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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成果

中国奥运冠军临场表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胡海旭1，毕晓婷2

（1. 南京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4；2. 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33）

摘　要:  心理特征是影响运动员临场表现的关键因素。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并将机器学习算法与经

验知识相结合，对影响 140 名中国奥运冠军临场表现的远因进行综合分析发现，68.6% 的奥运冠军在夺冠时正

常表现，27.8% 的奥运冠军须以超常或极为超常表现夺冠，另有 3.6% 的奥运冠军虽表现失常亦夺冠，且男女皆

如此。引起上述临场表现差异的远因主要有：不同项群临场表现出不同的抑制与兴奋特点；受教育有利于形成

运动智能与改变认知方式，受教育程度越高临场表现越好；参加国际大赛有利于积累大赛经验并转化为比赛能

力，5 次是一个转折点，但存在项群差异；教练员团队帮助运动员提升临场表现中的心理韧性，进而支持更好的

临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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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参加奥运会，运动员需要历经 13～15 年的系

统运动训练，包括体能、技术、战术和心理等内容。运

动员通过系统训练不断累积和优化其细胞、组织、器

官、系统、人体水平上的结构和功能的特异性适应和

补偿，进而转化成专项竞技能力[1]。国内外学者[2−4] 都

曾指出，整合动作能力（体能）、心理、营养等多种竞技

能力要素是最有效的训练准备策略。

由于比赛不是在“真空环境”下而是在异常激烈

的竞争环境下的多变量侵扰与抑制中进行的，运动员

在奥运会上的临场表现甚至与多年系统训练同等重

要。影响运动员临场发挥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心理、身

体、社会和组织行为等方面。在特定视域下，学者

们[5−8] 提出心理干预和心理特征是核心因素。当前，心

理干预受到普遍关注。一项基于 65 名奥运冠军的比

赛心理干预策略研究[8] 发现，目标设定、心理激活、运

动想象、心理放松、情绪控制等方面的得分最高。

然而，对心理特征发展的关注相对较少。心理特

征发展是一个长期培养和塑造的过程，受很多个体和

环境因素影响，包括社区、家庭、自身、运动环境中的

人员、非运动相关人员、运动经历等。Sarkar 等[9] 指

出，“大多数奥运会金牌获得者认为，如果他们在特定

时间没有经历过某些运动的或非运动的压力，包括高

要求的逆境挑战······他们将不会赢得金牌”。 Hardy
等[10] 也强调，“运动员职业转折点的经历增强了他们

的运动训练动力和专注力”。

此外，Jones 等[11] 和 Connaughton 等[12] 指出“心理

韧性”在国际大赛临场表现发挥中的重要性。心理韧

性的形成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其中包含多种因

素的综合影响，如激励性的气氛（享受、掌握、主动

等）、个人（教练员、同龄人、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

队友等）、运动与比赛经验、心理技巧和策略，以及对

运动目标的无限追求和成功动机等。Connaughton 等[13]

也认为，发展和保持心理韧性、技能、竞争意识、成功

经历、国际大赛经验、教育和建议、心理技能、社会支

持网络，以及反思性实践能力是获得良好表现的必备

前提。

重要生活事件和生活经历对运动员等人才发展至

关重要[14]。近年来，芝加哥学派提出一个可用于解释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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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理论—生命历程理论（Life Course Theory）[15]。

该理论的创始人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和心理

学教授 G.H.埃尔德，他曾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副会

长、儿童发展研究学会会长、社会学研究协会会长。

截至 2022 年 9 月，其生命历程理论成果被引 90 409
次，h 指数为 139[16]。经过近 50 年的发展，生命历程理

论相关的研究范式不仅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界的主流，

也被跨学科研究奉为基本研究范式，得到了人口学、教

育学和社会政策研究的一致推崇。简言之，该理论中

的“时间观”认为，人生由轨迹（trajectory）、转变

（transition）和持续（duration）3 个状态的发展变迁所组

成。轨迹指个体生命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反映个体

较长期的生命模式，如子女、父母、领导等某种延续较

长时间的社会角色。就运动员而言，体校学生、国家队

运动员或田径、游泳运动员等角色亦同。转变指个体

生命事件发生变化的时间和方向，往往以入学、毕业这

样的事件为标志或转折点，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每

次转变都嵌套于一定的轨迹，代表着一定角色的建立

和丧失。就运动员而言，从国内比赛到国际大赛，从青

少年比赛到成年人比赛，从运动员到学生等，获得全国

冠军/世界冠军、入学、毕业等是其标志性事件。持续

指生命事件从一个状态转向另一个状态的时间跨度，

是一种介于转变之间的时间段。就运动员而言，指由

启动期、启动年限、成长年限、成长期、冠军年限、

夺冠期[17] 等组成的连续轨迹，强调生命事件对于个人

的影响程度及其与时间的关系[18]。转变和持续都是轨

迹的元素。轨迹、变化和持续为生命历程理论解释

个体层面的行为、过程及其原因提供了概念基础，奠定

了生命历程学派在心理学界的地位[19]。生命历程理论

也为本文探讨心理特征与临场表现的关联提供理论

参考。

基于此，本文将影响奥运冠军临场表现的因素划

分为近因和远因。近因是指直接影响运动表现的原

因，包括体能储备与运用、技战术准备与运用、心理调

控策略、生活方式与保障（睡眠、营养、恢复）等为人熟

知的生理、心理、神经、激素等因素，其特点是急性

的、易归因的。远因则指在运动员生命历程中各类持

续综合迭代的间接时空影响因素，其特点是慢性的、难

归因的。远因的特征：运动员成长过程中自身、教练

员、家庭三方是重要的主体，运动训练、（成功）参赛经

验、文化教育三类是重要的事件，其是形成“千锤百

炼”的金牌运动员持久而有效的心理韧性、自信心、追

求成功的强烈动机等的重要源头。这也与 Debois 等[20]

提出的天才运动员发展所需的整体因素（包括运动心

理、社会心理、学业、职业等）相似。与近因相比，远因

或更易于在多年系统训练和奥运备战周期中被重点关

注和长期规划。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 1984—2016 年我国的 251 名奥运冠军为研究

对象。

 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2.1　变量选取

根据相关理论进展、文献研究结论，结合专家访谈

遴选本文所需变量，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影响中国奥运冠军临场表现的变量

Table 1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Olympic champions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选取依据

被解释变量（1个） 奥运会上的表现水平（失常、正常、超常、极为超常） 访谈[21]

解释变量
（共34个）

相关因素（3个） 性别、项群、是否独生子女 访谈[21]，杨国庆等[22]

运动成长历程（7个） 训练启蒙年龄、首冠年龄、启动年限、成长年限、成长期、
冠军年限、夺冠期

生命历程理论[18]，访谈[21]，杨国庆等[22]，胡海旭等[17]，
Hardy等[10]

参赛经验（5个） 首冠前接近最好成绩次数、首冠前国内比赛次数、首冠前国
内最好成绩次数、首冠前国际大赛次数、首冠前国际最好成
绩次数

生命历程理论[18]，访谈[21]，杨国庆等[22]，胡海旭等[17]

教练员因素（2个） 夺冠周期教练员团队的影响程度、成长中教练员的影响 Jowett等[23]，Greenleaf等[24]，Gould等[25]，Philippe等[26]

心理生理因素（6个） 赛前心理疲劳程度、赛前生理疲劳程度、赛前总体健康状
况、赛中自我调节情况、周期内自我调整的影响程度、周期
内对待训练的态度

Hays等[27-28]，Harmison[29]

家庭因素（3个） 亲属从事体育的经历、家庭氛围、成长中父母的影响 Gould等[8]，Connaughton等[12]，Gould等[30]

教育因素（8个） 入学年龄、首夺奥运冠军时受教育程度、（基础阶段、发展
提高阶段、成才夺冠阶段）接受教育的方式、学习期间训练
主动性、学习成绩、与同学关系

Debois等[20]，Gould等[31]，Weinberg等[32]，Sue[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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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对时间或年龄

等客观数据进行回顾性采集。在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

的统筹指导下，借助全国各省（区、市）体育系统力量，

完成奥运冠军的大规模资料数据收集，不足数据通过

整理网络资料予以补充。共发放问卷 251 份，回收 204
份，经整理后获取有效问卷 140 份。为确保问卷调查

数据的信度，即测验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靠性，

将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时间或年龄数据与网络资料进行

比对，对时间或年龄相差大于 1 年者再次回访确认，确

保数据的可靠性。在信度方面，Likert 量表数据的

Cronbach's α=0.71~0.78；在效度（即测量工具或手段能

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程度）方面，由于变量是

基于文献、访谈和相关理论提出的，认为具有一定的效

度。为了便于数据分析和项目共性特征的提取，借鉴

“项群训练理论”[34]、Laursen 等[35] 的运动项目主导能

力归类，并基于个人与团体项目的区别，将奥运冠军划

分为技能难美（体操、跳水）、技能准确（射击、射箭）、

格斗对抗（摔跤、柔道、拳击、击剑）、隔网对抗个人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隔网对抗团体（排球）、快速

力量（举重、投掷、跳跃）、体能速度（短距离跑、短距

离游泳、短距离速度滑冰、短距离赛场自行车）、体能

耐力（中长距离走/跑、速滑、游泳、长距离自行车、划

船）等 8 个项群，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140份有效问卷的项群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the event groups of 140 valid questionnaires

类别 技能难美 技能准确 格斗对抗 隔网对抗个人 隔网对抗团体 快速力量 体能速度 体能耐力 合计

女 11 8 5 17 16 10 9 6 82
男 22 6 4 17 0 5 1 3 58

合计 33 14 9 34 16 15 10 9 140
 

 1.3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的因变量（被解释变量）是奥运会临场表现，

自变量（解释变量）由参赛经验、教育、家庭、教练员、

生理与心理等维度组成，共计 34 个：性别（sex）、项群

类别（v4）、训练启蒙年龄（v5）、启动年限（qdnx）、成长

年限（cznx）、成长期（czjd）、夺冠年限（gjnx）、夺冠期

（dgjd）、首夺奥运冠军年龄（v11）、夺冠周期中出现最

好成绩次数（v12）、夺冠前一年国内比赛次数（v14）、
夺冠前一年国内比赛最好成绩排名（v15）、首冠前一年

国际大赛次数（v16）、首冠前一年国际大赛最好成绩排

名（v17）、夺冠周期中教练员团队的影响程度（v18）、
夺冠周期中自我调整的影响程度（v19）、夺冠前心理疲

劳程度（v20）、夺冠前生理疲劳程度（v21）、夺冠前自

评总体健康状况（v22）、是否独生子女（v23）、入学年

龄（v24）、亲属有无从事竞技体育经历（v25）、家庭氛

围（v26）、首夺奥运冠军时受教育程度（v27）、基础阶

段接受教育的方式（v28）、发展提高阶段接受教育的方

式（v29）、成才夺冠阶段接受教育的方式（v30）、在学

校的训练主动性（v31）、在学校的学习成绩（v32）、在

校与同学的关系（v33）、对待训练的态度（v34）、比赛

中的自我调节能力（v35）、夺冠历程中父母的影响

（v36）、夺冠历程中教练员的影响（v37）。其中，性别、

v4、v23、v25、v26、v27、v28、v29、v30 作为分类变量

处理 ，其余变量则视作连续变量。鉴于变量维度较

高，且分类变量和连续变量混合，传统的统计学方法因

诸多限制条件无法适用，需要采用擅长处理高维数据、

复杂问题的机器学习算法[36]。本文主要采用机器学习

算法中的决策树（Decision Tree）、AdaBoost 算法、随

机森林（Random Forest）对临场运动表现的影响因素进

行分类分析，分析在 RStudio 软件中完成。

 1.3.1　决策树

决策树是一种机器学习的方法，其采用树形结构，

使用层层推理来实现最终的分类。其中，每个内部节

点表示一个属性上的判断，每个分支代表一个判断结

果的输出，最后每个叶节点代表一种分类结果。其算

法优点在于，可以生成易理解的规则，计算量相对较

小，可以处理连续和分类变量，并清晰地显示哪些变量

比较重要。

 1.3.2　AdaBoost 算法

AdaBoost 算法已被证明是一种有效而实用的

Boosting 算法，也称为增强学习或提升法，是一种重要

的集成学习技术，能够将预测精度仅比随机猜度略高

的弱学习器增强为预测精度较高的强学习器。其算法

优点：作为分类器时，AdaBoost 算法的分类精度较高；

在 AdaBoost 算法的框架下，可以使用各种回归分类模

型来构建弱学习器，非常灵活；不容易发生过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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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随机森林

随机森林是利用多棵树对样本进行训练并预测的

一种分类器，其利用集成学习，可结合许多分类器为复

杂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其算法优点是：模型准确率高，

既可处理分类问题，也可处理回归问题，即使存在部分

数据缺失的情况，也能保持较高的分类精度；可处理数

量庞大的高维度特征，且不需要进行降维；可以判断特

征的重要程度；对于不平衡的数据集，可以平衡误差。

为判断机器学习算法在分类预测中的准确性，采

用交叉验证（Cross-Validation）的方法，用训练集训练出

（学习出）模型，然后用未参加训练的测试集检验该模

型的预测精度，即判断训练集模型对测试集数据的分

类错误率。错误率为 0～1，错误率越小模型效果越好。

 2　研究结果

 2.1　中国奥运冠军奥运会临场表现水平特点

在问卷调查中，中国奥运冠军根据自己主观经验

进行前后对比，确定夺冠时个人临场竞技水平的发挥

属于以下哪类：极为超常表现、超常表现、失常表现、

正常表现。统计结果如图 1 所示。
  

极为超常 超常 失常 正常

极为超常（5.7%）

超常（22.1%）

失常（3.6%）
正常（68.6%）

图 1    中国奥运冠军奥运会临场表现水平

Figure 1    The level of Chinese Olympic champion’s
live performance

由图 1 可知，68.6% 的奥运冠军在正常表现的情

况下夺得金牌，22.1% 的奥运冠军以超常表现、5.7%
的奥运冠军以极为超常表现夺得金牌。相比之下，

3.6% 的奥运冠军虽然面临一定程度的临场“翻车”表

现，但也在相对优势下争得了奥运金牌。为明确不同

性别之间的差异，按照男女分组的独立样本 t检验进

行统计分析。如图 2 所示，平均组间差异值为−0.071，
95%CI[−0.285,0.144]，对应的 t=−0.165，P=0.516，可见

奥运冠军的临场表现不存在性别差异。

 2.2　影响中国奥运冠军临场表现水平的重要变量

基于 3 种机器学习算法对影响中国奥运冠军临场

表现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数据驱动的方式，通过不

同算法对变量重要性进行排序，即该算法得出的某变

量重要性数值越大，则某变量就越重要。该数值也作

为同一算法内的比较来遴选相对重要的影响变量，计

算结果如图 3、图 4、图 5 所示。

由图 3~图 5 可知，将最重要的前 8 个影响因素由

高到低排列：①决策树分析结果是首夺奥运冠军时受

教育程度、项群类别、夺冠周期中教练员团队的影响

程度、夺冠年限、首冠前一年国际大赛次数、夺冠前一

年国内比赛次数、夺冠期、首夺奥运冠军年龄等，其十

折分类误差为 0.38；②AdaBoost 算法得出的结果是项

群类别、首夺奥运冠军时受教育程度、首夺奥运冠军

年龄、启动年限、成长年限、夺冠周期中教练员团队的

影响程度、首冠前一年国际大赛次数、夺冠期等，其十

折分类误差为 0.34；③随机森林分析结果是项群类别、

首冠前一年国际大赛次数、训练启蒙年龄、对待训练

的态度、首夺奥运冠军年龄、发展提高阶段接受教育

的方式、在学校的训练主动性、首夺奥运冠军时受教

育程度等，其十折分类误差为 0.31。
综合 3 种机器学习算法结果，结合专家访谈的经

验知识，遴选出共识性较高的 4 个影响因素，分别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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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live performance

 

2023 年 2 月　第 47 卷　第 2 期 原创成果

51



 

0

7

1

2

3

4

5

6

v27 v4 v18 ginx v16 v14 dgjd v11 v31 v29 v36 v12 qdnx v24 v02 v03 v28 v5 v19 v34 v21

因素变量

变
量

重
要

性

图 3    基于决策树的中国奥运冠军奥运会临场表现影响因素排序

Figure 3    Ranking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iv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Olympic champions
based on decision tree

 

 

0

6

1

2

3

4

5

7

14

8

9

10

11

12

13

v4 v27 v11 qdnx cznx v18 v16 dgjd v5

因素变量

变
量

重
要

性

gjnx v30 v36 v28 v20 v29 v12 v26 v22 v31 czjd v21

图 4    基于 AdaBoost 算法的中国奥运冠军奥运会临场表现影响因素排序

Figure 4    Ranking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iv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Olympic champions
based on AdaBoost algorithm

 

 

v
0
2

v
0
3

se
x
v
4
v
5

q
d
n
x

cz
n
x

cz
jd
v
1
1

g
jn
x

d
g
jd
v
1
2

v
1
4

v
1
5

v
1
6

v
1
7

v
1
8

因素变量

变
量

重
要

性

v
1
9

v
2
0

v
2
1

v
2
2

v
2
3

v
2
4

v
2
5

v
2
6

v
2
7

v
2
8

v
2
9

v
3
0

v
3
1

v
3
2

v
3
3

v
3
4

v
3
5

v
3
6

v
3
7

图 5    基于随机森林的中国奥运冠军奥运会临场表现影响因素重要性

Figure 5    Importance of influencing the liv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Olympic champions based on random forest
 

胡海旭, 毕晓婷. 中国奥运冠军临场表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52



群类别、首夺奥运冠军时受教育程度、首冠前一年国

际大赛次数、夺冠周期中教练员团队的影响程度。

 2.3　影响中国奥运冠军临场表现水平的重要变量解析

 2.3.1　不同项群奥运冠军的临场表现差异

对 8 个项群临场表现得分的平均值进行统计，原

始数据的平均值越高说明临场表现越差，倒数转换

后，平均值的倒数越低说明临场表现越差。按照 8 个

项群平均值的均值线划分，将高于均值线的项群归为

易于发挥兴奋组，低于均值线的项群归为易于发挥抑

制组，均值线上的项群归为易于发挥平稳组，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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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项群奥运冠军的临场表现差异

Figure 6    Differences in the live performance of Olympic champions in different event groups
 

由图 6 可知：相较而言，体能速度、体能耐力、隔

网对抗团体 3 类项群属于易于发挥兴奋组，即在奥运

赛场上，运动员往往更能超水平发挥而夺取金牌；技能

准确类属于易于发挥平稳组，即在奥运赛场上，运动员

往往平稳发挥即可夺取金牌；技能难美、隔网对抗个

人、格斗对抗、快速力量 4 类属于易于发挥抑制组，即

在奥运赛场上，尤其是格斗对抗和快速力量项群的运

动员往往在竞技水平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夺取金牌。

 2.3.2　首夺奥运冠军时受教育程度与临场表现的关系

首夺奥运冠军时受教育程度是指在第一次夺得奥

运冠军之前取得的学历，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

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随着学历层次提高，

受教育程度与临场表现的倒数（倒数越大表现越好）的

线性关系如图 7 所示。

除了大专与临场表现相关关系不一致外，其余随着

学位层次增加，临场表现也呈现上升趋势。由于大专学

位一般由各省级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设置（在本文样本数

据中占 10%），与高等体育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本科在总

体教育质量上存在一定差距，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从侧面

印证了受教育程度与临场表现的正向关系。

 2.3.3　首冠前一年国际大赛次数与临场表现的关系

首冠前一年国际大赛次数是指首次夺得奥运冠军

前一年参加国际大赛的次数，样本数据平均为 4.19
次，最小值 1 次，最大值 20 次，其与临场表现水平的相

关关系如图 8 所示。

如图 8 所示，首冠前一年参加国际大赛少于 5 次

的运动员，其临场表现与次数成反比，大于 5 次的运动

员临场表现与次数成正比，这与国外研究中“从平均数

据来看，需要 7～10 次比赛才能达到最高运动表现”[2]

的结论较为一致。考虑到必要的奥运资格赛，仍需安

排额外的国际大赛锻炼队伍，以赛带练，将训练能力转

化为比赛能力。由表 3 可知，参赛次数的中位数超过

5 次的有隔网对抗个人和体能速度类项群，置信区间

超过 5 次的有格斗对抗类项群，这 3 类项群总体上参

赛次数越多，临场表现越好的特征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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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夺冠周期中教练员团队的影响程度与临场表现

的关系

奥运冠军结合自身训练备赛过程，回顾首次奥运

夺冠周期中，教练员团队对调控竞技状态的影响程度，

该程度由极高到极低划分为 4 个等级，其与临场表现

的关系如图 9 所示。教练员团队的影响程度越大，奥

运冠军的临场表现越好。
  

4

高

高 低

低

临
场

表
现

水
平 3

2

1

1 2 3

教练员团队影响程度

4

图 9    夺冠周期中教练员团队的影响程度与

临场表现的关系

Figure 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luence of
coaching teams and the live performance during the

Olympic cycle
 

由图 10 可知，所有项目的教练员团队对奥运冠军

临场表现的影响均值为 1.64。原始问卷数据中数值越

小影响越大，相对而言，隔网对抗团体类项群（本文主

指女排）和体能速度类项群的良好临场表现与教练员

团队关系更大，而快速力量项群的良好临场表现与教

练员团队关系较小，格斗对抗与技能准确类项群也相

对偏小。

 3　分析与讨论

由于运动员不是在“真空环境”下参加比赛，而是

在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多变量侵扰与抑制中进行的，奥

运会的临场表现发挥与多年系统训练同等重要。英格

兰足球队的心理学家比尔·贝斯维奇说：“思想是运动

员的根本，身体只是手段。”心理能力在临场表现中尤

为关键，基于前文遴选出的影响奥运冠军临场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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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live performance in the
year before winning the first Olympic championship

 

 

表 3    不同项群运动员首冠前一年国际大赛次数

Table 3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in which
athletes from different event groups participated in the year

before winning their first Olympic championship

项群分类（n）
首冠前一年国际大赛次数

中位数 95% CI 最小值与最大值

技能难美（33） 4 [3.18，4.88] 1，10

技能准确（14） 4 [3.03，4.54] 1，6

格斗对抗（9）  4 [1.88，5.24] 1，7

隔网对抗个人（34） 7 [5.45，7.43] 2，20

隔网对抗团体（16） 2 [1.70，2.42] 1，3

快速力量（15） 2 [1.49，2.11] 1，3

体能速度（10） 5 [2.71，6.29] 1，9

体能耐力（9） 2 [1.60，4.62] 1，6

全体项目（140） 4 [3.63，4.51]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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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The influence of coaching teams in different event groups on live performance
 

胡海旭, 毕晓婷. 中国奥运冠军临场表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54



特征的 4 大因素，作如下讨论。

 3.1　不同项群临场表现出不同的抑制与兴奋特点

（1）体能速度和体能耐力类项群适宜在相对兴奋

状态下超常发挥以制胜。这与近期研究中关于心理疲

劳与运动表现的关系报道一致。心理疲劳导致最大力

量显著下降[37]，并且会加速机体力竭、减少最大力量持

续时间[38]；疲劳和精力不充沛的感觉对步态和平衡有

显著消极影响[39−40]。如在有心理疲劳感的情况下，自

行车骑行耐力时间减少、峰值功率损失[41]。因此，对于

体能速度和体能耐力类项目需要保持兴奋状态，并对

心理疲劳进行有效调节，避免因疲劳而导致最大力量、

峰值功率、持续耐力、步态和平衡的表现水平下降。

运动员处于相对兴奋的状态，有助于一举夺魁。

（2）技能准确类项目（主要是射击）适宜在心理平

稳状况下夺冠，即临场正常表现即可。这也与射击项

目的特征吻合，射击不仅需要持枪稳定性、姿势平衡、

扳机控制和瞄准精度等完美技术，而且也是一项对紧

张和焦虑极为敏感的心理主导性运动项目[42]，其运动

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与紧张程度有关。运动员须在高度

的精神集中和精确的技术动作完成中才能取胜[43]。因

此，运动员要想赢得比赛，须适度控制其焦虑水平，心

理平和与平稳尤为关键。通过合理的目标设定，将注

意力集中在比赛过程中，接纳情绪，通过认知技术的使

用或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调整至流畅状态以利于发

挥。对注意力的有效控制是心理韧性的重要体现。

（3）格斗对抗和快速力量类项群通常会在被抑制

和发挥失常的感知情景中夺冠。这主要是由于格斗对

抗是一个人际协同作用的过程，2 名运动员的感知和

行为互相耦合，打破和恢复对称性是格斗运动中表现

的关键[44]，双方以相互排斥、控制并阻止对方得分为目

标，这种无数次攻防切换与对称性变换导致运动员只

能在倍感焦虑的“不稳定性系统边界”  [45] 中取胜。

Grushko 等[46] 研究指出，无论精英级别还是普通水平

的格斗对抗运动员都会在比赛中产生同等强度的状态

焦虑和特质焦虑，即在临场比赛应激中的心理和生理

短暂反应，以及比赛中产生焦虑的个体差异。

此外，快速力量项群主要是举重项目，出现抑制和

失常发挥的原因可能是在举重比赛中通常采取外部注

意（杠铃运动轨迹）策略，如“贴身起，高举高带，顶直

接”，以此提高肌肉内效率和肌肉间效率[47]，并且随着

动作复杂性的增加，外部注意的作用更加明显 [48−49]。

正因过于注重外部注意，反而可能忽略了比赛焦虑调

节，由此抑制亢奋状态下的表现发挥。

 3.2　受教育有利于形成运动智能与改变认知

对于我国奥运冠军临场表现与其受教育程度关系

的研究并不多见，但是运动员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受到普遍关注[50−51]。我国运动员培养体系的特殊

性导致其“学训矛盾”问题也较为突出，“学”即文化课

学习。国内外研究也表明，文化课学习可以促进智力

因素和运动能力有机结合，形成特殊的运动智能

（Sports Intelligence）[52]，并且运动员的文化水平越高，

就越能理解教练员的训练意图和技战术特征规律，并

能进行创造性发挥，也就越有可能充分发挥运动员的

潜能，创造出最优异的运动成绩[53]。

事实上，心理韧性是奥运冠军在激烈竞争中取胜

的关键心理品质。心理韧性是指面对丧失、困难或逆

境时的有效应对和适应[54]。好的心理韧性能使人们

减少焦虑和抑郁，对当前的挑战表现出更多的信心和

希望，改变不良认知是建立现实感和自我效能感从而

激发和促进心理韧性的关键[55]。持续不断的文化学

习和更高水平的训练比赛经历相结合是改变不良认

知的有效途径，在此过程中运动员学习到更深层次的

关系、信念和期望，形成应对临场比赛压力的动态思

维，并在更高层面或水平上整合出新的参赛心理韧性。

 3.3　国际大赛历练有利于积累奥运参赛能力

比赛也是一种特殊的训练手段，运用比赛手段进

行训练可以有效地发展运动员的多种竞技能力、提高

运动员的专项负荷强度与技战术水平、改善运动员参

赛的心理稳定性[56]。一位击剑奥运冠军谈到大赛历练

让自己更有经验时说：“打比赛打多了，就像经验一样，

潜移默化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另一位羽毛球奥运冠

军在提到大赛使自己更成熟时说：“学会了在场上控制

自己的心态，应该想些什么不应该想什么，这也是在比

赛中积累的经验。”大赛是平时训练最好的检验，会暴

露出所有训练问题，是将训练能力转化为比赛能力的

必要步骤[57]。国际大赛与奥运会比赛更为接近，是“以

赛带练”的最佳场景。“以赛带练”是多赛制条件下系

统目标能量秩序稳定优化的逻辑途径，多节点的比赛

重复可以建立目标系统的生物能量秩序平台[58]。据报

道 [59]，2004 年雅典奥运会刘翔在男子 110 m 栏和李

婷、孙甜甜在网球女双上的 2 枚金牌在奥运会后的经

验总结中被归结于奥运会前 1~2 年连续不断地参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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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比赛的积累。另如主要执教短跑项目的余维立[60]

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田径）只有多参赛，才能促进

训练质量提高，才有更多进步和提高的机会。我们期

望国内绝大多数运动员应该争取达到 1 年参赛 15 场

（包括国际、国内比赛）左右的目标”。这与本文体能

速度类项群的奥运冠军首冠前一年平均参加 5 次、最

多 9 次国际大赛的结论趋于一致。

 3.4　教练员团队对训练和心理的保障与支持作用

教练员团队对运动员发展的影响主要有 2 个方

面：一是帮助其不断提高竞技水平；二是为其营造良好

的心理支持氛围以促成更好的临场表现。当今的运动

训练正在从“专项技战术教练员‘个体’包打天下、统管

一切训练要素和训练过程”的传统训练模式，向“专项

化、个性化、精细化、集约化、数字化训练所需求的教

练员‘团队’分工统筹、流水线作业”等一系列产业化工

业模式转变[4，61]。教练员团队在运动营养、机能监测、

医务监督、伤病防治、再生康复、体能训练与评估、技

术诊断与分析、心理咨询与训练、信息情报收集与分

析等方面为运动员科学训练与成功参赛提供全方位保

障，正如刘国梁所言，“个人运动要靠团队的力量才是

最强大的”。此外，教练员是运动员训练过程中社会支

持系统中的重要人物[62]，在运动员心理韧性发展中扮

演最关键角色[63]。某举重奥运冠军提到，“创造奇迹的

话，靠自己很难很难，说实话，是下面的人齐心，给我创

造了好的平台”。Serpa[64] 和 Parietti[65] 研究指出，教练

员和运动员之间高质量的关系是影响运动表现的重要

因素。Moen[66] 同样发现，与教练员的积极关系会增加

运动员努力达到目标的动力，从而提高运动员的表现

水平。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相互信任、尊重、支持、合

作、交流与理解是运动员在大赛中获得良好运动表现

和满意度的重要特征[67]。

 4　结论与建议

（1）在特定视域下，心理特征（尤其是心理韧性）是

影响奥运冠军临场表现的核心因素。很多个体和环境

因素可影响运动员的心理发展，心理特征是诸多时空

因素持续迭代的结果。运动员要在奥运会上取得成

功，须对关键因素进行长期规划、有效干预。

（2）68.6% 的奥运冠军在夺冠时正常表现，27.8%
的奥运冠军须以超常或极为超常的表现夺冠，另有

3.6% 的奥运冠军虽表现失常亦夺冠。上述现象在性

别上无统计学差异。这提示，男女冠军运动员一旦登

上奥运赛场，巅峰对决的临场表现有 3.6% 是不确定性

的失常发挥，须勇于超越、顽强拼搏。

（3）引起上述临场表现差异的远因有 4 类：项群类

别、首夺奥运冠军时受教育程度、首冠前一年国际大

赛次数、夺冠周期中教练员团队的影响程度。

不同项群临场表现出不同的抑制与兴奋特点：

①体能速度和体能耐力类项群需要保持兴奋状态以夺

冠；②技能准确类项群须适度控制其焦虑水平，保持心

理平和与平稳以夺冠；③格斗对抗类项群一般须在倍

感焦虑的“不稳定性系统边界”中取胜，而快速力量项

群因须注重外部注意策略通常在一定焦虑水平下夺冠。

受教育有利于运动员形成运动智能与改变认知，

受教育程度越高运动员临场表现越好。建议注重运动

员的“体教融合”“以学促训”，在提高竞技能力水平的

同时注重科学与人文知识水平的同步提升，并注意加

强系统的心理训练，关注运动员认知水平的实际改善，

使“学习机会”“知识获取”而非“学历”成为激励，并

力争夺冠前接受大学本科教育。

国际大赛利于历练并积累奥运参赛经验与能力，

5 次是一个转折点，更多的国际大赛参赛次数对临场

表现有正向影响。建议依据项群分类充分落实“以赛

带练”策略。其中，隔网对抗个人、体能速度和格斗对

抗类项群在奥运会前一年应参加 5 次以上国际大赛，

以奥运会出成绩为最终目标，大多数比赛以解决训练

功能性任务为目的来“以赛带练”。

教练员团队不仅帮助运动员提高竞技水平，而且

能为其营造良好的心理支持氛围以促成更好的临场表

现，科学有效的比赛准备、赛间指导和赛后总结有利于

系统提升运动员临场表现中的心理韧性。建议在全面

打造“复合型训练保障团队”的过程中，注重营造教练

员团队和运动员之间相互信任、尊重、支持、合作、交

流与理解的良好氛围，强化科学心理指导要素在团队

工作中的重要性，使运动员的心理韧性与技战术水平

同步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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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ive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Olympic Champions

HU Haixu1，BI Xiaoting2

Abstract：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athletes' live performance. The distant causes
that affect live performance of 140 Chinese Olympic champions are focused on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combined  with  empirical  knowledge.  It  is  found  that
about 68.6% of the Chinese Olympic champions performed normally at the Olympic Games, while 27.8% needed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 to win the championship. Besides, another 3.6% won the medal though they performed
in  error,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4  variables  of  distant  factors  could  be  found  to
affect their live performance. The different event groups showed different inhibition and excitability. The education
level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motor  intelligence  and  the  change  of  cognitive  mode,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the  better  the  live  perform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help  accumulate  competition
experience  and  transform  competition  ability,  5  times  being  a  turning  point;  bu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event
groups.  The  coaching  team  assists  in  improving  the  mental  toughness  of  the  live  performance,  which  in  turn
supports better live performance.
Keywords：Chinese  Olympic  champion; live  performance; distant  cause; mental  toughness; life  course;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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