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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心理学是高等学校体育专业一门基础课程。
当今体育运动领域日趋分化，应用心理学在体育运动领域存在运动心理学、体育心理学和锻炼心理学
三个分支。
这三门应用心理学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此外，结合教学实践的实际需要及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体育心理学》在编写时主要考虑以
下几个问题：　　其一，增强教材的兼容性，完整性。
本教材在编写时既考虑到体育教育教学领域对心理学指导的需要，也考虑到竞技运动及大锻炼领域中
心理学知识的应用，可为广大高校体育专业学生提供较为全面的学习参考，适用范围较广。
　　其二，体现教学实践的实用性。
本教材在编写时注意到专业知识的前后呼应，由浅入深，逐步推进。
每一章均列有内容提要、基本学习要求、章节小结及课后思考供广大师生参考，方便学生进行自我学
习和检查学习效果。
　　其三，本书的合作作者均为相关领域经验丰富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一线人员，尤其是在实践应
用部分的编写者的选择上，更是慎之又慎，相信编者的学识和经验会为本教材添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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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引发体育动机的条件　　体育动机在体育参与的需要基础上产生，并受到外界诱因的影响
。
内在需要和外界诱因是引起动机的重要因素。
　　1.体育参与需要　　需要是有机体感到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倾向，它是有机体自身和
外部生活条件的要求在头脑中的反应。
需要让人产生欲望和驱力，并引起动机活动的产生。
　　需要按其起源可以分为自然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按需要的事物属性可以分物质性需要和精神性
需要。
在对学生与运动员以及成年人的调查中发现，他们参与体育活动包括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性三方
面的需要。
在生理方面，绝大多数人参加体育运动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增加身体活力、增强体力、提高耐力、
促进生长发育、帮助预防疾病等；在心理方面，人们往往为了满足自身对体育活动的喜爱、掌握一定
的运动技能、振奋精神、丰富情绪体验、锻炼意志力、塑造个性、发展认知能力等；从社会性需要来
看，体育活动的参加者试图通过体育活动结交更多的朋友、扩大社会交往、提高竞争与合作意识、增
强集体凝聚力、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等。
　　2.体育参与诱因　　诱因是驱使有机体产生一定行为的外部因素。
与它相对应的概念是内驱力。
内驱力和诱因都是形成动机的因素。
存在于机体内部的动机因素是内驱力，存在于机体外部的动机因素是诱因。
诱因按其性质可分为两类：个体因趋向或取得它而得到满足时，这种诱因（如食物）称为正诱因；个
体因逃离或躲避它而得到满足时，这种诱因（如电击）称为负诱因。
体育参与诱因是指激起参与体育行为的外部原因，是能够引起个体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并能满足个
体需求的外在刺激。
　　能够引起个体参加体育活动的诱因有很多。
例如，看到平整舒适的足球场，会产生想踢足球的想法；听到运动员击打乒乓球发出有节奏的声音，
会使人产生打球的欲望；面对清澈、漂亮的游泳池，会激发人跳下去游泳的动机⋯⋯甚至环境中一个
小球、石块都可能激起儿童的运动欲望。
此外，体育课中老师的鼓励、表扬甚至批评等精神刺激也可以成为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诱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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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华东、张莉斌主编的《体育心理学》在编写时既考虑到体育教育教学领域对心理学指导的需要，也
考虑到竞技运动及大锻炼领域中心理学知识的应用，可为广大高校体育专业学生提供较为全面的学习
参考，适用范围较广。
    本教材在编写时注意到专业知识的前后呼应，由浅入深，逐步推进。
每一章均列有内容提要、基本学习要求、章节小结及课后思考供广大师生参考，方便学生进行自我学
习和检查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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