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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21世纪是一个以知识经济为特色的发展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创造新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是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要的决定因
素。
一个没有创新能力、不能有效地应用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自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包括心理科学在内的我国科学事
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体系，心理学横跨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同人的各项活动息息相关。
心理科学是一门庞大的知识体系，包含数十个分支学科。
如果采用两分法对心理科学分门别类，则可以将整个心理科学分为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
基础心理学担负着创造新的心理学知识的使命，包括发现新的心理学规律、探索新的方法和技术等。
应用心理学则不同，它主要涉及对心理学理论、知识和技术的应用，即将基础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
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以便根据人心理活动的规律安排各种工作、学习和生活，从而最大程度地发
挥人的功能作用，与此同时保证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目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应用心理学的影响已经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仅仅在高技术领域，心理学的理论、知识与方法便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模式识别和虚拟现实等的重要
基础。
在我国，心理学理论和知识已经被广泛应用到教育、医学、工商业、军事、司法和航空航天等领域，
并正在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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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20年来，运动心理学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为我国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
运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大，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
运动心理学是研究参与体育运动条件下，个体的行为与心理活动的特点与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去提
高运动成绩，增强人们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进而实现体育的价值的一门学科。
本书是以个体参加竞技体育运动为条件，研究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心理特点。
在编写过程中力求把新的理论、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读者，并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增强其应用性
。
    全书共分为十一章，涉及运动动机、运动焦虑、运动员流畅心理状态、运动员人格、运动学习与控
制、运动员心理技能训练、运动损伤中的心理问题、兴奋剂及药物滥用的心理学问题、运动活动中的
社会心理问题，以及运动与人的发展等内容。
其中包含了运动操作中的眼动研究、运动员流畅心理状态，以及运动与人的社会发展等国内运动心理
学中较少涉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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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焦虑的三维度对运动焦虑的分类在当今具有重要地位的是以马腾斯为代表的三维度理论，该理
论认为运动中的焦虑可以分为躯体焦虑、认知焦虑和状态自信心。
躯体焦虑是焦虑的生理特征，如心跳加快、手心出汗、呼吸急促等等。
认知焦虑是焦虑的认知特征，主要和对周围的评价有关，是一种对消极结果所带来的后果的担心。
状态自信心指在比赛中对自己取得成功的信念程度。
第二节运动焦虑与运动行为一、运动焦虑的理论（一）倒U曲线模式倒u曲线假说用来解释觉醒状态和
表现的关系。
此假说主张在低觉醒状态时，表现会在平常水平以下，因为运动员的心理不够振奋。
随着觉醒状态水平的提高，表现会逐渐改善；当觉醒提高到最适当的一点时，将会产生最佳的表现。
然而，觉醒水平若持续提高，则表现又再随之逐渐衰退。
这种倒u字型的关系反映出，当个体在最适当的觉醒水平时会有最佳的表现，然而在太高或太低的觉
醒水平时，表现都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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