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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心理学》

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在获得社会报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
同时，也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儿童、青少年在社会变迁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日趋凸显，潜在
的心理亚健康现象的泛化已为多数教育者所关注。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教育领导部门多次提出加强
各级各类学校的健康教育，并将心理健康教育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体育是进行健康教育的重要载体，
也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有力工具。2000年国家教育部颁发《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体育与健康教
学大纲》和《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中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明确提出通过体育提高学生健康水平
的目标，同时将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作为体育课的课程标准之一。我们在编写此书时，力求贯彻这一宗
旨，希望从事体育工作的教师、科研人员、教育行政干部以及体育院校的学生们，能更深刻体会体育
与健康的辩证关系，树立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理念。为此，我们在书中专门编
写了“学校体育与学生的心理发展”一章，并结合各章内容较充分的探讨了体育学习心理动力调节系
统、运动技能形成、学校体育比赛、体育游戏以及学校体育活动中的人际交往等方面应重视的学生心
理健康问题。对学校体育中如何进行心理技能训练，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也作了专章论述。同时，我
们对体育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与以往的体育心理学相比，本书增加了不同项目
的体育活动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一章，这是本书的一个创意与探索。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
资料较少，但我们还是大胆的编了进来，希望以此引起大家的关注：不同的体育项目对学生心理健康
的影响和价值是不同的，结合具体项目的具体内容进行心理教育，可能更富有成效。同时，我们也将
中小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作了概括介绍，旨在突出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主体性，以学生心理发展为出
发点组织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有助于加强心理教育的针对性。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从实际出发
，即反映近年来我国体育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又反映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成功经验，并在理论阐释
的同时，充分介绍具体的操作思路与实施，以达到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本书是北京市高等教育精
品教材立项项目，得到了北京市教委的资助，也是首都体育学院心理教研室教师集体努力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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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心理学（专升本），ISBN：9787040176988，作者：祝蓓里 季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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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学校体育与学生的心理发展第一节 学校体育对学生身心健康的积极影响第二节 身体健康
与心理健康的交互作用第二章 学生心理发展特点第一节 小学生心理特征及心理异常的防治第二节 初
中生心理特征及心理异常的防治第三节 高中生心理特征及心理异常的防治第四节 体育教师与学生的
心理健康第三章 学生体育学习动力调节系统第一节 体育学习动机第二节 体育兴趣第三节 体育态度第
四节 体育学习心理动力调节系统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第四章 学生运动技能的形成第一节 学习的理论第
二节 运动技能学习第三节 运动技能学习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第五章 不同项目的体育运动对学生心
理健康的影响第一节 田径运动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第二节 体操运动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第三节 球类运动
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第四节 武术运动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第五节 游泳运动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第六节 滑冰
运动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第七节 登山运动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第六章 学校体育比赛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第
一节 学校体育比赛的心理价值第二节 体育比赛过程中学生的心理规律第三节 学校体育比赛对学生心
理健康的影响第七章 体育游戏与学生的心理发展第一节 体育游戏概要第二节 体育游戏对学生心理健
康的影响第三节 体育游戏的选择和体育游戏教学第八章 学校体育中的社会化问题与学生的心理健康
第一节 学校体育中的人际交往第二节 学校体育中的团队凝聚力第三节 学校体育中的攻击性行为第九
章 心理技能训练第一节 心理技能训练概述第二节 心理技能训练的方法第三节 心理技能训练与学生的
心理健康第十章 学校体育中的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第一节 心理咨询概述第二节 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方
法第三节 学校体育中的心理辅导与学生心理健康第四节 体育教师如何进行成功的心理辅导第十一章 
体育教师的心理健康第一节 教师心理健康概述第二节 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分析第三节 体育教师的心理
健康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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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儿童说谎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说谎的时候。心理学家迈克尔?刘易斯曾做过一个试验：让儿
童单独坐在一问办公室里，要求当大人不在时不要偷看桌上放的一张纸牌，结果数百名参试儿童中
有2／3偷看了牌而谎称没有看过。2～3岁的孩子中有65％说谎，6岁儿童的说谎率则高达90％，而且说
谎率往往随着年龄的增大和社会阅历的增加而升高。造成孩子说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儿童说
谎应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对待。关于防止和矫正孩子说谎行为的方法，主要如下：1.在孩子面前，家
长应注意自己的言行研究表明，说谎的儿童最有可能来自父母有此行为的家庭。要知道，大人一句漫
不经心的谎话会给一旁细心的孩子非常不好的影响。因此，作为父母，应注意给孩子树立起不说谎话
的榜样。2.家长应正确处理孩子的错误与过失孩子总会犯错误，也会有过失。放任孩子的错误是不对
的，但是以简单粗暴的殴打惩罚对待有过失的孩子，其教育方式也是最拙劣的。而且，父母的严厉责
打，常常是孩子撒谎的原因之一。因此，作为家长应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冷静的心态对待孩子出现
的错误和过失，倾听他们的诉说，帮助他们分析产生错误和过失的原因及改正方法，以避免孩子出现
说谎行为。3.引导孩子正确认识说谎行为许多研究表明，说谎存在智力差异。说谎的孩子一般比较聪
明，而不说谎的孩子有的则比较迟钝。对于说谎，应该辩证地看。有些谎话是虚伪的表现，是骗人的
行为；有些谎话则是为了开玩笑；而有的谎话其欺骗的对象是敌人、坏人。儿童由于理性分析能力较
差，不能完全区分虚伪的谎言和正义的谎言，往往一概模仿。所以，家长对孩子的说谎行为不能简单
斥责，而应注意培养孩子明辨是非的能力，正确引导孩子的模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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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心理学》是由刘淑慧所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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