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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床 运 动 心 理 学（C l i n i c a l S p o r t 

Psychology） 是随着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

而兴起的应用心理学分支，于20世纪80年代

萌芽于美国，本世纪初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

1988年， 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USOC）

建立了临床运动心理学家注册制度。2005

年， 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 召开了

临床运动心理学家大会［1］。2006 年，首部

《临床运动心理学》专著出版［2］。2007 年，

《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Sport Psychology） 创刊， 为临床运动

心理学开辟了专门的学术交流平台。2011

年，临床运动心理学的东西方观点（Clinical 

Sport Psychology Perspective West And 

East）系列丛书出版［3］。

我国的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始于20世

纪80年代，在广大心理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下， 已经积累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旨在从基本情况、内容及方法三个方

面对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进行分析

与评价，以揭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

现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为我国研究者提

供参考，促进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进

一步发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内容

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一种对文献内

容进行客观、 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

它按照一定维度对论文内容进行系统分类和

评判， 可提供学科研究状况的基本信息［4］。

目前， 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研究 

之中。

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的内容分析
●刘丽 1  石岩 2（1.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摘 要：本文对1981年至2010年间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680篇论文进行内容分析，以

揭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研究者主要来自体育学院（研究

所）；运动功能损害和运动退役研究薄弱； 研究主要以认知行为理论为基础；调查研究、研究综

述和理论性研究较多，质性研究和实验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发展分为1981~1993年的起步阶段，

1994~2003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04~2010年的规范阶段。对我国未来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提出

建议：吸引更多临床心理学学者参与研究；关注运动功能损害和运动退役；丰富研究的理论基

础；加强临床研究方法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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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取样

本研究从1981年至2010年的13个目标期刊中选出临

床运动心理学论文680篇。 心理学期刊包括《 心理学报 》

《心理科学进展》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体育学期刊包

括《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体育与科学》《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西

安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

报》和《体育学刊》。

（二）内容分析的维度

本研究参照相关文献［5，6］，按照以下程序设计了内容

分析的维度系统：（1）精读2007~2008年《临床运动心理

学杂志》的全部文献，初步制订分析维度；（2）对2009年

《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的文献进行试分析，修订分析维

度；（3）征求相关专家对内容分析维度系统的意见，修订

分析维度；（4）经过培训的研究组成员对2010年《临床运

动心理学杂志》文献进行独立分析，分析者的一致性系数

在0.83~0.86之间，说明该分析维度系统信度较高，可为

研究所用。对评判者容易出现分歧的维度进行讨论，最终

达成一致意见。内容分析维度系统由27个因素构成。

（三） 研究过程

由研究者和经过培训且熟练掌握内容分析维度系统的

6名研究生对论文进行独立的内容分析，每篇论文有两名分

析者。研究者最终录入数据时检查分析不一致的地方，认

真核查后加以取舍。

（四）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7.0 统计软件对全部变量的频次分布进

行描述性分析。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论文的基本情况

1.论文首作者所属机构

表 1  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首作者所属机构对比（%）

院（所）性质 中国 外国

体育学院（所）、体育教学部 91.7 34.3

心理学院（所） 4.9 37.4

医学、护理、健康学院（所） 0.9 12.1

其他 2.5 16.2

合计 100.0 100.0

表1显示， 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首作者主要

来自体育学院（研究所）和体育教学部，而心理学、医学、

护理与健康学院（所）学者对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参与

度极低，这与国外学者相对多元的研究背景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经分析，这种情况多年来（尤其是2004~2010年间）

未出现明显变化。这非常不利于临床运动心理学这门交叉

学科的发展。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的建立与发展，需要更

多临床心理学学者的参与。

2.论文的篇幅

对三十年来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的篇幅统计

显示，平均每篇论文篇幅为4.21页，且多年来论文篇幅未

出现明显增长趋势。而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创刊

以来的论文平均篇幅为16.5页［7］。这可能是由于国内期刊

对篇幅的限制制约着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成果表述的完整

性，影响学术交流的深度。这一问题希望得到相关期刊的

充分理解和重视，以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提供更好的学

术交流平台。

3.论文参考文献

对三十年来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参考文献的

统计显示，平均每篇有9.63条参考文献，图1显示1995年

起参考文献量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2006年开始平均每

篇论文的参考文献量稳定在17条左右。目前，我国临床运

动心理学论文参考文献条数不及美国《临床运动心理学杂

志》论文参考文献（平均每篇文章参考文献为42条）［7］的

一半。参考文献较少导致研究难免低层次重复前人的工作，

提供给读者的新信息就相对较少，文章的质量也因此受到

很大的影响，非常不利于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及学术交流

的纵深发展。

图 1  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参考文献发展趋势

（二） 论文内容

1.研究领域

图 2  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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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显示， 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对运动表现发展

的研究起步较早，在1994年以前占绝对优势。运动功能障

碍研究和心理健康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增长，近

年来出现与运动表现发展研究并驾齐驱的现象。由此可以

看出，我国运动心理学学者对运动者心理问题的关注，已

经逐渐脱离仅以高水平运动员运动表现发展为中心的情况，

越来越关注普通运动者的运动功能障碍及全面的心理健康。

表 2  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对比（%）

研究领域 中国 外国

运动表现发展 37.2 17.2

运动功能障碍 31.2 25.3

心理健康 22.6 21.2

运动功能损害 3.5 21.2

学科发展 3.2 13.1

运动退役 2.2 2.0

合计 100.0 100.0

表2显示， 运动退役是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薄

弱领域，与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相比较，我国临床运

动心理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对运动表现的发展研究较多，

而对运动功能损害的研究较少。运动表现发展研究较多与

我国长期以来注重竞技体育发展有关。运动功能损害指运

动员存在着明显的临床心理问题，引起其严重的情绪紊乱

和行为失调， 导致其无法投入训练与竞赛［8］。 运动功能

损害研究被忽视与我国运动心理学学者大都来自体育学院

（研究所），普遍缺乏临床心理学训练背景有关。

2.研究的理论基础

图3显示， 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一直

以认知行为理论占绝对优势，但近年来出现理论逐渐丰富

的趋势。这与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情况基本一致［7］。

认知行为理论在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中占绝对优势，与认

知行为治疗操作性强，更易于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有关。

图 3  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理论基础的变化趋势

（三）论文研究方法

1.论文类型

表3显示， 与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相比， 我国临

床运动心理学论文类型以调查研究报告、文献综述和论述

较多，而临床运动心理学的质性研究和实验研究的论文相

对较少。这与国内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者大多来自体育学

院（研究所）有关，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深刻意识到临床运

动心理问题研究的必要性，但由于普遍接受的是体育科学

的训练而相对缺乏临床心理学的系统训练，所以，更容易

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综述和理论性研究，而深入的质性研

究和实验研究相对较少。

表 3  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类型对比（%）

论文类型 中国 外国

调查研究报告 36.3 32.3

实验研究报告 11.8 15.1

测验研究报告 6.3 6.1

质性研究报告 4.8 19.2

质性+量性研究报告 0.4 2.0

论述 25.7 18.2

文献综述 14.6 7.1

合计 100.0 100.0

2.研究设计

表4显示， 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病理机制研究与国外

一样，存在过分依靠相关设计的现象，而更能确定心理变

化机制的实验研究设计与质性研究设计较少。因此，我国

临床运动心理学关于病理机制的研究设计有待进一步改善，

以便更深入地揭示运动者心理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

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干预研究以文献综述为主，

侧重具体介绍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实验研究设计较少，而

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61.5%的干预研究主要通过实验研究

来验证干预的效果。实验研究能为不同方法的干预效果提

供充分的证据， 有利于提高临床运动心理服务的科学性。

因此，我国运动心理学学者应加强心理干预的实验研究。

表 4  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的研究设计对比（%）

研究设计
  机制研究
（中国）

机制研究
（外国）

 干预研究
（中国）

干预研究
（外国）

描述性研究设计 16.0 0 0 0

相关研究设计 44.9 75.0 0 0

实验研究设计 10.2 12.6 26.7 61.5

质性+量性设计 0.6 3.1 0.5 3.9

质性研究设计
文献综述

说明

5.1
14.7
8.4

6.3
3.1
0

21.4
47.1
4.2

7.7
15.4
1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3.研究被试

表5显示， 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更关注高水平运

动员和专业运动员，而国外临床运动心理研究更关注大学



10 Psychology: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心理技术与应用

学
界
声
音

生运动员和少年运动员。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高度关注高

水平运动员和专业运动员，与我国现阶段注重竞技体育的

现实有关。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青少年运动员的心理问

题如果得到心理服务的及时介入，就可以避免进一步发展

成为心理障碍。如果等到运动员形成了心理障碍再介入治

疗，其难度就会很大。因此，我国应加强对少年运动员和

大学生运动员的关注。

表 5  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被试对比（%）

研究被试 中国 外国

无 29.0 24.3

高水平运动员 15.9 10.1

专业运动员 11.2 6.1

混合 9.0 8.1

体育专业学生 8.4 2.0

大学生运动员 7.4 20.2

少年运动员 5.9 11.1

学生 6.5 5.1

其他 4.6 13.0

合计 100.0 100.0

4. 资料收集

表6显示， 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在资料收集上的

共同之处在于较多采用问卷法和量表法，而较少采用观察

法和仪器测验法，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学者更多采用工作经

验法和文献法，较少使用访谈法。我国研究者较少采用非

常适合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访谈法收集资料，与他们主

要来自体育学院（研究所），普遍缺乏临床心理学的系统专

业训练有关。

表 6  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资料收集方法对比（%）

资料收集方法 中国 外国

问卷法与量表法 38.8 38.4

工作经验 20.4 13.1

文献法 19.6 12.1

三种以上方法结合 7.8 16.2

仪器测验法 6.4 3.0

访谈法 2.6 13.1

观察法 1.2 1.0

其他 3.1 7.1

合计 100.0 100.0

5.结果分析

表7显示， 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中涉及多元

分析的少于国外。心理现象是多层面和多维度的，其影响

因素也是复杂多变的。采用多元分析法进行分析，更有助

于人们了解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能更有效地揭示心理现

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因此，在未来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

中多元分析法有待进一步推广。

表7  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研究结果分析方法比较（%）

       结果分析方法 中国 外国

       定性分析 42.2 38.4

非多元统计分析 39.0 30.3

       多元统计分析 17.9 25.3

       定性+定量分析 1.0 6.0

       元分析 0 0

       合计 100 100

中外临床运动心理研究中都尚未出现元分析（meta-

analysis）的论文。元分析是对具有共同目的但相互独立的

多个不同甚至相反的研究报告给予定量统计分析而综合评

价某一主题研究的方法，曾被置于循证医学实践证据金字

塔的顶端，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研究之中［9］。自临床

心理学的实证支持治疗兴起以来，元分析方法在临床心理

学研究中的应用呈逐年增长的趋势［7］。元分析对文献的数

量与质量都有一定的要求，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中尚未出

现元分析的论文，可能是由于目前能够支撑元分析的临床

运动心理学研究成果有限，也可能是由于研究者统计方法

的训练不足。随着临床运动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元分析

方法的应用将越来越多。

（四） 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发展阶段的划分

纵观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30年的发展状况，可以

清楚地看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在不同时间段呈现出

明显差别。因此，可以对其进行阶段划分，以帮助研究者

厘清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发展的内在线索，并能够据

此展望本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1.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起步阶段

1981年到1993年期间是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

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临床运动心理学的研究

刚刚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研究的数量与质量都处于较低水

平，具体表现如下：论文数量少，平均每年仅有9.9篇；研

究极少得到基金的支持；参考文献量少，许多论文根本没

有参考文献；研究内容以运动表现发展研究占绝对优势；最

突出的论文类型是说明文（35.5%）；主要采用工作经验法

（21%）和文献法（13.8%）收集资料；论文的结果分析方

法中定性分析占54.3%，仅有0.7%的文章采用了元分析。

2. 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

1994年到2003年期间是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

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临床运动心理学研

究的数量与质量都表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具体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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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数量逐年增多，平均每年发表论文25篇；受资助项目

出现逐年增长趋势；论文的参考文献呈现逐渐增多趋势；运

动功能障碍和心理健康研究逐年增多；研究报告超过理论

型论文，说明文的比例下降至24.9%，调查研究报告迅速

增加到37.3%；以高水平运动员为被试的论文相对降低，

以非高水平运动员为被试的论文迅速上升；经验总结法下

降，量表测验法和问卷调查法的应用逐渐增多；定性分析

逐渐减少为47.1%，多元分析上升为10.7%。

3.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规范阶段

2004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进

入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

的数量与质量都较前两个阶段大幅提高， 具体表现如下：

年均发表论文达45.3篇；平均每年有16.3个项目受到基金

支持；平均每篇论文的参考文献量稳定在15.4条；在研究

内容上，运动功能障碍、心理健康和运动表现发展三者呈

并驾齐驱之势；69.7%的论文为研究报告，说明文进一步

减少；以非高水平运动员为被试的论文达到60.6%；量表

测验法、 文献法和问卷调查法成为最重要的资料收集方

法，工作经验总结法的应用萎缩；定性分析减少至33.7%，

30.3%的论文进行了多元分析。

三、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1. 吸引更多临床心理学学者加盟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心理学院（研究所）和医学院

（研究所）学者对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参与度极低，这非

常不利于临床运动心理学这门交叉学科的发展。我国需要

吸引更多心理学院（研究所、系）和医学院的临床心理学

学者关注运动者的心理问题，只有他们的加盟，中国临床

运动心理学才能高质量地发展。因此，建议国家体育总局

科研立项为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提供一定的空间，并鼓励

心理学院（研究所、系）与医学院（研究所）中的临床心

理学学者积极申报相关课题，以课题调动临床心理学学者

加盟的积极性。另外，体育学院（研究所）要有意识地引

进具有临床心理学训练背景的人才，这不仅能够促进临床

运动心理学研究的深入，而且也能吸引更多的心理学学者

关注临床运动心理问题。

2.加强对运动功能损害与运动退役的研究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仅有3.5%

是关于运动功能损害，而国外21.2%的论文涉及运动功能

损害，其研究的十大热点问题中有四个属于运动功能损害，

即饮食障碍、情绪障碍、物质依赖和运动损伤后心理障碍。

纵观我国极其有限的运动功能损害论文，研究主题主要为

与运动相关的攻击性行为（冲动控制障碍），研究类型主

要为研究综述与理论分析［10，11］，实证性的临床研究报告

极少，仅有杨士荣（2010）就我国运动员的饮食障碍进行

了调查研究［12］。因此，建议中国体育总局体育科研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以及各地方基金

的管理者在编制课题指南时关注运动功能损害问题。同时，

专家学者也要主动介入运动功能损害的研究， 以提高我

国运动功能障碍的干预效果，切实维护我国运动者的身心 

健康。

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仅有2.2%是关于运动退役问

题的研究。由于我国现阶段仍然是举国体育体制，且职业

生涯规划辅导尚未普及，所以，我国运动员对运动退役的

心理准备不够充分，在运动退役时遇到的心理问题就更多。

黄志剑和姒刚彦（2008）研究表明：我国高水平运动员对

于从事竞技运动事业对自己人生发展的影响认识不足，对

运动退役及角色转换的准备不足［13］。王进（2008）研究

表明：我国面临退役运动员的自我评价、生活满意度和社

会支持认知下降，焦虑和孤独感明显增加，应对退役的策

略主要为回避；运动员在退役后的1~2年内社会支持感低，

孤独感高［14］。 目前， 我国运动心理学学者虽然意识到运

动员退役相关的心理问题，并就此开展了一系列现状调查、

发生机制和对策研究，但针对性的实证干预研究很少，亟

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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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丰富研究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显示， 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理论

基础是认知行为理论。 过分依赖认知行为理论有悖于学

术研究百花齐放的原则， 不利于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

繁荣和发展。 导致心理问题的原因很复杂， 解决心理问

题的方法各有利弊， 并不存在一种唯一正确且适合于各

种情况的理论与方法，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可能受益

于不同的处理［15］。 跨理论整合研究（trans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pproaches） 是西方临床心理学研究与发

展的特点。1991年，《 心理治疗整合杂志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Integration）创立，为临床心理学的整合

研究提供了专门的学术交流平台。目前，许多治疗师在治

疗中采用整合治疗方法［16］。因此，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应

广开思路，在注重认知行为理论的同时，注意吸纳近年来

生理心理学、精神分析和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开展跨

理论的整合研究，进一步丰富研究的理论基础。诚然，后

者受到循证实践验证的成果不多，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们

更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4.加强临床研究方法的训练

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在方法上存在诸多问题，包

括：质性研究与实验研究较少；研究被试以高水平运动员

最多；研究中较少使用谈话法、观察法、仪器测试法收集

数据；数据的多元分析较少，未出现元分析论文等。因此，

我国运动心理学学者应进一步加强临床研究方法的训练，

在开展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时注意以下问题：加强质性研

究和实验研究的使用；扩大研究样本范围，更多关注青少

年运动员；丰富资料收集方法，尤其要多使用访谈法、观

察法与仪器测试法；加强多元统计分析；提高研究的规范

性，为整合研究成果的元分析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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