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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的建构与解析

———基于质性分析与量化检验的视角

吴伊静

（吉林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长春　１３００２２）

摘　要：对２２名青少年运动员进行深度访谈，依据扎根理论进行三级编码，形成环境适应不良、主

观幸福感受、竞训情绪体验和积极心理特征４个核心式编码，建构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双因素理论

模型。通过信效度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区别效度检验等方法对建构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建

构模型χ
２＝３７９．０６６，犱犳＝２２６，χ

２／犱犳＝１．６７７＜３，犌犉犐＝０．８３２接近０．９，犆犉犐＝０．９３０＞０．９，

犚犕犛犈犃＝０．０６４＜０．０８，模型适配合理。同时，结合相关理论对量化结果进行模型解析。经由实践

发现—质性分析—量化检验—理论解释之后，针对青少年运动员心理教育问题提出建议：加强预防性

的心理教育和训练，充分发挥社会支持力量，营造良好学训生活氛围，注重积极心理的引导与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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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运动员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后备力

量，心理健康是其成长的基础、竞训效益的保

障。纵观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研究，存在基于

文献的量化分析与成人心理健康模型的移植应用

两个弊端。基于文献的量化分析涉及面虽广，但

其实是把心理问题当作自然科学进行研究，结果

是仅能得到元素性的感觉经验，而不能获得鲜活

的心理体验［１］。人无法脱离环境而独立存在，所

以心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全面考察个体所处情境

的特殊性、具体性，注重对个体经验和现象的表

述，从而真正了解研究对象的经验、行为及态度

的真实意义［２］。对成人心理健康模型的移植，忽

视了青少年与成人、运动员与普通人之间的心理

特点差异，导致移植模型对于青少年运动员心理

状态的评价和解读针对性不强。另一方面，移植

应用的模型多从消极视角审视心理健康状态，但

没有心理疾病并不等于心理健康水平高［３］。心理

健康的状态是幸福感、自我效能、能力、情绪等

多种心理机能的整合并处于良好的状态［４］。

鉴于以上问题，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充分

挖掘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的构成要素，保证构

建的模型符合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发展所处的环境

及其自身特点，并对构建的模型进行进一步

ＳＥＭ检验，旨在为青少年运动员健康心理的培

养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依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访谈法

研究围绕预先拟定的访谈提纲，对２２名青

少年运动员进行深度访谈。其中男生１８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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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４人，平均年龄１５．７２岁，训练年限６个月至

３年半不等。涉及项目有跆拳道、空手道、速

滑、摔跤、篮球、柔道、曲棍球、田径等。根据

受访对象的认知水平及表述能力，访谈将开放式

询问与封闭式询问相结合、导引式访谈与探测性

访谈相结合，尽量避免专业词汇，采用口语化交

流。每次访谈由２人完成，时间２０—４０分钟

不等。

依据扎根理论对访谈记录进行质性分析，其

中通过资料检验法和专家评价法进行编码效度检

验。即在编码的各个阶段，不断反复回归到原始

资料文本，进行核查与审视，尽量杜绝以偏概全

及未能客观定义文本属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分

别与１名运动心理学教授、１名心理咨询师就各

级编码交换意见，对个别编码进行修订。

１．２　问卷调查法

为增强研究的科学性，避免质性分析建立的

模型过于主观，依据深度访谈的内容和分析结

果，编制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调查问卷，通过

ＳＥＭ对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进行

检验。对吉林、山东、浙江三省部分市区体校和

业余体校的３５０名青少年运动员进行调查，其中

男生２７２人，女生７８人，年龄在１３—１７岁之

间，二级及二级以上运动员２３人，涉及中长跑、

速滑、越野滑雪、竞走、曲棍球、摔跤、射击、

射箭、游泳、乒乓球、武术套路、散打、跆拳道

等项目。调查共发放问卷３５０份，收回有效问卷

３３０份，有效率为９４．３％。

１．３　数理统计法

通过ＳＰＳＳ２２．０及 ＡＭＯＳ２３．０对调查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通过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对青少

年运动员心理健康调查问卷信度进行检验，通过

ＳＥＭ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质性研究建构的

模型进行建构效度的适切性检验，通过ＡＶＥ法

完成区别效度等检验。

２　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质性分析与模

型建构

２．１　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质性分析

根据扎根理论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共形成

２９２个节点、４２个开放式编码、１５个关联编码、

４个核心式编码，环境适应不良、竞训情绪体

验、主观幸福感受和积极心理特征是构成青少年

运动员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表１）。

表１　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构成编码

核心式编码 关联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学训迷茫 （２１） 无求学目标 （１１）、考试担心 （６）、家庭担忧 （４）

环境适应不良 （８６）
孤独感受 （２７） 想家 （９）、无人理解 （８）、独来独往 （６）、谜一样的人 （４）

委屈／害怕 （１８） 欺负人 （５）、教练态度 （７）、害怕惩罚 （６）

回避 （２０） 尽快离开 （６）、不喜欢 （６）、偷懒 （４）、无意义 （４）

无力感 （２７） 身体疲劳 （１６）、运动损伤 （５）、不公经历 （６）

竞训情绪体验 （７７）
焦虑 （２５） 队友比较 （１３）、想赢 （７）、偶尔失眠 （５）

紧张 （１３） 动作不协调 （５）、心率加速 （８）

走神儿 （１２） 胡思乱想 （５）、反应不过来 （４）、看着别人练 （３）

希望感 （２７） 上大学 （３）、评健将 （６）、参赛 （１８）

主观幸福感受 （９１）
价值感 （１７） 小教练 （９）、水平提升 （５）、得成绩 （３）

他人支持 （３５） 家人支持 （１４）、朋辈支持 （９）、教练鼓励 （１２）

归属感 （１２） 代表队里比赛 （９）、他人关心 （３）

意志品质 （１８） 训练自觉 （７）、必须坚持 （１１）

积极心理特征 （３８） 智能应用 （９） 积极沟通 （５）、观察思考 （４）

自信心 （１１） 成就历史 （４）、自我认知 （７）

　　注：括号中的数字代表编码的参考点，即被提及的次数

２．１．１　环境适应不良

环境适应是考察心理健康的重要方面，青少

年运动员的环境适应不良从心理机制方面来看，

体现在青少年运动员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适应环

境的变化和寻求自身的发展，这种变化和发展主

要是学习、训练、交往三方面。以下为访谈内容

节选：

ＫＳＤ０１３： “我对文化课学习一点都不感兴

趣也学不会。还不如去训练，训练走一步算一步

吧，没想过未来会是什么样”；ＴＱＤ００３：“最近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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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经常会想家，前段时间我爸来办事，中

午带我吃饭，但没吃一会儿他有事就走了，我回

来一下午心里都很难受，就感觉有好多话没说

呢”；ＺＣＰ０１５：“我有点内向，教练说我不爱交

流。寝室人多太吵了，我喜欢一个人呆着干什么

都行，累的时候会想家”；ＲＤ０１０：“大队员会让

我给他们买吃的、干活，有时还会骂人，有好几

个人都被欺负过。我很讨厌他们，见到那几个人

心里就不舒服，每次我都得离远点”；ＴＱＤ００９：

“和教练基本不沟通，有时我听不明白他说话的

意思，很深奥。教练不理解我们，我也不理解

他。他就是一个迷，迷一样的男人。”

青少年选择从事项目训练，一方面源于兴

趣，另一方面与文化课成绩有关，同时也受父母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理影响。对学习无期许，

对训练没目标，这种 “学训迷茫”是青少年运动

员较为普遍并特有的消极心理状态。从个体心理

发展规律来看，处于青少年阶段的运动员认知能

力有限，他们不能客观规划自己的未来，缺乏准

确、合理的目标定位是 “学训迷茫”的主要原

因。青春期的个体更加关注于自我的感受和情

绪，心灵既渴望被理解又会自觉地处于闭锁状

态，渴望与回避的矛盾是内心滋生孤独的土壤。

个体在委屈／害怕关联编码中的表现，更是环境不

适的体现。其中 “欺负人”这一编码为原生编码，

是刚入队的小队员受到大队员指使甚至欺凌。而

被欺凌的小队员也因自我意识不强，在受欺后不

愿意求助，怕丢脸，出现心理失衡、委屈现象。

２．１．２　竞训情绪体验

个体心理健康程度与遗传、教育因素有关，

也受所处环境的影响。研究中青少年运动员竞训

情绪体验专指运动员在追求竞技成绩提升的过程

中，面对大负荷、高强度、枯燥乏味的训练，以

及伤病困扰、竞赛压力而产生的情绪状态，突出

表现为无力感、焦虑、紧张、走神儿。这是运动

员区别于普通青少年所特有的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在这些方面青少年运动员访谈内容节选如下：

ＨＸ００２： “拉伤就一直没好过，自己挺着

吧，很闹心。受伤的位置疼，行动不便，最严重

时无法训练，但我没办法”；ＱＧＱ０１１：“有时特

别累，结束后就想躺床上休息，什么都不想干。

累的时候偶尔会发呆、走神儿，教练喊什么自己

好像听不到也反应不过来”；ＨＸ００５： “毕竟练

了好几年了，自己的成绩上不去，有时还不如后

来的 队员，心里 挺上 火的也觉得 没 面 子”；

ＲＤ００１： “比赛时身体极其不协调，动作僵硬，

大脑一片空白，感觉心慌”；ＴＱＤ００９：“上场前

想得挺好的，不紧张。但一上场腿就不听使唤，

抬不起来，沉！心脏砰砰跳，呼吸困难。这次比

赛 （输了）对我影响挺大的，其实我特别想赢一

次，但是……有时会想起来这个事，很遗憾。”

“无力感”来自躯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二者

相互影响。访谈中有关身体疲劳的明确描述有

１６次，居首位。身体疲劳会引起运动员反应迟

缓、注意力分散、情绪淡漠；心理方面，外归因

的人常会认为结果无法把握，特别是对于习得性

无助的青少年运动员，当面对挫折、苦累、竞

争、伤病时便会产生无力感。竞训焦虑是运动员

常见的心理困惑，源于压力、比较和自我期待等

多方面。紧张是应对压力时单一且短暂的情绪体

验，属于应激反应，紧张的产生与青少年运动员

的认知水平和比赛经验有关。这种紧张虽具临时

性，但作为一种心理性的应激反应如不能有效调

节，不良行为反应将得到强化，会抑制竞技状

态，间接影响个体心理健康水平。

２．１．３　主观幸福感受

通常主观幸福感由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两

方面构成，希望感、价值感和归属感同属于积极

的主观情绪体验，积极的社会支持对主观情绪体

验和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ＪＺ０１７：“感觉每天过的挺充实呀，我要去打

比赛，经常自己琢磨怎么能练好，练体育不动脑

不行，有成绩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ＲＤ０１９：

“教练有时会让我教小队员，感觉不错，挺有成

就感”；ＨＸ００５： “平时要组织大家去场地进行

热身，偶尔协助教练训练、准备器材。和队友的

关系还挺好，都给面子”；ＴＱＤ００３：“教练对我

的影响最大，有他在，我就很踏实”；ＲＤ００８：

“我很在意教练对我的态度，特别是表扬我的时

候，我会高兴好几天。他要是不搭理我了，我会

觉得心里没底。教练骂人，说明他还管你，都不

骂你了，就说明彻底放弃了”；ＴＱＤ０１８：“队友

多数都能理解我，也许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经历，

大家能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首先，运动员在访谈中所表现出的对未来愿

望能够实现的信念，正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

０８



第５期 吴伊静：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的建构与解析

念。希望感让运动员憧憬未来、体验快乐，这能

不断激发动机和培养乐观心态，对运动员的适应

和发展意义重大。其次，需要层次论认为，自我

实现需要是个体的成长性需要，运动员通过自我

实现获得价值感、归属感这本身就是在向心理健

康方向前进。正如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Ｇｒｅｇｏｒｙ

Ｗａｌｔｏｎ的研究观点认为，即便是最小的社会归

属干预也能够对个人产生持久的积极影响。同

样，社会支持作为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

之一，无论何种性质或何种类型的积极社会支持

都会对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发挥增益作用。

２．１．４　积极心理特征

心理特征是个体心理所表现的相对稳定的特

点，青少年运动员在日常竞训生活中所呈现出积

极的反应、状态和行为会对竞训生活产生正向的

影响和促进，在提升竞技水平的同时也能有效缓

解自身焦虑、维护身心健康。积极心理特征是青

少年运动员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个性倾向性，包

括意志品质、智能应用、自信心。

ＨＸ００５：“不用教练盯着，教练安排了我就

做就完了。训练肯定是累，特别是早上起床和体

能训练的时候，不过都快练４年了也都习惯了，

必须坚持”；ＴＱＤ００３：“热身的时候都能看到对

手。教练给他喂靶，他踢靶，这个过程基本上就

能看出来对手特点或状态。怎么打，心中有数”；

ＱＧＱ０１１： “我们 （曲棍球）是集体项目，自己

有想法正常，但要及时和教练讲，有时还得和队

友说清楚，大家研究好才行，要不没法打好配

合”；ＱＧＱ０１２： “我希望能参加更高水平的比

赛，练体育不都为了得冠军嘛。我还想达到健

将，感觉自己的状态不错，肯定能有机会”。

意志品质是青少年运动员克服困难的心理能

量，是运动员在追求目标和改变过程中表现出的

果断、坚韧、自制、自觉，这既是人心理活动完

整性的体现，也是衡量个体心理素质、心理健康

水平的重要内容。青少年运动员对自身的智力与

能力的应用同样是一种区别于他人的显著特征，

这是他们在面对问题和环境时表现出的技巧与能

力，这与个体经验有关，也与自身的观察、判

断、分析、思维能力有关。智能应用能力较强的

运动员更善于对所处环境的优劣势进行分析，从

而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除此之外，自我效

能作为体验成功后的良性情绪反应能有效降低焦

虑、维护心理健康，个体对自身处理应激事件能

力的信念也会影响其身心调节系统。

２．２　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建构

对青少年运动员环境适应不良、竞训情绪体

验、主观幸福感受和积极心理特征进行分析。其

中，环境适应不良反映的是运动员在学习生活方

面表现出的学训迷茫、孤独感受、委屈／害怕以

及回避等情绪。竞训情绪体验反映的是运动员日

常训练和比赛中的心理状态，包括无力感、焦

虑、紧张、走神儿等。二者包含的各级编码所表

达的状态均属于消极情绪感受。主观幸福感受是

源自他人与自我认同的一种体验，包括希望感、

归属感、价值感和他人支持。积极心理特征所反

映的是竞训生活中与自身特质有关的积极心理，

包括意志品质、智能应用和自信心。二者包含的

各级编码所表达的状态均属积极心理。综上所

述，４个核心式编码分属于消极心理与积极心理

２个维度，这２个维度、４个方面构成了青少年

运动员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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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

３　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量化分析与模

型解析

３．１　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量化分析

３．１．１　项目分析

研究依据质性分析结果，结合深度访谈中涉

及的具体情景和现象，初步形成３０题的调查问

卷。通过极端值比较法进行项目分析，将总分排

名前后各２７％的调查对象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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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独立样本ｔ检验来观察各题项的ＣＲ值是否

大于３且达显著水平，符合这一标准的题项具有

鉴别力予以保留，最终形成了由２３个题项组成

的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调查问卷。

３．１．２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２３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

检验结果显著 （χ
２＝１６０６．８３５，犱犳＝２７６，犘＜

０．００１），犓犕犗＝０．８６４，数据适合做因素分析。

研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依据特征值大于１和碎石

图选取４个因子并进行斜交转轴，根据不同维度

题项的构成及反应特性，对因子进行命名，４个

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４４．５９％。

３．１．３　信度检验

对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９２，量表各维度的α系数分

别为０．８０６、０．８３０、０．８２１、０．７４１。

表２　各构面信度摘要表

构面 题项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竞训情绪体验 Ｑ７、Ｑ８、ＱＩ０、Ｑ１１、Ｑ１３、Ｑ１４、Ｑ１５、Ｑ１６ ０．８０６

积极心理特征 Ｑ１８、Ｑ１９、Ｑ２０、Ｑ２２、Ｑ２３、Ｑ２４、Ｑ２５ ０．８３０

主观幸福感受 Ｑ２７、Ｑ２８、Ｑ２９、Ｑ３０ ０．８２１

环境适应不良 Ｑ１、Ｑ４、Ｑ５、Ｑ６ ０．７４１

３．１．４　验证性因素分析

表３　青少年心理健康双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汇总表

题项 构面
模型参数估计值

犝犖犛犜犇 犛．犈． 犜 犘

收敛效度

犛犜犇 犛犕犆 １犛犕犆 犆犚 犃犞犈

Ｑ７ 竞训情绪体验 １ ０．７０７ ０．５ ０．５

Ｑ８ 竞训情绪体验 １．００８ ０．１１１ ９．１  ０．７４９ ０．５６１ ０．４３９

Ｑ１０ 竞训情绪体验 １．０５１ ０．１１３ ９．２９９  ０．７６６ ０．５８７ ０．４１３

Ｑ１１ 竞训情绪体验 ０．８６４ ０．０９９ ８．７３７  ０．７１８ ０．５１６ ０．４８４
０．９０６ ０．５４８

Ｑ１３ 竞训情绪体验 ０．９０８ ０．１０６ ８．５８７  ０．７０６ ０．４９８ ０．５０２

Ｑ１４ 竞训情绪体验 ０．９９ ０．１１４ ８．６８３  ０．７１４ ０．５１ ０．４９

Ｑ１５ 竞训情绪体验 １．１５６ ０．１１９ ９．６７７  ０．７９８ ０．６３７ ０．３６３

Ｑ１６ 竞训情绪体验 １．００１ ０．１０９ ９．１９７  ０．７５７ ０．５７３ ０．４２７

Ｑ１ 环境适应不良 １ ０．７２２ ０．５２１ ０．４７９

Ｑ４ 环境适应不良 ０．７４１ ０．１０７ ６．９４２  ０．５８２ ０．３３９ ０．６６１
０．７６８ ０．４５５

Ｑ５ 环境适应不良 ０．８３３ ０．１０８ ７．７２  ０．６４９ ０．４２１ ０．５７９

Ｑ６ 环境适应不良 １．０２６ ０．１１８ ８．７１１  ０．７３５ ０．５４ ０．４６

Ｑ１８ 积极心理特征 １ ０．６０５ ０．３６６ ０．６３４

Ｑ１９ 积极心理特征 １．０９３ ０．１４４ ７．５９８  ０．７３８ ０．５４５ ０．４５５

Ｑ２０ 积极心理特征 １．１３ ０．１５３ ７．３６８  ０．７０７ ０．５ ０．５

Ｑ２２ 积极心理特征 ０．９５ ０．１３１ ７．２５  ０．６９２ ０．４７９ ０．５２１ ０．８８７ ０．５２９

Ｑ２３ 积极心理特征 １．１５７ ０．１４７ ７．８８１  ０．７７９ ０．６０７ ０．３９３

Ｑ２４ 积极心理特征 １．２８４ ０．１６１ ７．９６１  ０．７９１ ０．６２６ ０．３７４

Ｑ２５ 积极心理特征 １．０５５ ０．１３６ ７．７６５  ０．７６２ ０．５８１ ０．４１９

Ｑ２７ 主观幸福感受 １ ０．７４３ ０．５５２ ０．４４８

Ｑ２８ 主观幸福感受 １．１９８ ０．１０８ １１．１０１  ０．８６３ ０．７４５ ０．２５５
０．８６７ ０．６２１

Ｑ２９ 主观幸福感受 １．０７２ ０．１０１ １０．６０３  ０．８２５ ０．６８１ ０．３１９

Ｑ３０ 主观幸福感受 １．０２３ ０．１１３ ９．０４５  ０．７１２ ０．５０７ ０．４９３

　　注： 表示犘＜０．００１

　　依据质性研究结果，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

由环境适应不良、竞训情绪体验、主观幸福感受

和积极心理特征４个方面构成，在此基础上进行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表３）显示：各题项标

准化回归系数均在０．５０—０．９３之间，表示模型的

基本配适度良好，指标变量能有效反映被测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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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训练情绪体验组合信度犆犚＝０．９０６＞０．７，

分数变异数萃取量犃犞犈＝０．５４８＞０．５，符合收敛

效度标准。积极心理特征组合信度犆犚＝０．８８７＞

０．７，分数变异数萃取量犃犞犈＝０．５２９＞０．５，符合

收敛效度标准。主观幸福感受组合信度犆犚＝

０．８６７＞０．７，分数变异数萃取量犃犞犈＝０．６２１＞

０．５，符合收敛效度标准。环境适应组合信度犆犚

＝０．７６８＞０．７，分数变异数萃取量犃犞犈＝０．４５５

接近０．５，总体适配度模型满足模型要求。

如表４所示，青少年心理健康二阶验证性因

素分析模型与一阶有相关模型在适配指标中的卡

方值／自由度值最低，分别为１．６７７和１．６０８小

于临界值２，符合适配的标准。其他的适配指标

极其接近，说明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双因素一

阶有相关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潜在变量模型与二阶

的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差别微小。

二阶模型χ
２ ＝３７９．０６６，犱犳＝２２６，χ

２／犱犳＝

１．６７７，犌犉犐＝０．８３２，犆犉犐＝０．９３０，犚犕犛犈犃＝

０．０６４，符合或接近模型适配指标要求。因此，

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符合质性研究

所提出的理论假设。

表４　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二阶验证因素的模型配适指标

二阶模式 χ
２ 犱犳 χ

２／犱犳 犌犉犐 犆犉犐 犚犕犛犈犃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 ２４２６．２７８ ２５３ ９．５９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２２９

一阶一因子 ５９８．４９３ ２３０ ２．６０２ ０．７０３ ０．８３０ ０．０９９

一阶无相关 ７８０．２６２ ２３０ ３．３９２ ０．７０５ ０．７４７ ０．１２１

一阶有相关 ３６０．２６５ ２２４ １．６０８ ０．８３８ ０．９３７ ０．０６１

二阶模型 ３７９．０６６ ２２６ １．６７７ ０．８３２ ０．９３０ ０．０６４

３．２　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模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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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

　　图２显示，各测量变量在一阶构面的因素负

荷值介于０．５８—０．８６之间，环境适应不良、竞

训情绪体验、主观幸福感受、积极心理特征４个

一阶构面在二阶模型的因素负荷量分别为０．９３、

０．８２、０．９３、０．９１，多元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８７、

０．６７、０．８６、０．８４。综合来看，测量变量在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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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一阶构面在二阶模型的因素负荷量均较为

理想，二阶因素对一阶构面的解释力较高。环境

适应不良、主观幸福感受对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

康的作用最为突出。

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个体的

心理状态不是独立真空式的存在，而是环境的产

物，既有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受社会环境的影

响。生态系统理论基于这一观点强调，学校环

境、师生关系、伙伴关系等微系统在青少年心理

健康中发挥着中介效应。良好的校园氛围、融洽

的师生 （师徒）关系能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减少

风险行为［５］。同时也有调查显示， “欺负”现象

在青少年中非常普遍，被欺负者会出现一系列生

理、心理症状。青少年运动员无法回避社会环

境，同时还需面临其特有的发展环境，如枯燥乏

味的训练、激烈残酷的比赛、赛前焦虑、运动损

伤与身心疲劳等等，这种环境有别于普通人群，

环境适应更复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突出。

环境对人心理的影响虽不可忽视，但在运动

员青少年阶段，积极的心理状态对消极情绪的调

节与释放作用也不可小觑。主观幸福感受与积极

心理是部分衡量指标。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

在社会关系中被关心、被爱、被尊重而获得幸福

体验，亲子关系、同伴支持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影

响尤为重要。情感上的支持能使心灵处于依赖与

排斥、开放与闭锁矛盾期的运动员缓解紧张状

态，减轻心理应激反应，改善和提升心理健康

水平［６］。

运动员心理健康水平除受社会支持及外在环

境影响之外，内在因素 （特点、气质、自我意识

等）也同样发挥着作用。影响个体心理的内在因

素由遗传决定，是每个运动员基本的、稳定的心

理品质，这与人的社会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紧密

联系［７］。实证研究表明，心理特征会直接影响个

体的心理健康状况。青少年运动员的能动性、气

质类型、主观意识往往对他们在竞训、人际、应

对等方面的表现发挥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研究依据扎根理论，在对青少年运动员进行

半结构式访谈的基础上，通过论述分析方法初步

构建了包含２个维度、４个方面 （环境适应不

良、竞训情绪体验、积极心理特征、主观幸福感

受）的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这一

理论模型相对于传统的消极价值取向的心理健康

模型关注面更广、更符合青少年运动员这一角色

所处的环境及身心发展特点。同时研究运用

ＳＥＭ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等方法，对青少年运动

员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进行检验，４个构面的组

合信度大于０．７，变异数萃取量均大于或接近

０．５。建构模型各指标符合或接近模型适配要求。

因此，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康双因素验证模型符

合质性研究所提出的理论假设。

４．２　建议

访谈发现，积极心理对青少年运动员心理健

康水平的影响占据主导，幸福感受对运动员心理

的正向影响较为深刻。相比较，消极情绪的产生

与影响虽多伴有阶段性和一过性，但其对青少年

运动员身心发展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消极心理

多由社会环境中显性的外在事件诱发，积极心理

的产生与他人支持和自身特质有关。因此，建议

搭建适合青少年阶段心理特点的心理训练平台，

做好对可预见性的外在环境影响的预防和教育。

充分调动社会支持力量，多渠道提升青少年运动

员幸福感，营造良好学训生活氛围，加强积极心

理的引导与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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