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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体育心理学学科进行准确定位的基础上，对体育心理学的课程改革进行了探究，

认为不同专业使用不同的体育心理学教材、加强实验教学改革进程、推进心理学理论在体育领域

的“软着陆”是未来体育心理学课程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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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ccurate orientation for the discipline of physical education psychology,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considered that different sports psychology text-

books being used for different majors, boosting the progress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form, and promoting the 

“soft landing” of psychological theories o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area, are directions for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psycholog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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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心理学是我国发展较早的体育学科之一。早

在 1942 年，萧忠国和吴文忠就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体育

心理学编译作。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体育

心理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有关体育心理学的研究成

果不断涌现，这一学科也成为体育专业教育重要的必

修课程之一。然而，由于体育心理学的学科定位含混、

概念模糊，致使体育心理学课程在不同体育专业教育

中的差异性体现得并不明显，有的甚至在不同的专业

教育中使用同一种体育心理学教材。 

学科定位与课程改革存在一种相互依赖、互相支

持的关系。学科定位是根，课程改革为末。学科定位

是课程改革的基础和起点，课程改革是对学科定位的

诠释和反映。学科定位与课程改革的内在关联，决定

了课程改革必须以认识学科属性为根本出发点。本文

从体育心理学的学科定位谈起，在此基础上探究体育

心理学的课程改革，从而使体育心理学的课程建设建

立在牢固的学科基础之上。 

 

1  体育心理学的学科定位 
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体育实践形式的

分野日益突出，身体教育、运动竞技和健身休闲三足

鼎立的态势逐步形成[1]。身体教育、运动竞技和健身休

闲这 3 种体育实践形式是客观存在的，与之相适应，

身体教育心理学、运动心理学和健身休闲心理学 3 门

学科的分离与独立发展，也大势所趋。这正如学者们

指出的那样：“体育心理学、运动心理学和锻炼心理学

的分工将更为明确[2]13。体育心理学侧重研究体育教学

过程中的心理现象，特别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

特点和变化；运动心理学侧重研究竞技运动训练和比

赛中的心理现象，特别是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

的心理状态和变化；锻炼心理学侧重研究体育锻炼过

程中的心理现象，即大众参与体育锻炼的心理感受和

体验。”[2]3 这里的“体育心理学”是“小体育心理学”

的概念，大致相当于身体教育心理学；锻炼心理学侧

重研究体育锻炼(或称健身)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其研

究对象比“健身休闲心理学”狭窄。随着现代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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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

对体育的诉求，除了增强体质的需要外，休闲娱乐已

成为大众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动力，休闲娱乐体

育成为锻炼外，大众体育另一种新兴的体育形式。因

此，研究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心理感受和体验，除了

锻炼心理学外，还包括休闲心理理论与实践，我们把

它们统称为“健身休闲心理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

和具体的研究内容外，还要有特定的研究方法。马启

伟和张力为[3]514 曾经指出：“体育运动心理学的研究方

法实际上不可能超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范围，不过是

在实际应用的操作过程中有些不同特点，但无本质的

区别。”可见，体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它的

母学科——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在学术界，人们通常把体育心理学界定于“科学”

和“应用科学”之下。如祝蓓里等人认为，体育心理

学是一门研究人们从事体育活动(包括身体教育活动、

课外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活动)专门条件下的心理现

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2]5。马启伟、张力为[3]25

认为，体育运动心理学是阐明体育运动的心理学基础、

研究人在体育运动中心理活动的特点及其规律的应用

科学。不管是“科学”和“应用科学”，都不是体育心

理学最临近的属概念，都显得比较宽泛。体育心理学

是体育学与心理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体

育心理学的交叉性决定了体育心理学属概念的两重

性：第一，相对于心理学而言，体育心理学是应用性

分支学科；第二，相对于体育学而言，体育心理学是

基础性学科。体育心理学是母学科心理学联系体育学

的媒介，它既可以为体育学发展提供心理学方面的科

学基础和基本原理，又可以为一般心理学的发展提供

丰富的实践材料和应用基地。 

综上所述，体育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身体教育、运动竞技和健身休闲活动中的心理现

象的心理学应用学科和体育学基础学科，具体包括身

体教育心理学、运动心理学和健身休闲心理学。 

 

2  体育心理学课程的改革方向 

2.1  按专业需求编写教材满足不同专业人才的培养

需求 

据《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统计

显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包括体育教育(physical 

education)、运动训练、社会体育、运动人体科学、运

动康复与健康、民族传统体育 6 个专业，分别分布于

248、60、143、25、3、34 所高等学校中[4]。在本科专

业中，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是体育本科专

业中分布最为广泛的 3 个专业，且这 3 个专业都针对

具体的体育实践；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特殊的体育表

现形式，可以被包含于体育教育、运动训练和社会体

育活动中，且专业覆盖面小；运动人体科学及运动康

复与健康是体育基础学科，与前几个专业不在同一层

次上，且专业覆盖面小。因此，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实

质上只应设置体育教育、运动训练和社会体育 3 个专

业。然而，由于“体育教育”一词使用的逻辑错误[5]，

“运动训练”一词内涵的相对狭隘，以及表示体育工

作领域的概念——“社会体育”与其它 2 个专业在分

类学上的逻辑错误，这 3 个专业还需逐步规范为身体

教育专业、运动竞技专业、健身休闲专业。 

身体教育专业以培养能够胜任身体教育教学、科

研、管理等方面工作的专门人才为目标；运动竞技专

业以培养能够胜任运动竞技、科研、管理等方面工作

的专门人才为目标；健身休闲专业以培养能够在大众

体育领域里从事健身休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技术指

导、经营开发等方面工作的专门人才。3 个本科专业

不同的人才培养需求，要求不同的知识体系与之相适

应。 

体育心理学以心理学为科学基础，研究身体教育、

运动竞技和健身休闲活动中的心理现象，形成了身体

教育心理学、运动心理学和健身休闲心理学 3 个分支

学科。这 3 个分支学科为学生未来从事身体教育、运

动竞技和健身休闲工作提供心理学知识与指导，分别

成为身体教育专业、运动竞技专业和健身休闲专业的

基础必修课。体育心理学 3 个分支学科对体育实践的

适应性发展，要求在专业教育中联系不同的专业实际

使用不同的教材[6]，从而使体育心理学的基础性和应用

性发挥得更充分。鉴于此，原有《体育心理学》教材

的呈现形式和课程内容都要做一些调整。 

(1)《体育心理学》教材不再使用，针对身体教育、

运动竞技和健身休闲 3 个不同专业，使用“身体教育

心理学”、“运动心理学”和“健身休闲心理学”3 种

教材。 

(2)“身体教育心理学”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

体育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特点和变化规律、掌握选择教

学内容、采用教学方法和进行教学设计等的心理学依

据，并能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有效的教学，以帮助所教

学生掌握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发展。

因此，“身体教育心理学”课程内容体系应包括体育教

学心理、体育学习心理、运动技能学习、体育心理健

康和团体游戏心理等方面。在以往的体育心理学教材

中，比较重视体育学习心理，而体育教学心理、团体

游戏心理和体育心理健康所占篇幅相当少。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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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九五”国家重点教材《体育心理学》[7]中，

共 11 章，除 1 章绪论外，10 章中有 6 章关于学生学

习的内容，关于体育教学心理、团体活动心理、体育

心理健康仅各占 1 章。在由季浏主编的“十五”《体育

心理学》规划教材中，这一状况仍没有多大改变。目

前，颜军和邵伟德已经出版了《体育教学心理学》著

作，对体育教学心理做了积极性探索，可补充到身体

教育心理学教材中[8]。体育心理健康方面的教材内容还

需在引进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本土化。此外，

李莱的《团体游戏心理学》可以为身体教育心理学的

教材建设提供参考和补充。总的来说，“身体教育心理

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仍需进一步规范与完善。 

(3)“运动心理学”的教学目标在于使学生掌握竞

技运动训练和比赛中的心理特点和变化规律、掌握运

动员的心理诊断与选材、心理技能训练、心理咨询工

作的理论和方法。因此，“运动心理学”课程内容体系

应包括心理诊断与选材、心理技能训练、运动竞赛心

理等。目前，“运动心理学”是发展较为成熟的学科，

其分支学科现出端倪，如运动训练心理学、运动竞赛

心理学、教练员心理学、运动员心理学等，为运动心

理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4)“健身休闲心理学”应包括健身心理学和休闲

心理学 2 个领域。目前，健身休闲心理学发展还不够

成熟，有关健身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但休闲

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较少。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体育

将成为一种重要的休闲生活方式。健身休闲心理学应

以“健身心理学”为基础，进一步拓展研究内容，充

实新近的研究成果。“健身休闲心理学”课程的内容体

系应包括影响个体参与健身和休闲的个人因素和环境

因素、健身和休闲对健身者的情绪体验和心理健康的

影响等。 

2.2  重视实验课程改革 

体育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应用性分支学科，应用性

是体育心理学最基本的学科特性。体育心理学的应用

性，要求我们不止于学习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更重

要的是将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运用于体育实践中，以

解释体育实践中的心理现象、解决体育实践中的心理

问题，从而为体育实践科学有效地开展提供支持和帮

助。这个从理论到实践的应用过程，就需要具备较强

的实践能力。 

实验是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走入科学殿堂的

重要依据，是心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在“九五”、

“十五”等已有的各版本《体育心理学》教材中，大

都对实验内容未作安排，相关介绍有的作为辅助内容

出现，有的简单呈现在研究方法的内容中。在组织形

式上，大都由实验员先准备、调试好实验仪器，教师

再给学生讲解实验内容、目的、材料、程序等，最后

让学生按计划被动地进行。季浏依据“十一五”《体育

心理学》教材体系，编写的普通高等学校身体教育专

业主干课配套教材《体育心理学测量与评价》，选编了

10 个心理实验和 27 个心理问卷(量表)，对于培养学生

动手能力、思维方式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重要意

义。但实验的目的不仅是帮助学生理解课程基本知识

和加强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开展实验的

理论和方法，能够根据学过的心理学理论原理，自行

设计实验方案、操作方法和步骤，甚至把自己在实践

当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实验课题[9]。在体育心理学学

科体系内，实验运动心理学对于身体教育心理学、运

动心理学和健身休闲心理学而言，具有基础性地位，

因此，可开设“实验体育心理学”课程。 

2.3  心理学理论在体育领域的“软着陆” 

体育心理学是心理学与体育学相结合形成的一门

交叉学科。心理学与体育学的结合有两种形式：一是

心理学以长驱直入之势进入体育学领域，将心理学强

硬地套在体育学之上，称之为“硬着落”；二是心理学

在与体育学的长期作用中，不断调适、变通、跟进、

完善，使其更好地指导体育实践发展，从而推进心理

学与体育学的结合，称之为“软着陆”。“硬着陆”在

学科发展之初较短的时间内能产生很高的效率和很好

的作用，但在学科深入发展之时会因其“生搬硬套”

和“消化不良”影响学科的发展。“软着陆”在学科发

展之初效果不明显，因为它要经历长时间的磨合而在

短时间内难以奏效，但也因为其长期磨合而使新兴学

科具有较强适应性、应用性和可持续性。 

随着体育实践的发展，体育心理学的分化之势越

来越明显。但从当前体育心理学的教材建设来看，还

存在许多“生搬硬套”和“消化不良”的现象，心理

学的痕迹比较严重，体育学的特色明显不足。这也是

为什么当前的体育心理学教材中既有身体教育的心理

学问题，也有运动竞技、健身休闲的心理学问题，从

根本上说，是因为对体育种种形式和现象的特殊性认

识不清，从而使心理学理论含混地运用于体育领域的

各种实践形式中。 

体育心理学在整个体育科学体系中具有基础作

用。体育心理学的学科使命，就是要把心理学理论应

用到具体的体育实践中，为体育实践的开展提供科学

的指导。可见，推进心理学理论在体育实践领域的“软

着陆”，成为当前体育心理学教材建设急需解决的重要

课题。心理学理论在体育领域的“软着陆”，要注意以

下两点：第一，切忌将心理学理论直接套用在体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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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跟具体的体育实践相结合；第二，加强体育理论

研究与学习，增强心理学理论在体育中的适应性。 

 

体育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应用性分支学科，在体

育学科体系中具有基础作用，是体育学科体系中的一

门基础性学科。对体育心理学应用学科和基础学科的

定位，为体育心理学课程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即

要求不同专业使用不同的体育心理学教材、进一步加

强实验教学改革进程、推进心理学理论在体育领域的

“软着陆”。体育心理学的学科定位和课程改革探究，

对充分发挥学科价值、推动体育实践发展、完善专业

人才培养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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