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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思维训练的认知研究现状及其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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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认知角度对运动思维训练进行探讨 ,概括出运动思维训练体系主要包括运动知识表征训练、运动概念形

成与掌握训练、运动技能归纳推理训练、运动实践中的问题解决训练以及运动决策训练等内容 ,并就其各部分进行

了现状综述 ,以期为运动训练与竞赛提供多渠道的心理调控训练方式 ,为后继研究提供可借鉴和参考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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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 (thinking)是智力的核心 ,是人类独有的意

识现象。思维的间接性、概括性、问题性、社会性特

点 ,使它在人类心理生活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位

置[1 ] 。思维训练 (thinking training) 在国内外有关教

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较为突出与广

泛 ,而在体育运动心理学范围内似乎还未建立起象

放松训练、表象训练等技能训练地位。因此 ,有必要

在体育运动心理学心理技能训练体系中 ,对思维训

练及相关概念、思维训练体系与内容 ,以及思维训练

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有效梳理与构建。笔者着重从

认知角度对思维训练进行探讨 ,以期为运动训练与

竞赛提供多渠道的心理调控训练方式 ,为后继研究

提供可借鉴和参考的素材。

1 运动思维训练研究概况

思维训练起始于 19 世纪 ,教育心理学者曾将思

维训练概括为“采用一定的程序 ,对思维能力、思维

方法、思维知识和思维态度等进行系统训练 ,从而使

人的思维水平得到提高的过程”[2 ] 。国内学者在体

育范围内对思维训练予以界定 :“思维训练是通过思

维内容、思维方式、思维程序的调节控制 ,帮助练习

者形成简明、积极、正确的思维 ,从而保证良好心理

状态的稳定”[3 ] 。强调思维训练的主要目的是及时

形成积极的思维 ,即积极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问

题和认识问题的过程。

结合运动训练学意义 ,亦有认为“运动思维训练

(thinking training in sports)指思维中学习技术动作和

战术模式。它主要是掌握技术、战术动作的规律 ,而

不是动作形象或技术活动过程。它减少实际运动技

术练习的活动量 ,提高运动成绩和机体激活水平 ,常

常被广泛应用于实际训练的补充”[4 ] 。

这些事实只有两种可能 : 其一 , 国外对运动思

维训练重视程度不够 ; 其二 , 国外对思维训练使用

的术语或研究领地与我国可能存在差异。从国外文

献具体内容分析 , 最有可能是有关运动思维训练的

术语、研究范式差异导致。但无论怎样解释 , 国内

外对思维训练的专门化研究都还相当匮乏 , 这些从

我国和国外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运动心理学学术专

著中 , 也不难发现。这一点至少可以预示着我国运

动心理学中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还很薄弱 , 且大有与

母体学科脱节之趋势 , 仍需要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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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外重要体育期刊、网站有关运动思维训练文献统计

关键词 JASP JSEP IJSP TSP 专著

thinking 2 0 1 1 67

thinking training 0 0 0 0 31

　　注 :《应用运动心理学》(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 ,

JASP) 、《运动与锻炼心理学》(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

JSEP) 、《国际运动心理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 I2

JSP) 、《运动心理学家》(The sport psychologist ,TSP)

2 运动思维训练研究体系与内容

思维活动和其他反映活动一样 ,包含了反映的

内容和反映的过程两个方面。认知心理学主要不是

研究思维的内容 ,而是研究思维的过程 ,即研究人的

思维活动中 ,如何进行一系列操作以完成问题解决

的过程 ,包括知识的表征、概念形成与掌握、判断推

理、问题解决、决策等方面。在体育运动中 ,运动思

维训练主要包括运动知识的表征训练、运动概念形

成与掌握训练、运动技能归纳推理训练、运动实践中

的问题解决训练以及运动决策训练。

2. 1 运动知识表征训练

当思维被认为是一系列内部的符号活动时 ,了

解思维活动就必须了解知识的心理表征[5 ] 。Starkes

&Deakin (1984) 研究表明 :优秀运动员不仅具有程

序性知识的优势 ,同样可能具有陈述性知识优势[6 ] 。

Chi (1987)指出 :运动专家可能产生特殊运动策略 ,

而相同年龄的新手在应用某一领域策略方面的缺陷

与他们缺乏此领域的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有

关[7 ] 。McPherson (1993)十分强调研究运动员的知识

表征 ,认为选手对运动情景的概念表征研究有限 ,存

在于问题解决中的概念性知识尤为必要 ,因为知觉

模式识别已不能很好地解释已具有一定运动水平的

运动员反应选择的复杂性[8 ] 。Jones (1993) 也认为 :

随着运动技能水平的提高 ,一般因素的作用逐渐减

少 ,而与运动任务有关的知识的重要性愈发突出[9 ] 。

Williams(1994)指出 :专家具有更多的有针对性的搜

索策略 ,更多的对特定信息的编码和处理能力 ,及对

球的最后落点的预测能力。这些优势都是建立在他

们更强大的认知知识库的基础上[10 ] 。这些都预示

运动知识的贫乏会限制运动思维的质量 ,运动思维

与运动知识的紧密联系也是运动思维有别于其他思

维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11 ] 。

传统观念中 ,运动专家似乎只具有程序性知识

的优势。为了对两种知识进行研究 ,多数研究者采

用抽象表征和表象表征的方式 ,利用图像和文本为

研究素材。在具体研究中 , Paivio ( 1975 ) 、Cohen

(1983) 、张力为 (1994) 、漆昌柱 (2001) 、程勇民 (2005)

等认为 :运动知识表征是抽象表征和表象表征共存 ,

专家具有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优势 ,并都可以

存储为表象知识和抽象知识。且表象表征是运动知

识的重要表征之一 ,存在表象知识被优先激活特

点[12 - 14 ] 。Fitts & Posner (1967)曾提出陈述性知识向

程序性知识转化的三阶段理论 ,安德森 (1983) 进一

步强调了这种转化。一般认为 ,陈述性知识是程序

性知识的基础 ,成为一个专家要经历由慢的陈述性

知识转换成快的程序性知识。因此 ,运动知识的表

征训练相当重要。既要有直观形象知识传授 ,也要

有逻辑抽象知识传授。目前大部分研究只停留在

“特征性”表征的初级层面 ,不能深入到“机理性”表

征的高级层面。正是由于不同表征知识对运动决策

影响机制的缺乏性研究 ,因而影响了训练手段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

2. 2 运动概念形成与掌握训练

运动概念既是运动知识结构的内容 ,又是主体

的认知加工过程。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只涉及概念

的一般结构 ,而谈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概念结构的

研究却很少[15 ] 。

运动技术动作概念是个非常特殊的概念范畴 ,

这类概念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获得或形成方面。

一个完整的运动技术概念的获得不仅只依靠个体外

周感受器提供的信息 ,更多的还要依赖个体的本体

感受器所提供的经验 ,它与“特征表说”和“原型说”

所依赖的经典实验中所使用的概念 (主要依靠外周

感受器的经验)有所不同 ,企图用其中任何一种理论

来单独解释这类概念的表征问题 ,都可能会在实践

中遇到显而易见的麻烦。依靠外周感受器提供的经

验建立的客体动作概念 ,由于其信息清晰、特征明

显 ,易于用一定的语义特征来表征。依靠本体感受

器提供的经验所形成的主体动作概念 ,其信息较模

糊 ,特征不明显 ,并有自动整体化即形成某种预程序

的倾向 ,称之为动作图式。由此看来 ,主体动作概念

的表征是非语义的 ,它是类似“原型说”中的“原型”

一类的动作图式[16 ] 。

一个完整的运动技术动作概念表征系统的结构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 有关学者就此提出了“动作概

念嵌套表征模型”[17 ] 。在该逻辑模型中 ,动作图式

表征系统主要依靠来自本体感受器的经验 ,负责主

体动作概念的表征 ;而语义表征系统主要依靠来自

外周感受器的经验 ,负责客体动作概念的表征。在

特定条件下 ,这两个系统之间可以进行信息的转换

与交流。对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表征的解释 :由于

该模型承认语义和动作图式这两种表征的并存 ,因

此个体既可通过语义系统 ,表征那些在实践中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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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原型”的抽象程度高的动作概念。也可通过动

作图式系统完成对抽象程度低的动作概念的表达 ,

从而解决“特征表说”和“原型说”都无法单独解决的

全部运动技术动作概念的表征问题。该理论模型对

同一动作概念表征程度不同的解释 :关于不同个体

对同一动作概念表征程度不同的问题 ,从该模型中

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不同个体在学习相同动作概

念时 ,获得知觉经验的渠道以及学习的方式可能会

有很大差异 ,这就可能导致表征系统的部分缺失。

动作概念嵌套表征模型目前还显得有些粗糙 ,

它只能解释运动实践中的初学阶段运动概念形成和

掌握 ,在高级运动技能过程中以及运动情景下的运

动概念问题仍显得衣襟捉肘。根据马丘什金

(1970) 、西蒙 (1979)有关人的行为心理结构与“问题

空间”研究 ,漆昌柱 (2001) 在羽毛球口语记录测量

中 ,将概念结构分为目标概念、条件概念和行为概

念[11 ] 。结果发现 :专家与新手在总概念的数量上存

在着非常显著性差异 ,专家的总概念明显多于新手

的总概念。且专家在大多数问题情景中运用了目标

概念、条件概念和行为概念等三种不同的概念进行

问题表征。问题表征的复杂性高。而新手在较多情

况下只运用某一种概念 ,表征的复杂性低。说明专

家解决问题时更多是将目标条件和行为等诸因素综

合加以考虑 ,思维活动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和全面

性 ,反映出专家所选择的行为蕴涵着更多的智能化

倾向。也就是说 ,没有动作选择的智能化 ,不可能实

现有效的自动化的运动反应。McPherson (2000) 通过

对网球专家和新手在不同情景下的口语报告分析也

发现 ,专家具有更多的概念[18 ] 。

2. 3 运动技能归纳推理训练

在思维和问题解决著作中 ,归纳推理总是与知

识表征、概念和范畴、问题解决、语言、发展等其他许

多领域紧密相联。R. Nisbett & J . Thagard (1986) 认

为 ,对归纳推理过程的了解是哲学、心理学和人工智

能的核心问题[19 ] 。虽然归纳推理是思维的重要形

式和认知的中心 ,但有关研究并不多 ,在体育运动心

理学中则更少。其重要原因在于如何通过实证研究

来设计归纳推理 ,截至目前 ,有两种受关注的方法 :

认知 - 成分理论 (cognitive - components approach) 和

重实效理论 (pragmatic approach) ,他们都属于信息

加工元理论 (metatheory) 。

认知 - 成分理论的原型产生于人们解决这些任

务所用的表征和过程假设 ,并用潜伏期、正确率和自

我报告来鉴定模型合理与否或产生新的假设。大部

分研究只集中一个任务 (如系列完成) ,但通过不同

任务间的比较来确定共同的加工 ,主要是通过实验

和统计手段来涉及归纳推理 (如 G. Shell 的矩阵问

题) 。然而 ,认知 - 成分理论并未说明归纳推理中是

如何限制对可能性空间的搜索而产生合理答案的 ,

Sternberg(1983)在研究中对选择性编码、比较与组合

的核心作用关注 ,却没有提供具有这些功能的加工

线索。重实效理论开始就将归纳界定为“面对不正

确时所有扩充知识的推论加工”,鉴定并研究具有那

种功能现象是核心。Jackson (1988) 认为“归纳推理

训练提供了用矛盾证明的经验 ,可提高解决条件问

题的能力”。但大量研究侧重对规则效果的证明上 ,

对推论规则和中介影响加工机制解释上还做得很不

够。除了近年一些计算机模拟的尝试 ( Holyoak &

Thegard ,1989) ,还没有成功地产生一个精确的归纳

推理模型。

查阅近 5 年国内外有关文献 ,尚未看到运动技

能归纳推理训练的报道。应该看到 ,运动技能归纳

推理训练对运动学习中运动技能获得是相当重要

的。也许是母体学科的根基不稳、也许是运动技能

学习更多地来自本体运动感觉系统 ,导致此方面研

究处在未开垦的处女地。随着认知运动心理学的发

展和运动思维研究的深入 ,有理由相信 :运动技能归

纳推理训练将会被重视。

2. 4 运动实践中的问题解决训练

问题解决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认知能力。在国内

外有不少专家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问题解决中的思

维训练进行了方法上和策略上的研究[20 ] 。如美国

杜威 (J . Deway) 的反省思维模式、英国华莱士 (Wal2
lace)的四阶段模式、美国纽威尔和西蒙 (Newell & Si2
mon)的通用问题解决模型和信息加工模式、费拉维

尔 (J·H·Flavell)提出的元认知模式、美国奥斯本 (Os2
borne)提出的“脑力震荡法”以及我国学者蔡安、李

祝华提出的四阶段模式、吴鸿业等提出的思维模式

假设流程图等[21 ] 。新近认知心理学家认为问题解

决训练需要综合运用一般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

略[22 ] 。大量研究都认为 ,对这两种策略的训练能够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特别是对元认知策略的监控

训练更是如此 ,它能使人更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认

知加工过程 ,更自觉地使用所学到的有效的知识和

策略 ,元认知训练是指对所使用策略的监控训练 ,它

能利于问题解决。由于策略性知识是关于如何学

习、如何思考的方法性知识 ,所以 ,如果这些策略性

知识能够被真正理解、熟练掌握、自觉运用、广泛迁

移 ,那么 ,策略性知识就转化成了思维能力。如果策

略性知识的学习达到了概念化、条件化、结构化和自

动化 ,就能转化为相应的能力 ,因此 ,这“四化”是策

略性知识向能力转化的条件[23 ] 。为了证明元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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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的作用 ,Berardi & Coletta 等人 (1995) 使学生学

会使用自我提问或学会运用自己的言语活动调控自

己的解题思维过程的研究回答了这一问题[24 ] 。

国外研究了奥运会摔跤运动员和花样滑冰冠军

选手的报告 ,对报告 39 种不同应对策略分至 4 个不

同维度 ,其中 ,思维控制策略包含有自我暗示、鼓励

性思考、思维控制[25 ] 。并认为积极思索是运动应对

策略的重要内容[26 ] 。Nilam Ram 和 Penny McCullagh

(2003)测试了自我模仿对身体活动的影响 ,并进一

步探讨自我模仿背后潜在的认知过程 ,并认为自我

模仿干预能够导致行为和动机的改变。Jin Wang

(2005)强调自我谈话是认知控制的关键 ,理性的思

考是最常用的心理应对策略 ,积极的思维技能 ( Posi2
tive thinking skill) 是运动情景中的核心[27 ] 。国内在

对激发羽毛球运动员训练积极性的策略研究中 ,制

定了 4 种影响因素来反映影响运动员训练积极性的

指标 : 教练因素、自身因素、群体因素、其他因

素[28 ] 。　　　　　　　

对比母体学科及其他心理学运用领域的研究 ,

结合以上国内外有关运动技能实践中问题解决训练

研究可发现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研究 ,对运动员积

极思维和认知策略给予了极大关注 ,但研究不深 ,目

前还未涉及到此方面研究的内核。

2. 5 运动决策训练

目前在体育研究领域专门研究运动决策问题的

报道还不多见 ,而在运动学习和运动训练的研究中

涉及运动决策问题的研究则屡见不鲜 ,因为运动决

策是运动学习和运动训练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

方面 ,首先是心理学化的研究占了主导地位 ,如 :

Boutcher 对运动员注意策略对其运动成绩的影响的

研究[29 ] ;Feltz 对学习策略的选择与运动学习效果的

研究等[30 ] ; Thiffault 对运动员在运动情景中的战术

决策进行了研究 ,并进一步研究了运动决策能力的

可训练性[31 ] 。

有学者认为 ,对于那些较简单的、闭合性反应性

的动作来说 ,运动决策的行为仅仅发生在运动学习

过程中 ,当运动者能自动化地完成动作的时候 ,运动

决策就仅仅是一种运动反应了。有人并不同意这种

观点 ,他们认为运动决策行为本身并不是一种闭合

性的行为 ,外界的刺激始终在对决策行为产生着影

响。就这一问题的争论引出了经典心理学 ———“刺

激 ———反应”学说难以解决的困难 ,认知心理学对运

动决策研究的介入为该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

作用。Gilovich (1984)认为运动领域是最适合进行决

策研究的 ;Coombs , Dawes & Tversky 等提出了“信号

侦察”理论 ;Joseph Baker 等在对集体球类项目中专

项练习和专家决策发展关系研究中 ,发现在专家决

策发展过程中除专项练习以外的其它活动起着重要

作用[32 ] ;Bachir Zoudji 等利用不同重复启动对有经

验和无经验足球运动员决策影响进行了研究 ,参照

重复启动理论模型对专家在内隐记忆上的优势进行

了讨论 ,该模型提示启动效应的产生与图片的知觉

过程有关 ,而不是认知过程[33 ] 。Markus Raab (2003)

在复杂情境对运动决策的内隐和外显学习的影响研

究中发现 ,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的一般差异研究 ,已

经涉及到了战术性球类运动情境中的决策问题。

Reber &Allen (1978) 发现内隐和外显过程受任务和

情境的复杂性的影响。关于这一现象 ,在不同研究

范式下产生了不同结果 ,因此 ,有必要在特殊的运动

情境中进行检验。John stone & Shanks (1997) 研究显

示 :在简单的运动情境中 ,内隐学习者优于外显学习

者 ;在高度复杂情境中 ,外显学习者优于内隐学习

者。这些结果与近期发表的心理学研究结果一致。

该文还依据实验结果对球类项目的训练提出了一些

实践性想法[34 ] 。

我国虽然起步较晚 ,在此方面研究也取得了相

当成绩。梁承谋教授及其博士生作过一系列研究 :

韩晨探讨了问题情境及技术等级对运动员直觉性思

维的影响 ,特别是对棒球运动员投、击球判断准确性

和时间的试验 , 首次证实了运动直觉决策的存

在[35 ] ;王斌区分了运动决策包含认知决策和直觉决

策 ,证实了手球运动情境中认知决策和直觉决策是

两类不同性质的任务 ,专家和新手在决策速度上和

任务上存在差异[36 ] ;付权研究了信息量与决策风格

对不同水平和性别的击剑运动员的决策速度、准确

性和稳定性的影响 ,发现不同剑种、不同级别运动员

在决策速度、准确性和稳定性存在显著差异 ,研制的

“优秀击剑运动员运动决策测试系统 V1. 0”可进行

有针对性的模拟训练[37 ] ;程勇民研究了知识表征、

运动水平及其年龄对羽毛球竞赛情景中直觉性运动

决策速度和准确性的影响 ,发现预期对运动水平似

的作用机制主要依赖于预期的正确率 ,运动知识可

能导致决策能力发展平台期的重要原因 ,同时 ,研制

了“羽毛球运动员决策能力测评系统”[14 ] 。

运动决策是认知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很好的领

域。一方面 ,运动决策事件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提

供了有效的实验场所和条件。认知心理学致力于研

究人类的认知过程 ,试图打开人脑这个“黑箱”,而实

验室的研究需要将主体的认知过程外化为行为 ,以

使研究者可见或可测量 ,外现行为对于认知过程的

失真是认知心理学遇到的主要困难之一。运动行为

是可见的可测量的 ,而运动决策与主体的运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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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因此说运动决策是认知

心理学的最好研究素材。另一方面 ,认知心理学的

研究成果为运动实践中的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指

导原则 ,使运动决策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焕发出了勃

勃生机。

3 思维训练效果的其它影响因素研究

对思维训练的研究可用于对比赛战局的思维预

测、赛前的模拟心理训练及对技术动作进行分析与

评价等。若根据赛前、赛中、赛后划分 ,思维训练仍

是重要的心理训练内容。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赛后

思维训练 ,其心理训练应包括放松训练、模拟训练、

念动训练 ,更重要的是积极的自我评价和正确归因

的思维训练内容。

如何归因是思维训练赛前和赛后的重点 ,教练

员和运动员对原因的分析将是未来运动成绩稳定发

挥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将成功或失败归因于内

部还是外部、可控性、稳定性等至关重要。Timothy J

Cleary等对篮球项目的专家组、非专家组和新手 3

类运动员研究中发现 ,专家组运动员与非专家组和

新手运动员相比 ,表现出设置目标更加明确 ,选择策

略更加具有技术指向 ,归因上更具策略性 ,并且显示

出具有更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38 ] ;Anastasia Kitsan2
tas 等研究发现 ,专家运动员有更多的目标、计划、策

略使用、自我监控、自我评价、归因和适应性 [39 ] ;

Pierre2Nicolas Lemyre 等研究检验了目标定向的归因

和作为调解变量的主观能力在预测比赛中年轻运动

动员运动人际关系的作用 ,高自我定向或低自我定

向在运动人际关系上都有显著性的作用 [40 ] 。

Christophe Gernigon &Jean - Baptiste Delloye (2003) 研

究阐明了一系列运动项目中涉及的认知与动机变化

过程[41 ] 。

4 小 　结

(1)运动思维训练体系主要包括运动知识的表

征训练、运动概念形成与掌握训练、运动技能归纳推

理训练、运动实践中的问题解决训练以及运动决策

训练等内容。

(2)运动知识的表征训练目前大部分研究只停

留在“特征性”表征的初级层面 ,不能深入到“机理

性”表征的高级层面。正是由于不同表征知识对运

动决策影响机制的缺乏性研究 ,因而影响了训练手

段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运动概念形成与掌握训练是心理训练重要

组成部分 ,特别是一些高难度的技术动作形成和不

同情景运动比赛稳定发挥的基石。不论是“特征表

说”还是“原型说”都无法单独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

“动作概念嵌套表征模型”还显得有些粗糙。

(4)虽然归纳推理是思维的重要形式和认知的

中心 ,但有关研究并不多 ,在体育运动心理学中则更

少。

(5)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问题

解决中的思维训练进行了方法上和策略上的研究。

对比母体学科及其他心理学运用领域的研究 ,结合

以上国内外有关运动技能实践中问题解决训练研究

可发现 ,对运动员积极思维和认知策略给予了极大

关注 ,但研究不深 ,目前还未涉及到此方面研究的内

核。

(6)体育研究领域专门研究运动决策问题的报

道不多 ,而在运动学习和运动训练研究中涉及运动

决策问题的研究则屡见不鲜 ,但运动决策是运动学

习和运动训练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7)如何归因是思维训练赛前和赛后的重点 ,教

练员和运动员对原因分析将是未来运动成绩稳定发

挥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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