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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自由式摔跤运动员赛前情绪状态

与运动成绩关系的研究
Ξ

刘晓茹a , 王丹丹b

(沈阳体育学院 a1 人文科学系 ; b1 研究生部 , 沈阳 110032)

摘 　要 : 对参加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女子摔跤比赛预赛 (第二轮) 的 85 名运动员进行了赛前情绪状态的问卷调查和

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 运动员赛前状态受到运动员曾经所取得成绩的影响 , 不同水平运动员赛前情绪状态不同 ;

运动员在赛前焦虑水平越低 , 自信心越高越有利于其运动成绩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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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2competition Emotion States

and Results of Female Free2style Wrestling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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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b1Department of Postgradu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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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contestants in the Tenth National Games for preliminary of female free2style wrestling ,

the thesis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2competition emotion states and results1 The pre2competition emotion state were mea2
sured and recorded against the PES2T216 ⅹ4 by professor Zhang1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different level athletes have different pre2
competition emotion state ; the lower anxiety and the stronger self2confidence are propitious to gain the better results1
Key words :female free2style wrestling athletes ; pre2competition emotion state ; results

　　自由式摔跤是一项一对一的重对抗的开放性运

动项目 ,运动员赛前心理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

一场摔跤比赛的胜与败。女子自由式摔跤是 2004

年雅典奥运会新设立的项目 ,在我国近几年来发展

十分迅速 ,尤其是一批青少年选手的崛起 ,她们成为

我国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夺金的重点培养对象。通

过调查分析我国部分女子自由式摔跤运动员赛前情

绪状态现状 ,为教练员在训练中、比赛前有针对性的

调整好运动员的心理状态 ,在竞赛中充分发挥出她

们的技战术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1 研究对象

参加第 10 届全国运动会女子摔跤比赛预赛 (第

二轮)运动员 85 名 (见表 1) ,其年龄为 15 岁 - 22 岁

之间。根据运动员本次比赛前所取得过的成绩 ,将

其分为三组 :成绩优秀组 ,包括在世界级比赛、洲际

比赛或全国比赛中取得过前三名的运动员 ;成绩较

优组 ,包括在全国比赛中取得过 4 - 8 名的运动员 ;

成绩一般组 ,指仅参加过全国比赛但成绩未进入过

前八名的运动员。
表 1 运动员分组情况

成绩优秀组 成绩较优组 成绩一般组 合 计

人 　数 37 22 26 85

112 研究方法

11211 文献资料法

查阅有关运动员赛前心理状态、运动员自信心、

运动员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方面的资料、文献。

11212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选择了张力为教授研制的《赛前情绪量

表 - T》(PES - T - 16 ⅹ4) ,在运动员赛前进行测试。

主试者亲自主持测试 ,要求运动员仔细阅读指导语 ,

认真填写。问卷共发放 90 份 ,回收 90 份 ,有效问卷

85 份 ,有效回收率 9414 %。

《赛前情绪量表 - T》分为简约表和全表 ,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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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了简约表 ( PES - T - 16 ⅹ4) 为

具体使用问卷。该问卷从 4 个维度 (躯体特质焦虑、

个人失败焦虑、社会期待焦虑和特质自信)分析运动

员赛前情绪状态 ,共 16 个题目 ,每题 4 级评分制。

每个维度最高得分 16 分 ,最低得分 4 分 ,根据所得

到的分数比较分析 ,各维度得分越高 ,说明其个体失

败焦虑水平越高、社会期待焦虑越高、躯体焦虑越

高、自信心越强。

113 数理统计法

运用 SPSS1115 对问卷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1 不同成绩组别运动员赛前情绪状态现状比较与

分析

对不同成绩组别运动员赛前情绪状态的调查结

果 (见表 2)为 :

表 2 　不同成绩组别运动员赛前情绪状态各维度得分的平均数、标准差

　个体失败焦虑 　

X 　　　　SD

　社会期待焦虑 　

X 　　　　SD

　躯体特质焦虑 　

X 　　　　SD

　　特质自信 　　
X 　　　　SD

成绩优秀组 (n = 37) 9159 2165 9138 2143 8178 2110 12108 2115

成绩较优组 (n = 22) 8105 3105 9100 2196 7177 1185 13145 2120

成绩一般组 (n = 26) 9192 2161 9131 2121 8158 2118 12159 2119

　　成绩优秀组运动员的社会期待焦虑和躯体特质

焦虑水平最高 ,特质自信水平最低 ;成绩较优组运动

员的个体失败焦虑、社会期待焦虑、躯体焦虑水平均

低于其它两组 ;其特质自信心高于其它两组。而成

绩一般组运动员的个体失败焦虑为最高。

通过比较发现 ,成绩优秀组运动员赛前焦虑水

平最高 ,自信心最低 ;成绩较优组运动员的赛前焦虑

最低 ,自信心最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

(1)运动项目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女子自

由式摔跤是 2004 年第一次走入奥运会的新兴项目 ,

以前从事该项目的国内外女运动员很少 ,所以即使

运动员的自身素质或者技术水平不是很好也比较容

易取得成绩。但近几年来 ,该项目在我国迅速发展 ,

许多高素质运动员被选拔从事女子摔跤训练 ,她们

进步很快 ,这给以前在这个项目上取得过优异成绩

的运动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使其自信心并不是很

强。

(2)运动员参赛动机、参赛目标不同。由于这次

比赛属于全国运动会第二次选拔赛 ,如果失败则无

法进入十运会决赛阶段的比赛。每一位成绩优秀组

运动员的身上可能都背负着教练员、省体育局的任

务而来 ,所以他们的目标定位比较高 ,运动场以外的

东西对运动员压力很大。而其它两组运动员她们的

社会压力不会太大 ,反而更看中的是他们的技能提

高 ,将比赛看成是锻炼自己 ,展示自己才能的最好机

会 ,所以自信心更强。

(3)运动员运动经历的不同使运动员赛前对比

赛的心理准备不同。不同成绩组别运动员在赛前所

取得的成绩是不同的。成绩最优组运动员的比赛经

验比其它组丰富 ,对比赛中可能发生的不可控因素

考虑地更全面 ,所以其焦虑水平要比成绩较优组运

动员更高 ,对自信心的建立干扰较大。但这种相对

比较低的自信心水平和较高的焦虑水平 ,并不能说

明成绩优秀组运动员比成绩较优组运动员的赛前状

态差 ,也许对于不同水平运动员而言其最佳焦虑水

平不同 ,但此种假设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于成绩

一般组的运动员 ,其或者比赛经验较少 ,运动技能还

未达到一定水平 ,或者在比赛中受到过较大的挫折 ,

所以她们的焦虑水平更高 ,这也是预料之中的。

212 入围与未入围十运会决赛阶段运动员赛前情绪

状态比较与分析

对进入十运会决赛与未进入十运会决赛阶段运

动员赛前情绪状态的比较分析 ,所得结果 (见表 3、

表 4) :

表 3 　入围与未入围十运会决赛阶段运动员赛前情绪状态各维度得分的平均数、标准差

　个体失败焦虑 　

X 　　　　　SD

　社会期待焦虑 　

X 　　　　　SD

　躯体特质焦虑 　

X 　　　　　SD

　　特质自信 　　

X 　　　　　SD

入围运动员 (n = 19) 8116 2189 8195 2159 8111 2103 12195 2109

未入围运动员 (n = 66) 9162 2173 9135 2147 8156 2110 12148 2122

　　入围组运动员与未入围组运动员个体失败焦

虑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 ,入围组运动员个体失败焦

虑更低 ;社会期待焦虑、躯体特质焦虑入围组运动员

的焦虑水平均低于未入围组运动员 ,但不存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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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异 ;特质自信水平入围组运动员得分高于未入 围组运动员 ,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4 　入围与未入围十运会决赛阶段运动员赛前情绪状态各维度得分独立样本 t 检验 (n = 85)

　个体失败焦虑 　

t 　　　　　P

　社会期待焦虑 　

t 　　　　　P

　躯体特质焦虑 　

t 　　　　　P

　　特质自信 　　

t 　　　　　P

不同组别
- 21043 01045 - 01617 01539 - 01840 01403 01810 01420

P < 0105 P > 0105 P > 0105 P > 0105

　　结果表明 ,运动员赛前情绪状态影响运动员的

比赛成绩 ,即运动员赛前处于低焦虑水平、高自信状

态更有利于运动员技战术的发挥 ,这一结论与以往

研究结果一致。因为当运动员焦虑状态过高时 ,运

动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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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混乱 ,运动

员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比赛上 ,会出现紧张、反应迟

钝、意志品质下降等现象。而从入围组运动员的赛

前情绪状态看 ,其四个纬度均处于最佳情绪状态 ,是

取得优异成绩的最重要的心理特征。本研究进一步

表明 ,在比赛中取得不同成绩的运动员赛前其最大

的不同为个体失败焦虑水平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认

为运动员赛前个体失败焦虑水平对运动员比赛成绩

的取得有最重要的影响。个体失败焦虑指 :在比赛

前运动员担心对手比自己强 ,担心自己发挥不好 ,担

心自己会失败的心理倾向。自由式摔跤是一项一对

一的强对抗性项目 ,运动员面对对手敢打、敢摔、敢

拼、不畏缩是其首先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运动员

只有首先攻破这一关才可能取得更好的运动成绩。

有研究表明 ,运动员个体失败焦虑水平与运动员自

信心呈显著性负相关 ,当其个体失败焦虑水平降低

后其自信心水平必然有所提高。在十运会决赛阶段

的比赛中陈某某获得 48 kg 级铜牌 ,高某获得 63 kg

级第 6 名 ,其所测得的赛前情绪状态得分情况如下

(见表 5) :

表 5 　运动员陈某某、高某测试情况表

姓 　名 成绩组别 个体失败焦虑 社会期待焦虑 躯体特质焦虑 特质自信

陈某某 成绩最优组 9 9 10 13

高 　某 成绩最优组 7 7 10 15

　　由此可以看出 ,两名运动员在个体失败焦虑得

分均低于成绩优秀组运动员在此维度得分的平均

分 ,而自信心则高于平均分。社会期待焦虑维度得

分也低于其所在组别的平均分 ,但躯体特质焦虑维

度两名运动员的得分均高于平均分 ,有偏高趋势。

现已有研究表明 ,运动员的躯体特质焦虑呈中等水

平时最有利于运动员赛中水平的发挥。但本文研究

的是摔跤运动员 ,摔跤是典型的力量型项目 ,所以该

项目运动员赛前躯体特质焦虑偏高是否更有利于运

动员的技战术发挥 ,这一假设需要更进一步论证。

3 结 　论

(1)我国不同成绩组别女子自由式摔跤运动员

赛前情绪状态特征如下 :成绩较优组运动员赛前焦

虑水平最低 ,自信心最高。这种状态有利于运动员

在竞赛中发挥出成绩。

(2)运动员赛前曾取得的运动成绩对运动员赛

前情绪状态产生影响 ,运动员赛前情绪状态又影响

运动员的比赛成绩 :运动员赛前个体失败焦虑水平、

社会期待焦虑水平和躯体焦虑水平越低 ,自信心越

高越有利于其运动员成绩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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