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学报    2007 39 (01): 163-175    ISSN: 0439-755X  CN: 11-1911/B  

 

扩展功能 

本文信息

 Supporting info
 PDF(1205KB)
 [HTML全文](0KB)

 参考文献[PDF]

 参考文献

服务与反馈

 把本文推荐给朋友   

 加入我的书架 

 加入引用管理器

 引用本文

 Email Alert 
 文章反馈

 浏览反馈信息

相关信息

  本刊中 包含“成就目标；目标定
向；目标状态；乒乓球运动员”的 相
关文章 
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 姒刚彦  
· 李庆珠  
· 刘皓  

对运动成就目标三维模型的检验  
──一项对高水平乒乓球运动员的实证研究  

姒刚彦,李庆珠,刘皓

香港体育学院，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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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Harwood等人（2000）对已应用于体育运动领域的任务-自我目标定向理论及其相关的测量工具提出了
批判与质疑，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运动成就目标三维模型，该模型将体育运动领域的成就目标分为三种，分别

是纯任务目标；自我关联的自我目标；以及他人关联的自我目标。本研究的目的是对Harwood等人提出的运动
成就目标三维模型进行检验。全文由两个子研究组成。研究一是成就目标问卷的发展与检验，对问卷的发展与信

度、效度的检验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研究二中，研究者采用所发展的成就目标问卷与录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4
位（2男，2女）高水平乒乓球运动员的特质性目标以及赛前，赛中，赛后的状态性目标进行测评与检验。验证性
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该运动成就目标问卷的三维模型拟合较好，三因素结构较为清晰。重测信度检验结果表明该

问卷的三个维度均具有较高的重测信度。教练员对4名运动员成就目标的评估结果与运动员的问卷所得结果的一

致性进一步支持了运动成就目标问卷的内部效度。对4名运动员的研究结果表明：（1）特质性目标对赛前状态性

目标的预测主要与个人特点有关；（2）运动员在赛前与赛中状态性目标呈多元化趋势，既有只突出某一目标的

单维现象，又有两种或三种目标同时占主导的多维现象；（3）运动员赛后状态性目标的变化倾向于受到比赛过

程与结果的影响；（4）当运动员在比赛中经历重大挫折的时候，会有“亚目标”状态出现。本研究结果对

Harwood等人的运动成就目标三维模型提供了支持。通过本研究，人们对高水平运动员的特质性目标及赛前、
赛中、赛后状态性目标的性质及其变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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