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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教学中学生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
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周建铭
!南京晓庄学院$江苏南京.!%"""""

..!摘.要"目的%了解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对体育心理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及影响因素分
析!为培养学生良好的专业知识储备能力及体育教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方法%采用随机分层
抽样方法!抽取南京晓庄学院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及大三学生共!/"人!通过问卷调查的
方式!了解学生对体育心理学知识的掌握情况) 结果%回收有效问卷!#"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i!学生对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情况合格的有%-%人!合格率为)#i)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

学生的性别*年龄*身体活动的参与程度及对体育心理学融入训练的态度与心理学知识的掌握
率有显著相关关系) 结论%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合格率有待提高!应
推动高校教学模式及学生考核体质改革!增加学生体育心理学课时量及实践应用机会!做到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使学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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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不断变化$大学生心

理健康问题逐渐受到关注$高校更加重视学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 体育活动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心理
调适手段$通过掌握体育心理学知识$学生能够更
好地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 如何将体育心理
学知识融入体育教学中$已成为教育工作者关注的
焦点% 适当的心理技能训练可以提高运动员的自
信心和运动技能表现$a<YY<DS8和1>DGH!!"!%"发
现$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和渐进性肌肉放松可以有效
减少运动员的赛前焦虑$提高表现% PL>75J等人
!!"%*"强调$心理影像训练有助于提高运动员的自
信和技能掌握$通过想象成功场景增强表现% 注意
力训练也被证明可以减少外部干扰$提高比赛中的
专注度!P;>DG$!"%/"% 体育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
个分支$是研究体育运动这一特定情境中心理和行
为的科学$具体而言$体育心理学是研究体育运动
情境中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科学!季浏$!""/"% 在
健康中国背景下$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
务$核心在于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知识

和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人格修养及心理健康的
培养!徐开亚$!"!-"% 因此$体育心理学在体质健
康及立德树人方面被赋予了更高的使命意义% 本
文以南京晓庄学院体育学院大二&大三学生为研究
对象$详细了解了其对体育心理学知识的知晓情
况$分析影响其知识掌握的主要因素$旨在寻找全
面可行的策略$全面提高体育专业学生对体育心理
学知识的掌握情况$更好地提升体育课程教学质量%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南京晓庄学院体育学院大二&大三学

生为研究对象$了解其对体育心理学知识的掌握情
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技术$抽取
大二&大三学生共计!/"人$共发放问卷!/"份$回
收问卷!#$份$除去无效问卷$份$共回收问卷!#"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h-i% 为了保证问卷的质
量$要求受试者在不少于十分钟内认真填写问卷%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问卷为自

设问卷$采用线下面对面方式发放问卷% 问卷共分
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影响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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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相关因素$包括性别&年级&身体活动参与程
度&对体育心理学融入体育课的看法$第二部分是
与体育心理学相关的知识$共计%"个题目$如果学
生选择了知晓该问题$则需要进一步做出回答$答
对计%分$答错"分$问卷得问

!

)分为合格%

问卷信度反映了量表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
性$通常用0>;G^DE5.8

!

系数来衡量% 本研究量表
0>;G^DE5.8

!

系数为"h*#$由此可见$该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 效度则反映了量表的有效性&准确
性$即量表能否准确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詹启生
等$!"!-"% 对量表的效度进行检验$在内容效度方
面$由相关专家对量表内容进行评估$再根据专家
意见对问卷内容进行修改)结构效度方面$首先进
行1P4与\D>6YH66.8球型检验$结果发现1P4值为
"h*")$\D>6YH66.8球型检验Rm"h""%% 因此$可以进
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通过'R'' MP4' !) 建立结构
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个潜在
变量因子负荷均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见图%"% 因
此$该量表同样具有较高效度%

图%.体育心理学知识问卷的因子分析
"二#统计方法
运用'R''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描

述性统计分析汇总不同性别&年级&身体活动参与
程度&态度的学生对体育心理学知识的掌握情况%

_检验和M(4g确定不同特征学生的体育心理学知
识掌握程度是否存在差异$采用'R'' MP4' !) 结
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探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结果
"一#体育心理学知识的掌握情况
表%结果显示$十个题目中$单项知识掌握率超

过/"i的只有!项$单项知识掌握率低于/"i的有
*项$随着问题难度的逐渐下降$学生单项知识掌握
率降低%

表%.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情况((

n

!#")

题目 知晓人数占比i

%=您是否了解体育心理学的概念1 %2" 2"

!=您是否知晓体育心理学的研究目
标&对象和侧重点1

%)# /#

-=您是否了解反应时$它包括哪
几类1

%-# )/

#=您是否了解a<GH>的三维度&六
因素的归因理论1

%!$ )#

)=您是否了解习得性无助感1 %!" )"

/=您是否了解驱力理论与倒Z型
假说1

%"* #)

2=您是否清楚心境状态剖面图和冰
山剖面图的区别1

%%) #*

*=您是否了解应激&唤醒&焦虑这三
个心理学名词1

$* #%

$=您是否知晓什么是系统脱敏训
练1 包括哪三个程序1

2* --

%"=您是否了解体育待优生1 如何
提高体育待优生的学习效果1

$" -2

"二#不同特征学生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程度
的_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

表!&表-&表#&表)结果显示$性别&年级&身体
活动参与程度&对体育心理学融入训练的态度对学
生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是影响学生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率的重要因素%

表!.不同性别学生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程度比较
性别受试人数合格人数合格率i R值
男 %)" )2 -*

女 $" )! )2

"="-!

"

..

"

显著性7m"=")

表-.不同年级学生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程度比较
年级受试人数合格人数合格率i R值
二年级 %!2 2$ /!

三年级 %%- #! -2

"="#%

"

..

"

显著性7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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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同身体活动参与程度学生体育心理学
知识掌握程度比较

身体活动
参与程度受试人数合格人数合格率i R值

不参加 " " "

几乎不参加 %! # --=-

有时参加 #$ !- #/=$

经常参加 %2* $* ))

"="!#

"

..

"

显著性7m"=")

表).对体育心理学融入训练持不同态度学生的
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程度比较

不同态度受试人数合格人数合格率i R值
非常不同意 # " "

不同意 !! # %*

同意 %)/ /2 #!

非常同意 )* !$ )"

"="-/

"

..

"

显著性7m"=")

"三#关于心理学知识掌握程度的结构方程模
型建立

以体育学院学生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程度为
因变量!%

n没掌握$!

n掌握"$将_检验及单因素方
差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建立结
构方程模型% 性别!%

n男性$!

n女性"&年级!%

n二
年级$!

n三年级"&身体活动参与程度&对体育心理
学融入课堂的态度采用李克特四点量表进行评分
!数字%&!&-&# 分别代表四个不同的等级程度"%

结果显示$学生性别&年级&身体活动参与程度&对
体育心理学融入体育课的态度均与体育心理学知
识掌握程度有显著相关关系%

四#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体育心理学知识平均得分为

)=2分$学生对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情况合格的有
%-%人$知识掌握合格率为)#i$单项知识掌握率超
过/"i的只有!项% 本次研究设计的关于体育心
理学知识难度递进$且均为教学教材重要知识点$

但学生整体掌握水平有待提高% 究其根源$寻其本
质$不管是在高校体育教学$还是学生学习的过程
中$都存在着'重技术&轻理论(的现象% 教学模式
与教学内容改革滞后$没有将体育心理学知识融入
体育训练与实践中$教学重点还是以'书本(理论知
识为重点$缺乏理论与竞技比赛之间的联系$导致
学生忽略了体育心理学知识在体育运动中的重要

性$在竞技比赛中心理状态不够强大$出现急躁&沮
丧&气氛&丧失斗志&比赛失利等问题!李建鑫&黄家
成&焉石$!"!-"%

根据图!路径分析可知$性别&年级&对体育心
理学融入课堂的态度及身体活动参与程度均与体
育心理学知识掌握程度呈显著相关关系% 性别方
面$相比于男性$女性学生的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
程度更高)年级方面$相比于大三年级$大二年级学
生的掌握率更高)态度方面$学生对体育心理学融
入课堂的态度与其心理学知识掌握率呈显著正相
关$学生对体育心理学融入课堂越支持$其体育心
理学知识的掌握率就越高)同样$身体活动参与程
度与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率呈显著正相关$学生身
体活动参与程度越高$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率就越
高% 由此可知$体育心理学知识与学校体育课程&

学校体育训练相结合是提高体育专业学生体育心
理学知识储备的重要方式% 在体育训练中引入体
育心理学知识不仅可以培养和发展体育专业学生
在紧张的训练和比赛中所必需的心理品质及个性
心理特征$还可以使学生学会控制和调节自己的心
理状态$取得训练的良好效果和比赛的优异成绩%

因此$现有体育教学模式&内容&方法以及评价体系
需要进行系统性调整和优化$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
育需求% 提升学生的体质&运动技能和综合素质是
推动此过程的关键因素!徐冬艳$!"!-"%

图!.关于体育心理学知识掌握程度的结构方程
模型路径分析

五#建议
综上所述$通过对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体育心理

学知识掌握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了解了学生
体育心理学知识的掌握现状$更加明确了体育心理
学在体育教学以及训练中的重要性% 在今后的体
育训练与教学中$首先应加强课程建设$在高校体
育课程中增加体育心理学的相关内容$并根据学生
需求调整课程设置% 其次$提升教师专业教学能
力$通过培训和进修提升教师在体育心理学领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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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能力$以便更有效地传授知识% 再次$丰富学
习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材料和实践机会$

如心理工作坊&讲座&实习等$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
体育心理学知识% 最后$鼓励学生参与体育活动$

通过竞赛&社团等方式提高学生对体育心理学的兴
趣和参与度$提高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帮助运动员
在比赛中调节情绪$减少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的
影响$增强自信心$提高比赛的应对能力$提升整体
表现$从而获得较好的竞技状态和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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