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首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考试大纲（加试科目）

考试科目名称：体育心理学

一、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5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2)答题方式：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1）运动中的目标定向与目标设置

（2）运动兴趣与动机

（3）运动归因

（4）唤醒、焦虑、心境状态与运动表现

（5）心理技能训练

（6）运动技能的学习

（7）运动损伤的心理致因和康复

（8）体育运动中的团队凝聚力

其中识记约占 15％，理解约占 30％，运用约占 55％。

4)题型结构

（1）简答题：3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2）论述题：1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20 分

二、考试内容与考试要求

1)考试要求

（1）系统掌握体育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2）认识体育教学活动与学生出现的各种心理现象，能熟练地运用心理学知

识和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



2)考试内容

第二章 运动中的目标定向与目标设置

1.识记：（1）目标定向的定义及分类；（2）目标设置的定义；（3）何谓

团队及其特点。

2.理解：（1）目标设置的作用；（2）团队目标的作用。

3.运用：（1）体育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目标定向；（2）体育活动中

有效目标设置的原则；（3）根据目标设置原则，为自己设置学习某一运动项目

的目标。

第三章 运动兴趣与动机

1.识记：（1）运动兴趣的定义；（2）运动兴趣的各种品质；（3）运动动

机的定义；（4）体育态度的定义。

2.理解：（1）运动兴趣的效能；（2）运动动机的功能。

3.运用：（1）影响运动兴趣形成的主要因素；（2）体育实践中如何培养与

激发运动动机。

第四章 运动归因

1.识记：（1）运动归因的定义；（2）Weiner 的成败归因理论三个维度；

（3）归因训练的定义。

2.理解：影响运动归因的因素。

3.运用：举例说明体育运动中的归因训练。

第六章 唤醒、焦虑、心境状态与运动表现

1.识记：（1）倒 U型假说的定义；（2）焦虑的定义及其类型。

2.理解：技能的复杂程度与个体差异对唤醒水平有什么不同的要求。

3.运用：影响赛前状态焦虑的主要因素。

第七章 心理技能训练

1.识记：（1）心理技能训练的定义；（2）心理技能训练的意义和作用；（3）

目标设置训练法；（4）模拟训练的定义和类型；（5）暗示训练的定义。

2.理解：（1）模拟训练的作用；（2）Ellis 的 ABC 基本原理。

3.运用:（1）体育教学和训练中模拟训练的应用；（2）体育教学和训练中

认知训练的应用；（3）体育教学和训练中暗示训练的应用。

第八章 运动技能的学习

1.识记：（1）动作技能的定义；（2）动作技能学习过程的变化特征；（3）

动作技能的分类；（4）动作技能的迁移。

2.理解:（1）动作技能形成的阶段；（2）迁移的原则。

3.运用:（1） 影响动作技能学习的因素；（2）影响技能迁移的因素。

第十章 运动损伤的心理致因和康复

1.识记：（1）运动员损伤心理反应的基本过程；（2）运动损伤后认知和情



绪的反应。

2.理解：（1）运动损伤的心理评估的作用；（2）运动损伤的心理评估的具

体内容。

3.运用：（1）影响运动损伤发生的心理因素；（2）运动损伤的心理康复方

法。

第十一章 体育运动中的团队凝聚力

1.识记:（1）体育团体凝聚力的定义和特征；（3）团体凝聚力的分类。

2.理解：团队凝聚力与运动表现。

3.运用：（1）影响体育团队凝聚力的因素；（2）体育团队凝聚力发展的途

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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