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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探讨影响军事五项运动

成绩的因素- 方法：对军事五项队的 ( 名教练员和 !$ 名运动

员进行结构访谈- ) 名研究者记录访谈内容，转录并分析定性

资料- 结果：影响军事五项运动成绩的主要因素包括心理因

素（心理素质、情绪体验、心理技巧、智力、品性和比赛态度）、

生理因素（运动训练、身体素质、伤病、天赋和年龄）、社会因素

（教练员、其他人员以及社会期望）、环境因素（ 场地、气候、饮

食、睡眠和时差）和综合因素（预案、比赛经验和运气）- 结论：

影响军事五项运动成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了解影响成绩的

可控和不可控的心理和非心理因素的本质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词】军事五项运动；成绩；定性分析

【中图号】R1"(- 1)* * * 【文献标识码】H

EF 引言

军事五项运动是国际军体理事会（ A:/ P?A/D?4#
A5B?40 I505A4D8 G6BDA7 OB=?950，OPGI）组织领导下的一

项国际军队竞技体育项目，项目选择是以军队作战训

练的体能、技能为基础发展演变而来，是衡量各国军

队战斗力的一种标志- 它包括 + 个项目：标准步枪射

击、障碍赛跑、障碍游泳、标准化投掷弹投准和投远以

及越野赛跑等- 与一般的竞技运动相比，军事五项运

动特色突出，训练难度大，具有自身的运动规律，要求

运动员具备综合的心理和身体素质- 虽然我国在该

项目上具备世界领先水平，但比赛中也时有运动员因

为各种原因发挥失常，与冠军失之交臂的情况存在-
目前，有关对该项目运动成绩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国内

外报道较少，这使得运动队在训练、备战和应对比赛

突发事件时，针对性不强，应对效果差- 为此，我们对

军事五项队现役教练员和有比赛经验的一线队员进

行了结构式访谈，试图通过定性研究得到影响军事五

项运动成绩因素的理论框架，以此指导运动员有效备

战世界锦标赛并取得理想的成绩-

GF 对象和方法

G- GF 对象F 抽取 ( 名教练员（ 男性）和 !$（ 男 %，女

+）名运动员作为被试，接受结构访谈，所有被试者均

参加或带队参加过军事五项运动世界锦标赛-
G- HF 方法F 访谈者由掌握心理访谈技巧的心理学博

士研究生担任- 访谈地点为一安静的房间- 访谈者

完全按照《军事五项教练员访谈提纲》和《 军事五项

运动员访谈提纲》对每名被试进行访谈- 为了更好地

理解被试的谈话内容，访谈者可给予被试额外的提示

或要求被试对谈话内容进行澄清和解释- 访谈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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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采用自由问答形式并对整个谈话过程录音! 问

题涉及运动员在世界锦标赛上取得优异成绩的积极

因素和导致发挥失常的消极因素! 访谈时间为 "#
$%& 或 ’# $%& 不等!

被试者对访谈内容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听写和分

析! 随后 ( 名研究者单独分析文字材料进行编码，形

成原始条目! 在原始条目的基础上，对原始数据或条

目再编码，并形成子条目和主条目! 这些条目和分类

由 ( 名研究者一起商量并确定! 最终形成影响运动

员运动成绩因素的结构框架图并记录提到条目的被

试人数!

!" 结果

通过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访谈，得到了影响军事

五项运动成绩因素的理论框架，以及访谈中提到各条

目的被试人数，其中包含五个主条目：心理因素、生理

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和其它因素!
!! #" 心理因素" )’ 名被试均提到心理因素对比赛

成绩有重要的影响，如果能把握这些心理因素则对成

绩有促进作用；相反，如果控制不当，则对成绩有阻碍

作用! 他们均认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必须具备超常

的心理素质，包括自信、心理稳定、意志力强、注意力

集中、适应能力良好，并具有独立作战等能力! 其中

)* 名被试提到了运动员在比赛期间的各种情绪体

验! )" 名被试运动员详细形容了他们在赛场上的焦

虑情绪，以及相伴随的心率加快、手抖、出汗等躯体反

应! 有 ( 名运动员认为自己是比赛型的选手，到比赛

场上比较容易兴奋，进入状态快! 与之相反，" 名运

动员比赛时出现过怯场，特别是在第一次参加国际大

赛时，成绩尤其不理想!
)( 名被试明确表示，应用心理技巧能够使自己

在比赛中正常、甚至超常发挥! 其中 )" 名被试表示

正确的目标设置决定了比赛的胜败，目标设置的关键

是重比赛过程，轻比赛结果! 也有 * 名被试提到表象

训练不但有助于技术动作的学习，也有助于在比赛中

稳定的发挥! 个别被试提到应用放松技巧、宣泄和自

我肯定技巧有助于缓解比赛的紧张压力!
)" 名被试强调了运动员智力对成绩的影响! 他

们认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智力水平，

因为只有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理解力，才能掌握军

事五项运动的训练和比赛规律，充分发挥自己的特

长，在比赛中使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战胜对手，赢得

胜利!
所有的教练和 ’ 名运动员都特别注重运动员自

身品行的培养，包括建立友好的人际关系、拥有集体

荣誉感、热爱本职工作、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价值之

上! 他们认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首先应该是一个品

行高尚的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持久力，否则就会昙

花一现! 教练员甚至提出，培养运动员首先是教会他

们做人，做个好人，其次才是教会他们运动技巧!
另外，有些被试认为保持良好的比赛心理也很

重要!

!! !" 生理因素" )’ 名被试均认为通过严格的训练，

具备超群的身体素质，做好防伤防病，是取得优异比

赛成绩的根本所在! 军事五项运动各项目的特点并

不一致，对运动员身体素质和技术能力要求更是大相

径庭，因此关键是要抓好专项训练，提高运动员的体

能、奔跑能力、专项力量、灵活性、柔韧性等! 将日常

训练看作是比赛，注重平时养成，为真正的比赛奠定

基础! 他们特别关注训练成绩，认为训练成绩高可以

加强运动员比赛时的自信心，有助于他们取得优异的

成绩!
!! $" 社会因素" )) 名被试认为社会支持系统对运

动员的成绩影响较大，包括教练员、领队、观众、裁判、

科研人员、心理辅导人员和父母的支持，其中教练员

的作用最大! + 名运动员认为自己能够敏锐地感受

到教练员的支持与信任，这能够让自己放下思想包

袱，轻松应对比赛! 而 , 名教练员认为他们自身的心

理素质和临场指挥能力会对运动员的发挥产生巨大

的影响，因此要对运动员充满信任、处惊不乱，具有大

将风度! 此外，( 名运动员提到过高的社会期望是自

己倍感压力，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 %" 环境因素" )# 名被试提到适应比赛环境对取

得理想成绩很有帮助，特别是在国外比赛! 由于不适

应比赛场地和设施，常导致技术动作变形，出现不应

有的失误；不习惯饮食、气候和住宿环境，常导致赛前

状态调节欠佳，影响临场发挥!
!! &" 综合因素" )( 名被试提到了其他影响成绩的

因素，包括比赛预案、比赛经验和运气! 其中 )) 人提

到比赛预案的重要性! 教练员要求每一名运动员书

写比赛预案，内容包括制定比赛目标和成绩、设计比

赛程序和比赛过程、预计可能的突发事件和应对方

案、掌握所必需的心理技巧! 同时，运动员也认为在

比赛中按照自己的预案进行比赛，能够提高自己对比

赛的控制感，以充分发挥自己在训练中的水平!

$" 讨论

本研究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得到了影响军事五

项成绩的因素主要包括心理、生理、社会、环境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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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的因素! 其中又以心理和生理因素对成绩的作

用最大! 然而，大量的社会、环境和综合因素也能影

响运动员的比赛成绩! 研究表明影响成绩的因素中

心理和生理的影响最为直接，而社会、环境和综合因

素往往会使运动员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心理反应，最终

影响比赛成绩的取得! 这提示心理学咨询人员和研

究者还必须注意这些额外因素及其对成绩的影响，并

加强这些因素同心理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研究［"］!
虽然不同的比赛项目之间的特点差别较大，但它

们都有竞技体育的共性! 因此，本研究中得到的影响

军事五项运动成绩的因素与以往针对其他项目成绩

的影响因素有类似结果! #$%%&’%() 等［*］对 "+ 名奥运

会运动员进行了定性研究，发现对比赛成绩有积极影

响的因素包括：心理技巧和心理准备、对奥运会的态

度、保障和支持系统、全方位的准备工作、生理准备和

教练! 对比赛成绩有消极影响的因素包括：偏离正常

节奏、传媒的干扰、教练问题、过度训练和伤病! ,%$-
&(../0( 等［1］对优秀运动员心理特点的研究表明心理

技巧对比赛成功起重要作用! 提出注意集中、通过训

练获得竞争优势、社会支持、心理训练、享受训练和比

赛、坚韧不拔和自信是促进运动员获胜的因素! 张力

为［2］则强调了赛前心态的重要性并编制了相应的调

查问卷!
研究中被试除了认为上述因素会影响成绩外，还

特别强调运动员的智力水平和品行对成绩也会产生

巨大的影响! 运动员的智力因素决定了运动员对训

练规律和项目特点的理解程度，进而影响了训练和比

赛成绩的取得! 教练员应将提高运动员的思想素质

和人品作为培养运动员的首要任务! 此外，研究中发

现，被试普遍认为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是影响成绩的

关键环节，而且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强

调训练养成对心理素质的促进作用，并认为应将心理

训练融入到生理训练中! 要充分重视赛前准备，认为

赛前完成比赛预案，做好心理准备、生理准备和物质

准备是保证比赛取得理想成绩的关键!
总之，本研究发现影响军事五项运动成绩的因素

和一般规律，对今后的训练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表

明运动员只有提高自身的心理和生理素质，维护良好

的社会人际关系，注意环境因素的影响，不断总结训

练、比赛经验，充分做好赛前的各项准备，才能够在世

界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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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资料# "776-5" Y *551-"* 住院分娩 26UT 例，发生胎盘

早剥 ** 例，发生率 5! 2UZ ! 孕妇年龄 *" [ 16 岁! 初产妇 ""
例，经产妇 "" 例! 孕周 *T \2 [ 25 \" IS，其中 ] 16 IS "T 例，!
16 IS 2 例! 阴道出血 "U 例，腹痛 "" 例，胎儿宫内窘迫 T 例，

胎死宫内 T 例，高张性宫缩 " 例，并发贫血 U 例! 休克 * 例!
中重度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7 例，臀位 + 例，机械因素 1 例，胎

膜早破 1 例! 剖宫产 "6 例，其中剖宫取胎 + 例! 阴道分娩 +

例，其中胎死宫内引产 1 例，无孕产妇死亡! 早产儿 "5 例，体

质量 "255 [ *"55 B，其中重度窒息 1 例（" 例存活 " < 死于新

生儿肺透明膜病），轻度窒息 1 例! 足月新生儿 2 例，体质量

*U55 [ 1U55 B，阿氏评分 T [ "5 分! 胎死宫内 T 例均为入院时

确诊，入院后无胎死宫内发生! 临床表现：!度 2 例，"度 T
例，#度 "5 例! "2 例行 X 超检查，均于产后、术后得到证实；T
例未行 X 超检查，分别于产后、术后证实各 2 例!

!# 讨论# 妊高症为本病主要诱因［"］，胎死宫内占 1UZ，早产

占 2+Z，高于文献报道［*］! 有以下情况时应考虑有胎盘早剥

的可能! $ 有胎盘早剥的诱发因素存在；% 无原因的胎心率

变化；& 子宫张力高；’ 阴道持续少量出血；( 血性羊水! 及

时行 X 超检查，其阳性预测率达 "55Z ，阴性预测率 T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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