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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摘 要 采用马腾斯的运动竞赛状态焦虑量表的中国修仃本
,

对参加全 国青少年武术散打娜标赛的运动 员进行 了

不 同场次的问卷调查
。

研究结果表明
,

认知状态焦虑
,

躯体状态焦虑随比赛的深入进行焦虑水平下 降
,

状态 自信

心 的水平不断升高
。

躯体状态焦虑处于 中等焦虑水平时
,

成绩较好
。

状态 自信心越高
,

比赛成绩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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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是运动员生理
、

心理发展的关键时

期
,

情绪不稳定
,

易受外界因素干扰
,

但可塑性强
,

赛

前焦虑问题是运动竞赛的普遍现象
,

青少年时期在

这一现象中的表现更加明显
,

它将直接影响比赛成

绩
。

探讨青少年武术散打运动员赛前焦虑问题
,

对

当今竞技武术散打科学化训练和比赛
,

提高其比赛

成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研究对象与方法

参加 一 一 至 一 一 全 国青少

年男子武术散打锦标赛运动员共 人
。

通过对运

动员比赛现场 而 作记录
。

运用 一 中国版

量表
,

在不同场次赛前半小时内对参加全国青少年

武术散打锦标赛的 名运动员进行问卷测试
。

表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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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赛前一天
,

临赛运动员 一 得分的平均数
、

标准差
、

配对样本 检验

认知状态焦虑 躯体状态焦虑 状态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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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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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理 二 一

尸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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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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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赛前一天
,

前六名临赛运动员 卜 得分的平均数
、

标准差
、

配对样本 检验

认知状态焦虑 躯体状态焦虑 状态 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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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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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赛前一天
,

冠亚军临赛运动员 一 得分的平均数
、

标准差
、

配对样本 检验

认知状态焦虑

〕

躯体状态焦虑 状态 自信心

功

赛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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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抖 叩

卯 《洲
二

‘

科 二

尸

肠
二 二 一

尸

叭只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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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表明

表 临赛前 名临赛运动员 卜 得分的平均数
、

标准差
、

配对样本 检验

认知状态焦虑 躯体状态焦虑 状态 自信心

� 勿

临 赛 仪刃 以沼 田

前 名临赛 〔联 〕 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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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临赛
,

冠亚军临赛运动员 一 得分的平均数
、

标准差
、

配对样本 检验

认知状态焦虑 躯体状态焦虑 状态 自信 公

丫 口

临 赛

冠亚军临赛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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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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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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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二

,

肠

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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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不同场次临赛运动员 一 得分的比较分析

对不同规模临赛运动员 一 得分的比较分

析
,

所得结果

赛前一天的认识状态焦虑高于其它场次的认知

状态焦虑
,

且具有显著性差异 赛前一天的躯体状态

焦虑高于其它场次的躯体状态焦虑
,

其中赛前一天

与临赛
,

与前 名场次临赛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 赛

前一天的状态 自信心低于其它场次的状态 自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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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赛前一天与临赛
,

与前 名场次临赛之间具有

显著性差异 在对临赛与前 名临赛
,

与冠亚军临赛

中的认知状态焦虑
、

躯体状态焦虑与状态 自信心水

平交叉配对比较中
,

除躯体状态焦虑外均无显著性

差异
。

通过 比较看出
,

运动员在赛前一天认知状态焦

虑
、

躯体状态焦虑都是最高的
,

状态 自信心是最低

的
。

原因是散打属于身体直接对抗性项 目
,

项 目本

身对抗激烈
,

胜负未 卜
,

富有悬念
。

全国青少年散打

比赛是 目前青少年最高一级的比赛
,

各队非常重视
,

加之运动员来 自全国各地
,

对对手的技战术等有关

信息不了解
,

使焦虑水平提高
,

参赛队员正处于青少

年时期
,

适应能力特强
,

随着比赛的深人进行
,

各教

练员不断对相关队员场上表现进行赛场观察
,

技战

术统计分析
,

并根据己方队员技战术特点
,

制订出一

套切实可行的技战术方案
,

教练的心理引导
,

加之经

过几场比赛
,

胜利的情绪使参赛运动员又找回过去

那种获胜的感觉
,

所以在以后的几次测试中
,

认知状

态焦虑
、

躯体状态焦虑水平持续下降 状态 自信心不

断上升
。

运动员 一 得分与比赛成绩的关系分析

表 赛前一天运动员 卜 得分

与比赛成绩的相关结果

认知状 躯体状 状态

态焦虑 态焦虑 自信心

田 一

名次数值 二 二 二 住 。

赛前一天散打运动员认知状态焦虑与比赛名次

的相关性很小
,

认知状态焦虑与比赛名次数值呈正

相关
,

尸 二 。

躯体状态焦虑

与比赛名次相关性也很小
,

躯体状态焦虑与比赛名

次数值呈正相关 二 ,

尸
。

状

态 自信心与比赛名次的相关性达到高度显著水平
,

状态 自信心与比赛名次数值呈负相关
二 的 见表

。 广

气
、 、 ‘

一

一

表 赛前一天散打运动员的 一 得分与名次曲线回归结果

喊

扮

丫

的

自由度

认知状态焦虑

躯体状态焦虑

状态 自信心

常数项

肠

〔巧

模型方式

巧肠
︸勺

结果表明
,

认知状态焦虑与运动员 比赛的实际

名次呈负相关
,

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

表示认知焦虑水

平变动不大 二 的
,

尸
。

躯体焦

虑处于中等水平时
,

运动名次较好
,

但相关性也不大
,

尸 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曲线是不规则
“ ”

型曲线
,

即躯体状态焦虑过高或

过低其实际名次越差
。

状态 自信心越高名次越好
,

相关性较大
,

具有高度显著性关系 二 一 ,

尸

二 印
。

散打是一对一的以直接追求攻防最佳效果为目

的的重对抗
、

开放性运动项 目
。

对抗性攻防技术要

求运动员注意力高度集中
,

同时需要注意力的紧张

性的分配与迅速转移
,

以适应实战和比赛的要求
,

为

达到最佳的攻防效果
,

要求运动员有 良好的估计距

离和空间的判断能力
。 “

远踢
、

近打
、

贴身摔
”

必须建

立在对距离正确估计的基础上
,

适宜的距离是攻击

对手
,

保护 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之一
。

若没有精确的

距离感而盲动
,

只是消耗体力
,

而且当动作落空收回

时
,

恰是对方反击的最好时机
。

这就要求调节协同

肌与对抗肌的大脑皮层相应的运动中枢之间具有高

度的精确性和协调性
。

运动中枢与植物性中枢之间

也具有高度的共济协调性
。

但随着认知焦虑的升

高
,

运动员在赛前对正常的心理活动和主观体验产

生消极影响
,

使运动员的正常思维能力受到影响
、

产

生混乱的认知
,

运动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比赛上
,

感

到心神不安
,

紧张
、

烦躁
。

这使神经系统
、

运动中枢

对肌肉的灵敏支配受到破坏和影响
,

身体感觉和前

庭感觉受到影响
,

兴奋和抑制失去控制
,

使动作的协

调性降低
,

不利于运动水平的正常发挥
。

通过对专

家和教练员的访问
,

发现多数运动员在 比赛发挥失

常的心理过程中
,

都表现为无法专心于正在进行的

比赛
。

躯体状态焦虑处于中等水平时运动员名次较

好
,

躯体状态焦虑过高或过低时
,

运动名次相对下

降
。

运动员临赛前
,

由于 比赛现场的各种外界因素

及运动员 自身认知因素等刺激
,

促使肾上腺髓质分

泌大量肾上腺素和去 甲肾上腺素
,

激素又加强和延

长了交感神经的兴奋状态
,

使心率加快
,

心肌收缩力

增强
,

每博输出量增加
,

呼吸加快
,

支气管扩张
,

血压

升高
,

肝糖释放
,

血糖升高
,

代谢加快
,

耗氧量增加
,

胃肠蠕动减慢
,

血液向头部和肌肉转移
,

骨骼肌张力

增高等反应
,

这样有利于机体适应将要进行激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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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的需要
。

躯体焦虑过低
,

使机体的运动能力降低
,

运动中枢和植物性神经 中枢之间 的共济协调性降

低
,

不利于比赛成绩的发挥
。

躯体焦虑过高
,

使兴奋

和抑制失调
,

呼吸急促
,

节奏紊乱
。

适当的躯体焦虑

有利于机体适应比赛的需要
。

状态 自信心与比赛成绩的相关较高
,

具有高度

显著性差异
,

二者是正相关
,

随着状态 自信心的升高

而升高
。

自信心是获取 比赛胜利的 内在源泉和动

力
,

较高的自信心可以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定向
,

有

利于运动员获得较好的竞赛心理状态
。

散打对抗的激烈性
,

决定 了青少年散打运动员

必需有较高的 自信心
,

才能以积极的思维来考虑将

要面临的比赛任务
,

坚定顽强的去拼搏
,

更合理而巧

妙地运用不同的战术
,

以取得胜利
。

结 论

我国青少年散打运动员赛前焦虑有不 同的

变化特征 认知状态焦虑
、

躯体状态焦虑二者随着比

赛的深人进行焦虑水平下降
,

状态 自信心随着 比赛

的深入进行其水平增高
。

我国青少年散打运动员的躯体状态焦虑处

于中等焦虑水平时
,

运动员的成绩较好
,

过高或过低

的躯体状态焦虑
,

其比赛成绩相对下降
。

我国青少年散打运动员的状态 自信心与运

动成绩相关性高
,

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

状态 自信

心越高
,

比赛成绩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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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统计分会常委会在我院召开

月 日至 日
,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统计分会在西安体育学院召开 了常委会暨 巧 年年会论文评

审会
。

会上
,

各位常委对体育统计分会建设
、

教学研究
、

课题指南
、

学术交流及学会工作计划进行了认真深人

研讨
,

并对申报 〔 年年会的 余篇论文做了严格的评审
,

共评出一等奖论文 巧 篇
,

其中 篇论文被确定

为年会重点报告论文
。

这次会议将对体育统计分会建设与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体育统计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