取

胜欲望、成就动机、参与倾向等动机特征［９］。５

名权威的心理学专家一致认为，这些心理能力特

征可以通过运动情境动机量表、社会取向与个我

取向运动成就动机量表、运动动机量表、期待取

胜量表进行测量，本课题以运动动机这一影响心

理能力特征要素的心理变量为基础，从不同性

别、不同训练年限、心理变量各维度相关性三个

角度分析高原省区竞走后备人才的运动动机

特征。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以参加２０１６年第六届高原省区耐力项目对

抗赛的高水平竞走后备人才共８９人 （男运动员

４３人，女运动员４６人）为调查对象，分析高水

平竞走后备人才运动动机特征及影响因素。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心理测试法

（１）测试工具及简介。人类的心理活动过程

包括认知过程、情绪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１０］。

本课题重点对情绪情感过程中的运动动机进行研

究。选用的心理量表是运动情境动机量表、社会

取向与个我取向运动成就动机量表、运动动机量

表、期待取胜量表［１１］。运动情境动机量表测试

运动员对从事竞走项目的认知能力和运动动机，

测试分量表为内部动机、鉴别调节、外部调节和

缺乏动机，４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０．７９、０．７５、０．８１和０．６０。社会取向与个我取

向运动成就动机量表测量高水平竞走运动员在运

动成就动机上的取向，研究证明该量表的有效性

和可靠性较高，测试分量表为社会取向和个我取

向［１２］。运动动机量表测试运动员对从事竞走项

目的运动动机，克隆巴赫系数α为０．７２，基本

符合对内部一致性的要求，测试分量表为参与倾

向和回避倾向。期待取胜量表测试运动员对于比

赛渴望取胜的程度，该量表的 ＫＲ２０系数为

０．７０，重测信度为０．８７ （狆＜０．０１）。

（２）测试过程。对８９名调查对象进行心理

测试。测试采取统一安排测试时间，要求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并及时收回量表，测试过程中对调查

对象提问的心理学问题进行及时解答以保证测试

数据的准确性。

（３）信度和效度检验。心理测试的信度采用

分半信度进行检验。心理量表的分半信度分别

为：运动情境动机量表狉＝０．８３；社会取向与个

我取向运动成就动机量表狉＝０．７１；运动动机量

表狉＝０．８５；期待取胜量表狉＝０．７２。心理测试

的内容效度采用专家访谈法，对北京体育大学５

名心理学教授进行访谈并对心理测试的内容效度

进行评价，得出：运动情境量表０．７５、社会取

向与个我取向运动成就动机量表０．８３、运动动

机量表０．８９、期待取胜量表０．７５。

２．２．２　现场访谈法

对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教授 （５名）、竞走

教练员 （１１名）和高水平竞走后备人才进行现

象学访谈，了解以下内容：①竞走教练员对心

理技能训练、心理能力的认识，及训练计划中

对心理技能训练内容的安排；②竞走后备人才

对心理能力、心理技能训练的认识和训练计划

中相关内容的实施情况；③就心理量表的整体

结构和内容反映的主要研究问题的有效程度进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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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咨询，探讨研究方法、理论依据，并提出改

进意见。

２．２．３　数理统计法

采用ＩＢＭ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经正态分布、数据独立性和方差

齐性检验后，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Ｔｕｋｅｙ多重比较、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数据结果

用平均数±标准差表示。０．０１＜狆≤０．０５，结

论为具有显著性差异；狆≤０．０１，结论为具有

高度显著性差异；狆＞０．０５，结论为不具有显

著性差异［１３］。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性别竞走后备人才运动动机差异分析

表１　不同性别竞走后备人才运动动机各维度得分比较 （狀＝８９）

对象 内部动机 鉴别原则 外化原则 缺乏动机 社会取向

１２—１３岁

男 １３．６±３．２ １３．０±２．７ １３．１±１．７ ９．６±２．５ １２０．３±１６．１

女 １４．８±２．１ １２．９±１．４ １２．９±２．５ １０．８±１．９ １１９．４±１０．５

Ｆ． １．５３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６８ １．９８９ ０．０３１

Ｓｉｇ． ０．２２６ ０．９３４ ０．７９７ ０．１７ ０．８６１

１４—１５岁

男 １３．９±２．７ １３．２±２．２ １３．０±１．８ ９．５±３．０ １０３．９±２０．１

女 １３．６±２．４ １１．６±２．４ １２．７±２．３ ９．９±１．７ １１７．５±２５．２

Ｆ． ０．０６５ ３．３９３ ０．１１ ０．１９３ ２．４７４

Ｓｉｇ． ０．８０１ ０．０７７ ０．７４３ ０．６６４ ０．１２８

１６—１７岁

男 １４．１±３．０ １２．３±１．９ １３．４±２．３ １０．１±１．８ １１２．６±１６．９

女 １４．２±２．７ １２．３±２．７ １３．２±２．７ ９．８±２．１ １２０．４±２４．５

Ｆ．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５ ０．２０５ １．１０４

Ｓｉｇ． ０．９５ １ ０．８３４ ０．６５４ ０．３０２

对象 个我取向 期待取胜 运动动机 参与倾向 回避倾向

１２—１３岁

男 １２７．３±２２．８ ７．４±２．１ １７．１±５．１ ９．６±２．４ ３．５±３．６

女 １２９．５±１３．３ ６．６±２．２ ２２．２±２．８ １０．９±１．５ ０．７±１．９

Ｆ． ０．１０１ ０．９４７ １０．７３４ ２．８８９ ５．６８７

Ｓｉｇ． ０．７５３ ０．３３９ ０．００３ ０．１０１ ０．０２５

１４—１５岁

男 １１７．８±３２．７ ６．６±２．８ １８．５±４．３ ９．９±２．３ ３．５±２．３

女 １２９．５±２７．１ ７．５±１．６ １９．１±３．７ １０．１±１．６ ２．９±３．５

Ｆ． １．０８６ １．０１９ ０．１９８ ０．０３８ ０．２１４

Ｓｉｇ． ０．３０７ ０．３２２ ０．６６ ０．８４７ ０．６４８

１６—１７岁

男 １２９．６±２０．８ ７．１±１．８ １７．９±３．４ ９．６±１．９ ３．５±２．９

女 １３７．１±２４．７ ７．９±１．７ ２０．７±３．４ １０．７±１．７ ２．０±２．２

Ｆ． ０．８６３ １．７８６ ５．４６８ ３．０５７ ２．７８４

Ｓｉｇ． ０．３６ ０．１９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９１ ０．１０６

　　注：表示有高度显著性差异，狆＜０．０１；表示有显著性差异，狆＜０．０５。下同

　　以性别为自变量，表１中１０个心理变量为因

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女子运

动员参与竞走项目的运动动机优于男子。女子运

动动机的平均分在三个年龄段中均高于男子，其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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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１２—１３岁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狆＝０．００３）、

１６—１７岁有显著性差异 （狆＝０．０２６），具体表现

在女子的参与倾向平均分高于男子，而男子回避

倾向的平均分高于女子，在１２—１３岁回避倾向

达到显著性差异 （狆＝０．０２５）。男子运动员三个

年龄段的鉴别原则均优于女子，但未见显著性

差异。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内因也

有外因，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形成了一种潜在的

社会分工，赋予了男性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这种责任和义务使男性变得更加理性和现实，男

运动员更注重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结果，以及这

种结果对他们产生的影响，而女子过多地倾向于

自己的感受，受父母、教练等社会性影响较大。

霍纳 （Ｈｏｒｎｅｒ，１９７２）在一个研究中用主题统觉

测验来测量被试的成就动机，结果表明女性比男

性更淡漠成就［６］。所以在提高女子运动员成绩

时，在发挥其内部动机稳定性的基础上，要提升

其主体地位；而男子运动员则要提高其兴趣感、

主动感、能力感，树立为国争光、励志成为一名

优秀竞走运动员的崇高信念。

３．２　不同训练年限竞走后备人才运动动机差异

分析

以训练年限为自变量，表２中１０个心理变

量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１４—１５岁高水平竞走后备人才的个我取向维度

有显著性差异 （狆＝０．０３１）。

通过 Ｔｕｋｅｙ多重比较法得到表３的统计结

果：１４—１５岁运动员的个我取向在１年与３—４

年之间达到显著性差异 （狆＝０．０３１）。

三个年龄段不同训练年限的运动员个我取向

动机平均分几乎全高于社会取向动机，在１４—１５

岁达到显著性差异，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根

据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的目标定向理论来解

释，以自己个人为参考系的能力知觉即任务定向

会激发对任务的兴趣，提高人的主动感、能力

感，有利于运动员内部动机的维持。自我定向是

以自己是否比别人强这个问题进行评估的。竞走

项目初、中级阶段的训练重点是培养运动员对竞

走项目的兴趣，提高自己的能力，最终实现自我

价值的需要，所以，任务定向能提高人的能力

感，对后备人才从事竞走项目的持久性和提高运

动成绩有重要作用。

表２　不同训练年限竞走后备人才运动动机各维度得分比较 （狀＝８９）

对象 内部动机 鉴别原则 外化原则 缺乏动机 社会取向

１２—１３岁

＜１年 １５．３±１．８ １４．４±２．６ １２．９±２．６ １１．４±２．８ １１７．１±１２．９

１—１．５年 １４．１±２．７ １２．８±１．９ １３．１±２．３ １０．３±２．０ １１９．７±１４．２

２—３年 １３．２±３．５ １３．３±１．４ １３．２±１．２ ８．８±１．７ １２３．３±１２．５

Ｆ １．０２ １．５３９ ０．０３５ ２．３６７ ０．３３８

Ｓｉｇ． ０．３７５ ０．２３４ ０．９６６ ０．１１４ ０．７１６

１４—１５岁

＜１年 １２．８±２．７ １１．０±１．６ １１．６±１．５ ８．６±２．５ １１１．４±３０．５

１年 １４．１±１．７ １２．９±１．８ １３．４±２．４ ９．４±２．６ ９７．０±２６．４

２年 １３．４±２．９ １２．６±２．６ １３．０±２．０ １０．６±２．３ １１１．６±１１．０

３—４年 １４．８±２．６ １２．６±３．７ １３．０±２．５ ９．４±１．５ １２９．８±２６．２

Ｆ ０．６４８ ０．６２６ ０．７８７ １．０１６ ２．１１８

Ｓｉｇ． ０．５９２ ０．６０５ ０．５１３ ０．４０３ ０．１２４

１６—１７岁

＜１年 １６．０±３．５ １２．７±１．５ １１．７±３．２ ９．３±１．５ １３５．７±１４．８

２—２．５年 １４．６±１．９ １２．５±２．０ １４．３±２．２ １０．５±１．６ １０９．６±１６．５

３—４年 １３．６±３．１ １２．２±２．６ １２．９±２．４ ９．８±２．２ １１７．６±３．０

Ｆ １．１２９ ０．０９１ １．７８７ ０．５８６ １．９８４

Ｓｉｇ． ０．３３７ ０．９１３ ０．１８５ ０．５６３ ０．１５６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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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对象 个我取向 期待取胜 运动动机 参与倾向 回避倾向

１２—１３岁

＜１年 １２４．７±１５．３ ５．７±２．５ ２２．６±２．２ １１．３±０．８ ０．７±１．９

１—１．５年 １３３．９±１７．６ ７．５±１．５ １９．７±４．３ ９．８±２．３ ２．１±３．３

２—３年 １１８．２±１９．９ ７．２±２．７ １８．７±４．１ １０．３±２．４ ３．７±４．５

Ｆ １．９４３ １．８９ １．９８ １．２５４ １．２８３

Ｓｉｇ． ０．１６４ ０．１７１ ０．１５９ ０．３０３ ０．２９５

１４—１５岁

＜１年 １２０．０±２７．５ ６．８±３．５ ２０．２±５．４ ９．６±２．６ １．４±３．１

１年 ９８．７±３７．９ ７．４±１．９ ２０．０±２．９ １０．７±１．４ ２．７±１．９

２年 １３３．６±１７．２ ７．０±２．４ １８．６±３．９ ９．７±２．０ ３．１±２．５

３—４年 １４２．８±２３．０ ７．０±１．０ １６．２±３．４ １０．０±２．０ ５．８±４．０

Ｆ ３．５０６ ０．０８１ １．１９２ ０．４４７ ２．２２３

Ｓｉｇ． ０．０３１ ０．９７ ０．３３４ ０．７２１ ０．１１２

１６—１７岁

＜１年 １４０．３±１５．０ ８．７±１．２ ２３．３±０．６ １１．３±０．６ ２．３±２．２

２—２．５年 １３７．３±２２．３ ７．２±１．３ １９．１±２．９ １０．４±１．９ ３．３±２．１

３—４年 １２９．７±２４．４ ７．６±２．０ １８．２±５．２ ９．６±２．０ ２．９±２．９

Ｆ ０．５１５ ０．８５３ １．８３６ １．３２８ ０．２３７

Ｓｉｇ． ０．６０３ ０．４３７ ０．１７８ ０．２８１ ０．７９１

表３　１４—１５岁高水平竞走后备人才个我取向多重比较结果

（Ｉ）训练年限 （Ｊ）训练年限 均值差（Ｉ－Ｊ） 标准误 犘 （Ｉ）训练年限 （Ｊ）训练年限 均值差（Ｉ－Ｊ） 标准误 犘

１年 ２１．２９ １５．４５ ０．５２５ ＜１年 １３．５５ １４．２３ ０．７７８

＜１年 ２年 －１３．５５ １４．２３ ０．７７８ ２年 １年 ３４．８３ １２．７６ ０．０５３

３—４年 －２２．８０ １６．６９ ０．５３２ ３—４年 －９．２５ １４．２３ ０．９１４

＜１年 －２１．２９ １５．４５ ０．５２５ ＜１年 ２２．８０ １６．６９ ０．５３２

１年 ２年 －３４．８３ １２．７６ ０．０５３ ３—４年 １年 ４４．０９ １５．４５ ０．０４１

３—４年 －４４．０９ １５．４５ ０．０４１ ２年 ９．２５ １４．２３ ０．９１４

３．３　高水平竞走后备人才运动动机各维度Ｐｅａｒ

ｓｏｎ相关分析

３．３．１　１２—１３岁高水平竞走后备人才运动动机

各维度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表４　１２—１３岁高水平竞走后备人才运动动机各维度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维度 内部动机 鉴别原则 外化原则 缺乏动机 社会取向 个我取向 参与倾向 回避倾向 期待取胜 运动动机

内部动机 １

鉴别原则 ０．３７３ １

外化原则 ０．６０３ ０．４８８ １

缺乏动机 －０．１２７ －０．２２９ －０．５２１ １

社会取向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１７４ －０．０５７ １

个我取向 ０．１２３ －０．２２２ －０．０５９ －０．１６４ ０．５１５ １

参与倾向 ０．３７９ ０．２３ ０．２１１ －０．１２８ ０．２２１ ０．３１５ １

回避倾向 －０．１４ ０．０５３ ０．１６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８２ －０．０１ １

期待取胜 －０．０２３ －０．１７ ０．２８４ －０．００９ ０．３３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３ １

运动动机 ０．１３２ ０．０８４ ０．２０７ ０．１２８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５ １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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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显示：①鉴别原则与内部动机、参与倾

向与内部动机均呈正相关且达到显著性 （狉＝

０．３７３、狉＝０．３７９）；内部动机与外化原则呈正相

关且达到高度显著性 （狉＝０．６０３），表明运动员参

加竞走项目的内部动机越强，其选择并从事竞走

项目的动机越高。②鉴别原则与外化原则、社会

取向与个我取向均呈正相关且达到高度显著性

（狉＝０．４８８、狉＝０．５１５）；外化原则与缺乏动机呈

负相关且达高度显著性 （狉＝－０．５２１），表明外

部行为 （奖励和约束）的意义、社会积极的评价

和导向 （教练的鼓励、父母的支持、队友的帮

助），有助于运动员选择并愿意从事竞走的艰苦

训练。

３．３．２　１４—１５岁高水平竞走后备人才运动动机

各维度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表５显示：①鉴别原则与内部动机、参与倾

向与内部动机、社会取向与个我取向呈正相关且

达到高度显著性 （狉＝０．６６０、狉＝０．５２７、狉＝

０．７８７），鉴别原则与外化原则呈正相关且达到显

著性 （狉＝０．４３３）。②内部动机与缺乏动机呈负

相关且达显著性 （狉＝－０．４１８），表明内部动机

的提高，会降低运动员的缺乏动机。

表５　１４—１５岁竞走后备人才运动动机各维度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维度 内部动机 鉴别原则 外化原则 缺乏动机 社会取向 个我取向 参与倾向 回避倾向 期待取胜 运动动机

内部动机 １

鉴别原则 ０．６６０ １

外化原则 ０．１４８ ０．４３３ １

缺乏动机 －０．４１８ －０．３４２ －０．２８１ １

社会取向 ０．２１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７ －０．３４２ １

个我取向 ０．２１２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８ －０．２０３ ０．７８７ １

参与倾向 ０．５２７ ０．３５９ －０．０６５ －０．１３７ ０．２６３ ０．３４３ １

回避倾向 －０．０８７ ０．１２４ ０．３３３ －０．１４８ ０．１０７ －０．０２ －０．２６２ １

期待取胜 ０．３３６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６ －０．３２４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７ ０．２７１ －０．１８７ １

运动动机 ０．１１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４ ０．１６４ ０．２１４ －０．１６９ ０．２４２ －０．１６７ ０．１９５ １

３．３．３　１６—１７岁高水平竞走后备人才运动动机 各维度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表６　１６—１７岁竞走后备人才运动动机各维度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维度 内部动机 鉴别原则 外化原则 缺乏动机 社会取向 个我取向 参与倾向 回避倾向 期待取胜 运动动机

内部动机 １

鉴别原则 ０．６２８ １

外化原则 ０．４９４ ０．５１３ １

缺乏动机 －０．３６３ －０．３２３ －０．６５４ １

社会取向 ０．２５５ －０．０３８ ０．２４５ －０．２６５ １

个我取向 ０．１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２４６ －０．１３７ ０．７２８ １

参与倾向 ０．３８３ ０．３９６ ０．１２１ －０．０７９ ０．２６１ ０．４７０ １

回避倾向 ０．１４４ ０．１７３ ０．１３８ ０．４０８ －０．０９１ －０．１３ －０．２７６ １

期待取胜 －０．０９１ －０．１３４ ０．００９ －０．２４６ ０．３６８ ０．２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７ １

运动动机 ０．１５７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３ －０．２０３ ０．１７５ ０．２１４ ０．１０５ －０．０１９ ０．２２６ １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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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显示：①鉴别原则与内部动机、外化原

则与内部动机、鉴别原则与外化原则、社会取向

与个我取向都呈正相关且达到高度显著性差异

（狉＝０．６２８、狉＝０．４９４、狉＝０．５１３、狉＝０．７２８），

参与倾向与内部动机呈正相关且达到显著性差异

（狉＝０．３８３），这与１２—１３岁运动员情况相同。

②鉴别原则与参与倾向呈正相关且达到显著性差

异 （狉＝０．３９６）、个我取向与参与倾向呈正相关

且达到高度显著性 （狉＝０．４７０），表明竞走运动

员的自我能力表现和期望越高，对训练、比赛的

预期结果看得越重，参与性越高。③期待取胜与

社会取向呈正相关且达到显著性差异 （狉＝

０．３６８），表明教练、父母的期望越高，明星运动

员积极的社会效应，能显著提高１６—１７岁运动

员的取胜欲望。④缺乏动机与内部动机呈负相关

且达显著性 （狉＝－０．３６３），这与１４—１５岁运动

员情况相同；缺乏动机与外化原则呈负相关且达

高度显著性差异 （狉＝－０．６５４），表明外部行为

（奖励和约束）的意义，能够降低运动员的缺乏

动机。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１）女子高水平竞走后备人才参与竞走项目

运动动机优于男子，运动动机在１２—１３岁、

１６—１７岁分别达到高度显著性和显著性差异，

男子高水平后备人才的鉴别原则优于女子。

（２）三个年龄段不同训练年限的运动员个我

取向动机平均分几乎全高于社会取向动机，在

１４—１５岁达到显著性差异。

（３）１２—１３岁高水平竞走后备人才参加竞

走项目的内部动机越强，运动员选择并从事竞走

项目的动机越高，外部行为 （奖励和约束）的意

义、社会积极的评价和导向 （教练的鼓励、父母

的支持、队友的帮助），有助于运动员选择并愿

意从事竞走的艰苦训练。

（４）教练、父母的期望越高，明星运动员积

极的社会效应，能显著提高１６—１７岁运动员的

取胜欲望。

４．２　建议

（１）应用目标定向理论，通过任务定向提高

个体的能力感，从而在比赛或训练中获得成

就感。

（２）教练员在训练计划中安排心理技能训练

的相关内容，提高竞走后备人才的训练和比赛

动机。

（３）竞走运动员尽量将运动动机控制在最佳

水平，认清竞走项目的性质特点，做好充分的心

理准备。

参考文献：

［１］　李婷文，李建华，田汜明，等．高水平跳跃运动员比

赛发挥研究［Ｊ］．河北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３０（３）：

５２５７．

［２］　王传平．我国男子２０ｋｍ优秀竞走运动员心理训练

结构研究［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３２（５）：

１２７１３１．

［３］　梁宁建．心理学导论［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１：３８４４３３．

［４］　张力为，毛志雄．运动心理学［Ｍ］．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３４８．

［５］　谢国栋．论运动动机冲突及其对动作反应的影响

［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１９９６，１７（１）：２９３４．

［６］　张力为，任未多．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进展［Ｍ］．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４８５７．

［７］　张丹青．培养和激发学生运动动机的最佳时期研究

［Ｊ］．河北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２３（１）：７９８２．

［８］　王林．现阶段我国高水平竞走运动员主要竞技能力

的分析［Ｄ］．北京：北京体育大学，２００６：３１３２．

［９］　梁承谋．普通心理学原理［Ｍ］．北京：中国三峡出版

社，１９９６：１５２１５４．

［１０］　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１９８９：８６１．

［１１］　张力为，毛志雄．体育科学常用心理量表评定手册

［Ｍ］．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３９．

［１２］　姒刚彦，钟伯光，刘皓．社会取向与个我取向运动

成就动机量表的编制及其检验［Ｊ］．武汉体育学院

学报，２００３，３７（２）：１３６１４０．

［１３］　陈及治．体育统计［Ｍ］．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１０６１０７．

５８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３２卷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狀狋犺犲犈狓犲狉犮犻狊犲犕狅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狅犳犚犲狊犲狉狏犲

犜犪犾犲狀狋狊犳狅狉犘犾犪狋犲犪狌犚犪犮犲狑犪犾犽犻狀犵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狊

ＺＨＯＵＣｈａｎｇｈａｏ
１，ＤＵＡＮＳｈａｏｌｏｕ２，ＷＡＮＧＬｉｈｕａ２，Ｚ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

３

（１．Ｔｉａｎｊｉ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２５２，Ｃｈｉｎａ；２．ＨｅｂｅｉＳｐｏｒ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０５００４１，Ｃｈｉｎａ；

３．Ｔａｉｓｈａｎ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Ｔａｉ’ａｎ２７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８９ｒｅｓｅｒｖｅｌｅｖｅｌｔａｌｅｎｔｓｉｎｒａｃｅｗａｌ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ｒｅ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１２１３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１４１５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１６１７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ａ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ａｔｈｌｅｔｅ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ｉｎｒａｃｅｗａｌｋ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ｉ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ｍａｌｅ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ｈｉｇｈ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ａｔ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１２１３，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１６１７．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ａｌｅａｔｈｌｅｔｅｓａ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ｆｅｍａｌｅ．Ｔｈｅｍｅａ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ｍｏ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ｈｌｅｔ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ｌｅｎｇｔｈａｒｅａｌｌ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ｉ

ｅｎｔｅｄ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１４１５．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ａｔ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１２１３，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ｒ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ｃｈｏｏｓｅｔｏｅｎｇａｇｅｉｎｒａｃｅｗａｌｋ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ｒｅｗａｒｄ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ａｃｈ’ｓ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ｅａｍｍａｔｅ’ｓｈｅｌｐ）ｈｅｌｐｔｈｅａｔｈｌｅｔｅｓｃｈｏｏｓｅａｎｄｏｂｌｉｇ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ｔｏ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ｈａｒ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ｒａｃｅｗａｌｋ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ｃｏ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ｐａｒ

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ａｒａｔｈｌｅｔｅｓ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ｖｉｃｔｏｒｙｄｅｓｉｒｅｉｎ１６１７

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ａｔｈｌｅｔｅｓ．Ｏｎｔｈｉｓｂａｓｉｓ，ｓｏｍ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ｏ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ｎｔｏ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ａｃｅｗａｌｋｉｎｇ；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ａｌｅｎ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６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