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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成果

近十年对抗性项目运动员感知运动行为优势特征的研究
进展与展望

周成林，王莹莹
（上海体育大学 心理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  感知并预判对手动作以做出应对决策是对抗性项目运动员执行动作反应的基础。采用系统综述方法，梳理近

十年关于对抗性项目运动员感知运动行为的研究，从感知、预判和决策 3 个阶段概述运动员专项与非专项感知

运动行为的特征及其认知神经机制。发现：运动员在感知和预判阶段通过投入更多认知资源以获取关键视觉

线索和处理冲突情境，在决策阶段通过激活内部模型完成自动化决策，体现了较高的神经效率，反映了运动员

感知运动行为全过程的不同脑神经活动特征。随着认知神经科学、计算机和可穿戴设备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未

来研究可利用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模型等算法模拟和预测运动行为，揭示运动训练对人脑的可塑性规律，提升研

究成果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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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系统与运动系统是人类与他人和环境产生有

效互动的重要基础。在竞技体育中，运动员通过对环

境和对手变化的感知，以迅速而灵活的方式调控身体

运动，完成精彩的技能表现[1]。这一过程展示了感知系

统与运动系统之间精准协调的重要性。深入揭示人脑

如何处理感知觉信息并将其转化为运动响应，不仅有

助于理解运动员的认知优势，同时也是进一步理解人

类运动表现的有效途径。

感知运动行为（perceptual-motor behavior）是感知

和识别动作信息，并做出运动行为决策的过程 [1-2]。

运动员利用感知觉提取并识别对手和环境相关信息

的过程是完成高效动作反应的前提 [3]。在行为层面，

许多研究探讨了运动员的感知觉能力与其运动经验

的关系。例如，Hung 等 [4] 最早比较了乒乓球运动员

组和普通对照组在非专项一般视觉注意任务表现上

的差异，结果发现乒乓球运动员在线索信息的提示下

对目标刺激的反应速度更快、准确率更高，说明运动

员对外部信息的感知效率更高。这与 Ji 等[5] 针对足

球运动员冲突信息感知过程的研究结果相似——相

比于普通对照组，足球运动员能够基于其优越的动作

运动学信息（kinematic information）感知能力更好地

应对冲突的情境信息（context information），表现出更

高效的动作识别能力。此外，还有研究从视觉搜索层

面更直观地描述运动员的感知觉表现。元分析 [6] 结

果发现，运动员眼睛停留在刺激上的时间更短，表明

他们的视觉信息整合速度更快，同时，在反应速度、

注意分配、注意集中以及视野信息整合方面也表现

出更大的优势[7−8]。

在高效感知外部信息的基础上，运动员能够精准

识别甚至提前预判对手的动作（如乒乓球击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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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速度、球旋转方向等），以及时计划和调整后续的

动作决策 [9−10]。这一过程在感知运动行为中常常发

生，人们不断预判将要发生的事件以补偿感知过程中

的神经反应延迟，这在时间压力较大的对抗性项目运

动中体现得更为明显[11]。例如，针对乒乓球项目动作

预判的系列研究[12−14] 发现，乒乓球运动员能够仅通过

感知对手动作的运动学信息，在击球时刻之前便大概

率成功预判球的落点位置，而无乒乓球运动经验的对

照组多是通过感知后期球的飞行轨迹判断球的落

点。运动员的这种动作预判优势离不开对专项动作

序列中运动学信息的精准表征 [15]。对此，共同编码

（common coding）模型提出，个体在感知运动交互过

程中会建立关于动作的内部模型（internal model），一

旦再次感知到同类动作的部分信息，便会调用该内部

模型表征，进而对完整动作包括结果进行模拟[16]。这

一观点常被用来解释运动员的动作预判优势过程，他

们经过长期的专项运动训练，不断优化和完善内部模

型，以更快速且准确地模拟和预判动作结果[17−18]。人

脑镜像神经系统（mirror neuron system, MNS）的发现

支持了这一观点[19]。有研究[17, 20−21] 发现，运动员在感

知和预判专项动作时，前运动皮层、顶下小叶等脑区

有更强的激活，可能反映了感知和模拟动作信息过程

中内部模型的调用。

上述研究针对不同项目运动员的感知运动行为阶

段进行了差异化数据分析，涉及的因素与变量众多，有

必要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从而全

面了解运动员的感知运动行为特征，以深入理解大脑

处理感知信息输入和指导运动响应的全过程。近十年

间，随着体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数学等

学科交叉研究的不断涌现，研究内容、技术和成果发生

了重大转变和突破，能够更深入地从认知加工的时间

和空间层面揭示人脑在进行感知运动行为过程中的运

行机制，也正逐步从研究的描述和解释层面过渡到预

测和控制层面，但目前少有引领性综述研究对此进行

总结和展望。Logan 等[22] 和 Scharfen 等[23]针对运动员

认知功能表现的综述未关注认知神经机制层面，Li 等[24]

仅综述了运动员脑神经效率假说的相关研究。因此，

笔者聚焦近十年关于运动员感知运动行为及其认知神

经机制的前沿研究，通过系统性分析与评述，明确该领

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发展方向，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建

议，以期为未来运动员运动认知领域研究提供引领性

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检索

2024 年 1 月，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PubMed
和 PsycINFO 共 3 个外文数据库，CNKI、万方和维普

共 3 个中文数据库中检索 2014 年 1 月—2024 年 1 月

发表的对抗类项目运动员感知运动行为相关文献。英

文检索主题词或关键词（式）包括 3 组：① 感知运动行

为，perception OR sensation OR sensory processing OR
perceptual  cognition  OR  attention  OR  perceptual  motor
OR  anticipation  OR  decision  making；② 人群 ， athlete
OR sport OR expert OR player OR elite OR professional
OR high-performance OR expert-novice paradigm；③ 认
知神经科学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R fMRI OR electroencephalogram OR EEG OR event-
related  potential  OR  ERP  OR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OR fNIRS OR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
lation OR TMS OR eye movement。中文检索主题词或

关键词包括：① 感知觉 OR 认知 OR 注意 OR 感知运

动 OR 预判 OR 预测 OR 决策；② 运动员 OR 竞技运

动 OR 竞技运动员 OR 专家 OR 专家-新手范式；③ 功
能磁共振成像 OR 脑电图 OR 事件相关电位 OR 功能

性近红外光谱 OR 经颅磁刺激 OR 眼动。组间使用

“和（AND）”检索式。另外，文献的参考文献也会通过

人工检索的方式被纳入。 

1.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文献纳入标准：① 以对抗性项目运动员感知运动

行为为主题的研究；② 横断面对照实验研究；③ 样本

包括至少 1 组运动员，运动员至少有 5 年的专项运动

训练经历，或者有代表个人或团队参加省级、国家级或

国际级比赛的经历；④ 发表于同行评议期刊的中英文

文献全文，中文文献需发表于 CSSCI、CSCD 收录期刊

或北大中文核心期刊；⑤ 发表时间限定为 2014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文献排除标准：① 与对抗类运动

员感知运动行为主题无关的研究；② 研究对象未包含

运动员的文献；③ 除运动员和对照组外还涉及其他与

动作动力学信息操纵无关的自变量；④ 研究对象为残

疾人运动员；⑤ 重复发表的文献；⑥ 综述、评论、书

评、观察性研究、质性研究、纵向追踪研究；⑦ 非中英

文文献、书籍、未发表论文、会议及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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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献筛选与信息提取

由 2 名研究人员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对文献进行

独立筛选、核查和整理，最终纳入符合研究目的的文

献，如遇分歧，则征询第 3 名研究者的意见。对符合纳

入标准的文献提取信息，内容包括：研究识别信息、研

究样本的基本信息（包括运动员组和对照组的人数、运

动水平以及运动员的竞技项目）、专项或非专项感知运

动行为和认知神经科学技术。 

2　研究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通过数据库检索出相关文献 2 192 篇（中文 285 篇，

英文 1 907 篇）。剔除重复文献 996 篇以及综述、评论

和动物实验 62 篇；阅读题目和摘要后，剔除明显不符

合纳入标准的文献 1 017 篇；根据标题和摘要筛选合格

文献 117 篇，根据文章的参考文献补录 15 篇，最后进

行全文浏览筛选文献共 132 篇；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

阅读全文剔除文献 39 篇；最终纳入文献 93 篇（中文

41 篇，英文 52 篇）。筛选流程如图 1 所示。 

2.2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纳入的 93 篇文献均为横断面研究，来自 13 个国

家，其中中国 69 篇、德国 6 篇、意大利 4 篇、日本 3 篇、

美国和英国各 2 篇，其余各国（巴西、比利时、韩国、加

拿大、墨西哥、南非、斯洛文尼亚）均为 1 篇。研究涉

及 13 个对抗性项目，其中乒乓球 24 篇、网球 14 篇、

足球和排球各 13 篇、羽毛球 10 篇、篮球 7 篇、棒球

6 篇、冰球和击剑各 4 篇、散打 3 篇、武术 2 篇、拳击

和跆拳道各 1 篇。有 3 篇研究同时纳入了多种竞技项

目的运动员，如 Yu 等[25] 的研究纳入了同场对抗性项

目（篮球、排球、足球）和非同场对抗性项目（乒乓球 、

羽毛球、网球）运动员，Balser 等[17] 的研究纳入了网球

和排球运动员。

研究样本总量为 3 758 人（M = 17.90；SD = 6.04；

样本量范围：5～36 人）。根据运动水平，将所有研究

对象分为运动员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又分为无专

项训练经验的无经验组和具有一定训练基础的新手组

（平均训练年限为 0～5 年）。当前研究中运动员的技

能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国际级运动员，也有国家级、地

区级或高校运动员。运动员组样本总量为 2 189 人（M =

17.65；SD =  6.08），对照组样本总量为 1 569 人（M =

18.24；SD = 6.01）。

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在目前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大部分研究借助了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n=49）、眼动仪（n=23）、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n=14）和功能性近

红外光谱（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

（n=3）等技术，进一步揭示了对抗性项目运动员感知运

动能力优势的神经机制，还有 8 篇研究未采用任何认

知神经科学技术。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如表 1 所示。 

2.3　纳入文献研究设计特点

根据纳入样本的特征可以把研究分为 3 类，即专

 

剩余文献1 134篇

标题和摘要筛选合格文献117篇

全文浏览筛选文献132篇

最终纳入文献93篇

通过PubMed（n=502）、           
Science（n=1 053）、PsycINFO
（n=352）、CNKI（n=105）、
万方（n=84）、维普（n=96）

等数据库检索文献2 192篇

全文不符合纳入标准
全文符合排除标准

排除文献39篇:

根据文章参考文献补录15篇

阅读标题和摘要排除1 017篇

剔除重复文献996篇,
综述、评论、动物实验

共计62篇

Web of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

Figure 1    Literature selection flow diagram
 

表 1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文献信息 国家 竞技项目

运动员组 对照组
专项或非专项
感知运动行为

认知神经
科学技术人数

（男/女）
运动水平

人数
（男/女）

运动水平

感知运动行为：感知

Han等[26] (2014) 韩国 棒球 13 业余运动员（高） — — 专项 fMRI
20 业余运动员（低）

黄宏远等[27] (2014) 中国 网球 20 健将级、一级 20 新手 专项 眼动仪

黄琳等[28] (2014) 中国 击剑 14（7/7） 二级及以上 14（7/7） 无经验 非专项 E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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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文献信息 国家 竞技项目

运动员组 对照组
专项或非专项
感知运动行为

认知神经
科学技术人数

（男/女）
运动水平

人数
（男/女）

运动水平

王丽岩等[29] (2014) 中国 乒乓球 18（13/5） 二级 18（13/5） 新手 专项 EEG
Wolf等[30] (2014) 德国 乒乓球 14（9/5） 国家乒乓球协会运动员 15（11/4） 新手 专项 EEG

15（9/6） 地区乒乓球协会运动员

徐立彬等[31] (2014) 中国 乒乓球 15（男） 二级 15（男） 新手 专项 EEG
张怡等[32] (2014) 中国 网球 15 健将级、一级 16 新手 专项 眼动仪、EEG

12 二级

朱泳等[33] (2014) 中国 篮球 30（男） 二级及以上 30（男） 新手 专项 眼动仪、EEG
郭志平等[34] (2015) 中国 乒乓球 14（男） 二级及以上 14（男） 无经验 专项、非专项 EEG
金晨曦等[35] (2015) 中国 乒乓球 19（男） 二级 20（男） 无经验 专项、非专项 EEG
Muraskin等[36] (2015) 美国 棒球 9 一级 10 无经验 专项 EEG
Wang等[37] (2015) 中国 羽毛球 12（女） 大学校队运动员 13（女） 无经验 非专项 EEG
郭志平等[38] (2016) 中国 乒乓球 14（男） 二级 14（男） 无经验 专项 EEG
Hülsdünker等[39] (2016) 德国 羽毛球 15 国内或国际锦标赛 28 无经验 非专项 EEG
Sanchez-Lopez等[40]

(2016)
墨西哥 武术 11 国内或国际比赛 10 新手 非专项 EEG

Bianco等[41] (2017) 意大利 击剑、乒乓球、排球 12（11/1） 平均训练13.4年 12（11/1） 无经验 非专项 EEG
Bianco等[42] (2017) 意大利 击剑 13（8/5） 平均训练11.7年 13（10/3） 无经验 非专项 EEG

拳击 13（11/2） 平均训练11.2年
Guo等[43] (2017) 中国 乒乓球 14（男） 二级及以上 14（男） 无经验 专项、非专项 fMRI
Hülsdünker等[44] (2017) 德国 羽毛球 25 国内或国际锦标赛 28 无经验 非专项 EEG
郭志平等[45] (2017) 中国 乒乓球 14（男） 二级 14（男） 无经验 专项 EEG
韦晓娜等[46] (2017) 中国 网球 19（11/8） 二级 19（12/7） 无经验 专项 EEG
魏瑶等[47] (2017) 中国 乒乓球 19 二级 20 无经验 专项 EEG
陈嘉成等[48] (2018) 中国 羽毛球 19（14/5） 二级及以上 20（14/6） 无经验 非专项 EEG
He等[49] (2018) 中国 网球 18（10/8） 二级及以上 18（10/8） 新手 专项 EEG
姬庆春等[50] (2018) 中国 足球 35（男） 二级及以上 35（男） 无经验 非专项 EEG
王诗瑶等[51] (2018) 中国 网球 10（女） 二级 10（女） 无经验 非专项 EEG
王骏昇等[52] (2018) 中国 排球 20（男） 健将级、一级 — — 非专项 —

20（男） 专项大学生

魏瑶等[53] (2018) 中国 乒乓球 19 二级 20 新手 专项 EEG
张海斌等[54] (2018) 中国 排球 20（10/10） 健将级 20（10/10） 无经验 专项 眼动仪

20（10/10） 一级

Chen等[55] (2019) 中国 羽毛球 19（14/5） 平均训练5年以上 20（14/6） 无经验 非专项 EEG
Del Percio等[56] (2019) 意大利 足球 13（男） 地区或国家锦标赛 8（男） 无经验 专项 EEG
Fujiwara等[57] (2019) 日本 武术 15（男） 平均训练10年以上 15（男） 无经验 非专项 fMRI
Meng等[58] (2019) 中国 乒乓球 20（14/6） 一级、二级 22（15/7） 无经验 专项 —
Qiu等[59] (2019) 中国 篮球 23 一级、二级 24 无经验 非专项 fMRI
Yu等[25] (2019) 中国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

（非同场对抗性项目）
20（11/9） 平均训练5.7年 20（8/12） 无经验 非专项 fNIRS

篮球、排球、足球
（同场对抗性项目）

20（10/10） 平均训练6.2年

徐立彬[60] (2020) 中国 乒乓球 15（男） 二级 15（男） 新手 专项 EEG
漆昌柱等[61] (2021) 中国 网球 18（10/8） 二级 18（10/8） 新手 专项 EEG
Rosker等[62] (2021) 斯洛文

尼亚
网球 5（男） 国际级 — — 专项 眼动仪

10（男） 国家级

Zhang等[63] (2021) 中国 冰球 18（10/8） 健将级、一级 — — 非专项 EEG
20（10/10） 二级、专项大学生

张燕会等[64] (2021) 中国 冰球 22（10/12） 健将级、一级 23（10/13） 无经验 非专项 EEG
21（11/10） 新手

Zhou[65] (2021) 中国 足球 24 一级、二级（平均训练5.3年） — — 非专项 眼动仪

32 三级、四级（平均训练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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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文献信息 国家 竞技项目

运动员组 对照组
专项或非专项
感知运动行为

认知神经
科学技术人数

（男/女）
运动水平

人数
（男/女）

运动水平

孟繁莹等[66] (2022) 中国 乒乓球 20（14/6） 二级及以上 21（13/8） 无经验 专项 EEG
Meyer等[67] (2022) 德国 篮球 16（12/4） 国家甲级联赛 16（12/4） 无经验 专项 眼动仪

Wang等[68] (2022) 中国 网球 14（7/7） 二级及以上 14（7/7） 无经验 专项 EEG
Xu等[69] (2022) 中国 乒乓球 15（男） 二级 15（男） 新手 专项 EEG
惠悲荷等[70] (2023) 中国 跆拳道 10 一级、二级 10 新手 专项 EEG
Vicente等[71] (2023) 巴西 排球 15（11/4） 国家级 15（5/10） 无经验 非专项 EEG
Yu等[72] (2023) 中国 冰球 10（女） 国家级（高） 16（女） 新手 非专项 fNIRS

12（女） 国家级（低）

Zhao等[73] (2023) 中国 篮球 21（女） 大学生女子篮球联赛 21（女） 无经验 专项 眼动仪

21（女） 新手

Jiang等[74] (2024) 中国 乒乓球 22（13/9） 一级、二级 20（10/10） 无经验 非专项 EEG

感知运动行为：预判

Alder等[75] (2014) 英国 羽毛球 8 国家级 8 无经验 专项 眼动仪

Balser等[17] (2014) 德国 网球 15（8/7） 国家顶级网球联赛 — — 专项 fMRI
排球 16（8/8） 国家顶级排球联赛

Balser等[76] (2014) 德国 网球 16（8/8） 国家顶级网球联赛 16（8/8） 新手 专项 fMRI
Taliep等[77] (2014) 南非 棒球 8（男） 州级联赛 10（男） 新手 专项 EEG
Uchida等[78] (2014) 日本 篮球 8（男） 大学校队运动员 8（男） 无经验 专项 眼动仪

Vansteenkiste等[79] (2014) 比利时 排球 10（女） 国家级（高） 17（女） 无经验 专项 眼动仪

10（女） 国家级（低）

解缤等[80] (2014) 中国 羽毛球 10 二级及以上 10 新手 专项 眼动仪

赵洪朋等[81] (2014) 中国 散打 16（男） 一级、二级 12（男） 新手 专项 EEG
支二林等[82] (2014) 中国 排球 24（12/12） 一级 24（12/12） 新手 专项 眼动仪

冯琰[83] (2015) 中国 击剑 8（4/4） 健将级 11（7/4） 新手 专项 眼动仪、EEG
14（6/8） 一级

张海斌等[84] (2015) 中国 排球 20（10/10） 健将级 20（10/10） 无经验 专项 眼动仪

20（10/10） 一级

何一粟等[85] (2016) 中国 散打 12（男） 二级 12（男） 新手 专项 眼动仪

Wimshurst等[21] (2016) 英国 冰球 15（10/5） 从俱乐部到国际级 15（9/6） 无经验 专项、非专项 fMRI
肖坤鹏等[86] (2016) 中国 排球 12（男） 健将级 — — 专项 眼动仪

11（男） 一级

12（男） 二级

Xu等[87] (2016) 中国 羽毛球 16（11/5） 大学校队或职业运动员 18（8/10） 无经验 专项 fMRI
张铁民[88] (2016) 中国 排球 11（男） 健将级 11（男） 无经验 专项 眼动仪

9（男） 一级

10（男） 二级

陆颖之等[10] (2018) 中国 乒乓球 24（10/14） 平均训练10.8年 24（10/14） 无经验 专项 —
26（19/7） 平均训练5.2年

上官戎等[89] (2018) 中国 网球 15（10/5） 二级 15（10/5） 新手 专项 EEG
Zhao等[13] (2018) 中国 乒乓球 26（10/16） 省队运动员 24（10/14） 无经验 专项 —

25（18/7） 大学校队运动员

Wang等[90] (2019) 中国 足球 25（男） 职业足球俱乐部 25（男） 无经验 专项 EEG
Wang等[12] (2019) 中国 乒乓球 25（10/15） 平均训练12.2年 25（12/13） 无经验 专项 fMRI
Fortin-Guichard等[91] (2020) 加拿大 排球（二传位） 26（16/10） 全国锦标赛 20（10/10） 无经验 专项 眼动仪

排球（非二传位） 36（19/17） 全国锦标赛

Lu等[92] (2020) 中国 乒乓球 26（10/16） 二级及以上 23（10/13） 无经验 专项 EEG
王莹莹等[14] (2020) 中国 乒乓球 26（14/12） 平均训练10.9年 23（9/14） 无经验 专项 EEG

22（16/6） 平均训练6.3年
孙文芳等[93] (2021) 中国 散打 18（9/9） 健将级 18（10/8） 新手 专项 —
夏永桉等[94] (2021) 中国 网球 20 二级及以上 20 新手 专项 —
姬庆春等[95] (2022) 中国 足球 28（男） 足球俱乐部 29（男） 无经验 专项 E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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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手之间的比较、相同竞技项目不同技能水平运

动员之间的比较以及不同竞技项目或在比赛中扮演不

同角色但具有相同技能水平运动员之间的比较。专

家—新手是运用最为广泛的评估运动员感知运动行为

优势的研究设计，即招募一组高水平运动员和一组无

专项训练经验或接触相应项目时间短于 5 年的新手，

比较两组被试间感知运动行为表现的差异，共纳入

64 篇。

相同项目但拥有不同技能水平的运动员之间感知

运动行为表现的比较也较为常见，共纳入 24 篇。有的

比较在两组不同技能水平的运动员之间进行，例如，

有 2 项研究[72, 79] 比较了同为国家队运动员但排名靠前

和排名靠后的运动员之间的差异；有的比较则在 3 组

不同技能水平的运动员之间进行，例如，张怡等[32] 根

据网球运动等级将被试分为专家组（健将级和一级）、

中等水平组（二级）和有较少网球训练经验的新手组，

并对比了 3 组之间的感知运动行为表现差异。

有 6 篇研究比较了不同竞技项目或在比赛中扮演

不同角色但具有相似技能水平运动员间的差异。例

如：Bianco 等[42] 比较了相同训练年限的拳击和击剑运

动员之间的差异；Fortin-Guichard 等[91] 和 Chen 等[98] 分

别对比了排球二传位运动员和非二传位运动员、棒球

投球手和击球手之间的差异。 

2.4　运动员感知运动行为三阶段的表现特征
 

2.4.1　感知阶段

（1）专项动作感知。动作感知的评估主要通过被

试在设定的众多刺激中精准感知和识别动作运动学

信息来实现。目前有 29 项研究评估了运动员的专项

动作感知能力。例如，张怡等[32] 将运动员正手抽球动

作的图片设定为 Go 条件，其他击球技术动作图片设

定为 Nogo 条件，考察对不同技术动作运动学信息的

感知能力。此外，在部分研究中，刺激材料有的是真实

的技术动作[27, 29, 54, 56]，有的则是形似的刺激图片或视

频[31, 34−35, 38, 43, 45−47, 58, 60, 66, 69]，被试需要对特定的技术动

续表 1

文献信息 国家 竞技项目

运动员组 对照组
专项或非专项
感知运动行为

认知神经
科学技术人数

（男/女）
运动水平

人数
（男/女）

运动水平

康江辉等[96] (2022) 中国 足球 16（男） 平均训练9.9年 — — 专项 fNIRS
16（男） 平均训练5.4年

Wang等[97] (2022） 中国 乒乓球 33（15/18） 平均训练12.1年 35（17/18） 无经验 专项 —
26（12/14） 平均训练11.9年 29（14/15） 无经验 专项 EEG

Chen等[98] (2023) 中国 棒球（击球手） 25 国际级 22 无经验 专项 fMRI
棒球（投球手） 22 国际级

Costa等[99] (2023) 意大利 网球 18（男） 排名<2.7 — — 专项 EEG
19（男） 排名≥2.7

Decouto等[100] (2023) 美国 足球 21（女） 半职业联赛 19（女） 新手 专项 EEG
高思雨等[101] (2023) 中国 乒乓球 18 二级及以上 19 无经验 专项 fMRI
Ji等[5] (2023) 中国 足球 27 二级及以上 27 无经验 专项 EEG
Li等[102] (2023) 中国 篮球 20 大学校队运动员 20 无经验 专项 眼动仪

感知运动行为：决策

孟国正[103] (2016) 中国 排球 20（10/10） 一级 20（10/10） 无经验 专项 fMRI
Chen等[104] (2017) 中国 棒球（投球手） 15 国际级 — — 专项 —

棒球（击球手） 18 国际级

棒球（投球手） 15 平均训练6.3年
棒球（击球手） 15 平均训练6.2年

Chen等[105] (2020) 中国 棒球 18（男） 国际级 16（男） 无经验 专项 fMRI
16（男） 新手

Natsuhara等[106] (2020) 日本 足球 18 大学生足球联赛 — — 专项 眼动仪

18 地方足球联赛

Wang等[107] (2020) 中国 足球 30（男） 一级 30（男） 无经验 非专项 EEG
Chen等[108] (2023) 中国 羽毛球 15（7/8） 大学校队运动员 15（8/7） 新手 专项 眼动仪

Huang等[109] (2023) 中国 足球 20（10/10） 大学校队运动员 20（10/10） 无经验 专项 fMRI
史鹏等[110] (2023) 中国 足球 8 一级、二级 8 新手 专项 眼动仪

　注：文献分别在不同感知运动阶段按中英文姓名和发表年限正序排列；运动水平一栏的赛事名称，对应该运动员参加过这一比赛；fMRI指功能性磁
共振成像，EEG指脑电图，fNIRS指功能性近红外光谱；“—”表示无对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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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行感知。还有研究采用实地情境的篮球罚球[33, 73]、

一对一防守 [67] 或网球发球 [62] 等任务，探究被试对动

作目标的注意特点；或采用注意竞争任务，探究在有

限的认知资源条件下，与经验相关的动作信息和能够

被自动捕获注意的干扰物同时出现时，运动员的注意

表现[49, 61]。

在行为结果上，多数研究[29, 33−36, 43, 46, 58, 60, 66, 69-70] 发

现，运动员专项情景下的动作感知优于新手和无经验

者。但有 3 项研究[47, 49, 56] 未发现运动员的专项动作感

知优势，其动作感知表现与无经验者相似。在认知神

经机制层面，有研究[43, 46−47, 53, 70] 发现运动员的动作感

知过程表现出了较高神经效率的现象，部分脑区激活

水平降低；另有研究发现，运动员对专项相关的刺激

特征更为敏感，投入的心理资源较多，脑区激活程度较

高[31, 56, 60, 68−69]、注意资源分配也较多[49, 61]。两类结果都

支持运动员的动作感知优势，认知神经层面结果的矛

盾可能与其关注的动作感知时间进程不同有关[35, 81]。

此外，眼动研究[27, 67] 指出，在专项情景下，运动员具有

聚焦明确、注视点集中、信息搜索高效和对关键感兴

趣区关注更多等注意特点；新手则呈现出注视点分散、

加工非关键感兴趣区和无关区、注意分配策略不合理

等注意特点。并且，运动员的技能水平越高，这种注意

特点越明显[32, 54, 62, 73]。

（2）非专项动作感知。目前有 24 项研究评估了运

动员的非专项动作感知能力。非专项感知任务中的刺

激材料往往与专项经验无关，有研究将其设定为带缺

口的十字星形图片[34, 43]、具有运动语义的名词或动词[35]，

或者采用经典的多目标追踪任务[59, 63−64]、注意网络测

试任务（Attention Network Test，ANT）[25, 72] 和非延迟匹

配任务（Non-delay Matching-to-sample Task）[37]。此外，

一些研究还探究了运动员在有无线索提示下[50−51] 以及

在干扰刺激下[74] 对目标刺激的注意表现；采用扫视眼

动任务（Saccadic Eye Movement Task）考察对感兴趣物

体的注意焦点[65, 71]；直接采用舒尔特方格注意力测试

测得注意得分[52]。

多项研究[28, 37, 39, 43, 50, 52, 57, 59, 64, 71−72, 74] 结果显示，运

动员在非专项动作感知方面的能力优于新手和无经验

者。在认知神经机制层面，fMRI 研究从加工的空间特

征方面发现，与无经验者相比，运动员的左侧额眼区和

双侧顶内沟的激活水平更低[59]。这些脑区均属于背侧

注意网络的核心脑区，与注意加工相关，其激活特征可

能反映了运动员注意系统神经效率更高，表明运动员在

执行动作感知时表现出一种相对自动化且节省能量的

加工模式[43]。此外，无经验者的属于默认网络核心脑区

的左侧颞中回负激活下降，表明其在任务中投入了更多

的能量和注意资源[59]。EEG 研究[64]从加工的时间特征

方面发现，随着刺激运动速度的加快，冰球运动员展现

出更强的感知优势和更少的注意资源消耗，且技能水平

越高，优势越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有 2 项研究[34−35] 同

时探讨了运动员在专项和非专项动作感知方面的表现，

结果显示，运动员的感知优势仅体现在与专项相关的任

务中，并不会泛化到非专项感知领域。此外，Yu 等[25]

发现，同场对抗性项目（篮球、排球、足球）和非同场对

抗性项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运动员在注意力表现

上存在差异，同场对抗性项目运动员的反应正确率更

高，而非同场对抗性项目运动员的反应速度更快。同

时，同场对抗性项目运动员表现出右侧额顶网络激活水

平更高的特征，表明他们在认知过程中投入了更多的注

意资源。这一发现反映了不同运动项目对注意过程的

差异化要求。 

2.4.2　预判阶段

（1）专项动作预判。动作预判的评估主要通过呈

现不完整的专项动作序列，以考察被试对后续动作或

动作结果的预判表现。目前共有 35 项研究探讨了运

动员专项动作预判的表现特征。研究中的刺激材料均

选用专项动作视频或图示，采用时间阻断范式，将连续

的动作序列剪辑至某一时刻停止，要求被试对诸如球

的落点、运动轨迹或对手进攻方向等进行预判。

行为结果一致表明，运动员具有更强的动作预判

能力。眼动研究进一步揭示：运动学信息是动作预判

最重要的信息源之一，运动员通过提取其中的重要线

索完成高效的预判过程，如羽毛球运动员的躯干[75, 80]、

篮球运动员的下肢[78, 102]、排球运动员的上肢和躯干[82]、

散打运动员的头部和胸部等[85]。此外，运动员的视觉

搜索目的性较强、注视点集中，而新手和无经验者注视

点较为分散[80, 82, 84, 88]。ERP 研究发现，在动作预判的

早期阶段，运动员诱发了比新手或无经验者更大的

N1 波幅[81, 95]、更小的 P1 波幅以及更短的 P1、N1 潜伏

期[81]。N1 波幅反映了对刺激的注意过程，P1 波幅反

映了对干扰刺激的抑制程度，而 P1、N1 的潜伏期与注

意定向的速度相关。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动作预判

的早期阶段，运动员具有较快的视觉注意定向速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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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抗干扰能力，能够有效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动作

识别的关键信息上。相比之下，由于缺乏系统训练，新

手和无经验者的专项认知能力较弱，抗干扰能力不足，

导致 P1、N1 潜伏期较长，N1 波幅较小。在动作预判

的晚期阶段，运动员诱发的 P3[81]、N2 和 N3[89] 波幅更

小，P3 潜伏期更短[81]。P3 波幅反映了对刺激物的评价

和分类等感知过程，N2 和 N3 则反映了靶刺激识别时

的心理加工过程。这些 ERP 成分的激活特征表明，运

动员在动作预判晚期阶段表现出更集中的注意力、更

快的大脑皮层激活速度和更少的心理资源消耗。fMRI

结果[21, 76, 87, 101]显示，运动员在动作观察网络区域表现

出更强的激活。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通过长期训练建立

了丰富且准确的动作表征，这些表征使得他们能够根

据先前的经验准确地模拟观察到的动作，从而在动作

预判中实现更为精细化的运动表征。

另有研究比较了不同技能水平运动员动作预判能

力的差异，结果发现，技能水平越高，动作预判能力越

好[79, 86, 88, 99]，视觉搜索模式越灵活[83, 86, 88]。此外，还有

研究比较了同为棒球运动员的投球手和击球手动作预

判能力的差异，虽然 2 组被试都激活了动作观察网络，

但只有击球手的左侧腹外侧皮层在预判击球结果是好

球和坏球时的激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98]，这项研究更

进一步地区分和明确了击球动作执行经验（击球手）和

感知经验（投球手）对动作预判能力及其大脑激活的差

异化影响。

（2）非专项动作预判。只有 1 项研究[21] 评估了运

动员非专项动作预判的表现特征，该研究要求冰球运

动员观看并预判羽毛球的击球方向，虽然动作预判表

现的行为结果无显著差别，但冰球运动员与视觉处理

和注意相关的脑区激活明显大于无经验者。冰球运动

员似乎尝试采用视觉处理策略而非依赖经验做出预判。 

2.4.3　决策阶段

（1）专项动作决策。动作决策的评估主要聚焦于

运动员依据情境做出最佳决策反应的能力。目前共

有 7 项研究考察了运动员的专项动作决策表现。棒球

项目的研究[104−105] 要求被试在看到投手做出投出好球

或坏球的动作后，决定是否挥棒击球，最佳决策是“对

好球挥棒”和“对坏球不挥棒”。此外，还有部分研

究[103, 106, 108−110] 要求被试对视频中运动员接下来的反应

做出最佳决策，决策选择包括运球方向、传球路线及位

置、射门与否等。

行为结果普遍发现，运动员的专项动作决策表现

均优于新手或无经验者。眼动结果则进一步揭示，相

比于容易受到外部干扰的新手，运动员在决策过程中

能够更合理地分配注意力[108]，擅长采用经验驱动搜索

策略，有较强的特征提取和模式匹配能力[71, 110]。对此，

fMRI 结果进一步提示，相比于运动员，新手或无经验

者在决策时需要动用更多的脑区进行视觉信息处理加

工，表现为负责视觉加工的枕极和枕叶梭状回脑区激

活更高 [103]，颞上回、左侧颞下回和左侧枕中回更活

跃[109]。此外，Chen 等[105] 和 Natsuhara 等[106] 还比较了

不同技能水平运动员的动作决策能力差异，发现技能

水平与动作决策能力呈线性相关，运动技能水平越高，

其在动作决策任务中的表现越好。

（2）非专项动作决策。只有 Wang 等[107] 这一篇研

究考察了运动员的非专项动作决策能力，未发现运动

员与无经验者在决策行为表现上的差异，但认知神经

机制结果显示，运动员在决策过程中表现出更强、更快

和更稳定的神经活动。 

3　讨 论

本文综述了近十年关于对抗性项目运动员感知运

动行为的实证性研究，从行为层面和认知神经机制层

面概述了运动员在不同感知运动行为阶段的表现特

征，以期揭示运动员对抗性技能表现的认知基础和运

行机制，并提出研究展望。 

3.1　文献特征

本文共纳入 93 篇运动员感知运动行为研究，其中

大多数研究来自中国。这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竞

技运动心理学领域研究的关注，体育强国和科技强国

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体育领域基础研究的进程。此外，

文献中对感知运动行为的前期感知阶段的研究数量居

多，预判和决策阶段次之，同时，运动项目多数集中在

乒乓球、网球、足球和排球，其中以乒乓球项目为最，

且大部分乒乓球项目研究来自上海体育大学心理学

院，重点围绕乒乓球运动员的专项动作预判优势特征

产出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一方面，乒乓球是我国的优

势项目；另一方面，上海体育大学的中国乒乓球学院为

该项目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值得注意的

是，大部分研究均采用了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电生理

学、神经影像学技术等已成为竞技运动心理学的主流

研究工具，不再依赖访谈、观察等主观研究方法，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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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客观描述、解释甚至预测运动

员的感知运动行为表现上具有较强的优势[111]。作为

特殊群体研究的一种，针对运动员的研究设计多采用

实验组和对照组相比较的方法，即专家—新手范式，通

过比较具备丰富专项经验的运动员和无经验或经验较

少的新手，揭示运动员在感知运动行为上的优势特

征。但相较于对比不同技能水平运动员的少数研究而

言，专家—新手范式在排除组间差异变量方面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进而可能会弱化运动专项经验与感知运

动行为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今后研究应进一步从实

验设计入手，如可采用纵向跟踪和多技能水平组间对

比的方法，强化研究的因果推论，以探究竞技运动与感

知运动行为的根本量效关系。 

3.2　感知运动行为表现及其认知神经机制

总体而言，对抗性项目运动员在专项感知运动行

为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非专项方面，虽然在感知能

力上存在优势，但在预判和决策能力上尚未发现明显

优势。这与内部模型理论的观点一致，即运动员具备

的专项运动经验表征能够完全匹配专项感知运动行为

加工过程中的动作信息[112]，而无经验或经验较少的新

手由于缺少足够的动作表征，无法高效地完成表征匹

配过程，难以前置后续的预判和决策行为，表明运动员

的感知运动行为优势在高级认知加工阶段的表现受限

于专项经验表征的表达。Zhao等[13] 的研究比较了不

同技能水平乒乓球运动员的预判能力，发现随着技能

水平和经验水平的提高，运动员对运动学信息的表征

越来越精准，这正体现了专项动作内部模型逐渐完善

的过程。但在非专项的预判和决策阶段，任务材料为

非专项的一般性刺激，运动员具备的专项动作表征无

法与之匹配，内部模型的前馈作用无法促进其行为表

现。然而，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发现了对抗性项目运动

员在非专项感知能力上的显著优势。这可能由于他们

经过长期的专项训练，对于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知输

入有更为敏锐的反应。针对非专项预判阶段的研究[21]

也发现，运动员在视觉处理、注意相关的脑区激活水平

更高，反映了他们在感知阶段的特异性信息加工特

征。这种基础认知能力向非专项刺激加工的泛化，可

能提示了运动训练提升基础感知注意能力的巨大可

能性。

从对抗性项目的运动认知过程入手，针对纳入的

文献，将感知运动行为划分为 3 个阶段：感知、预判和

决策。在前期感知阶段，绝大多数研究较为一致地发

现了运动员相比于新手或非运动员具有更强的感知注

意能力。在对抗性项目运动过程中，运动员需要在广

阔的运动场景范围内感知和整合复杂的运动信息，将

注意资源分配到关键区域，这些对于运动表现非常关

键。长期的运动训练经验使得运动员在专项动作感知

上表现出运动专长效应，这不仅体现在行为表现层面，

更体现在认知神经表达层面。根据内部模型理论[113]

的提示，利用眼动技术能够直观描述感知注意过程的

优势，总结相关文献可知，运动员对外部信息的表征过

程可以反映在其特异性的视觉搜索模式上。具体而

言，在感知他人动作时，并非所有传入的运动学信息都

有利用价值，只有部分信息有效地编码了动作结果，个

体做出决策所用信息与有效信息越一致，其动作预判

的表现就越好。运动员在视觉搜索过程中对关键信息

的高效提取，相比于新手或非运动员的注意力分散等

特征，是其感知注意优势的重要认知机制。

采用 EEG 和 fMRI 的研究分别从电生理和脑激活

特征角度进一步解释了运动员的这一行为优势：在感

知的早期阶段，即开始察觉到外部信息时，运动员的大

脑皮层兴奋性增强[101]、投入的认知资源增加[35]、动用

的心理资源明显更多[31]，以快速响应感知到的信息变

化；到感知中后期，运动员可利用感知运动经验对刺激

进行自动化加工[35]，反映了表征匹配的高效性，从认知

加工的时间和空间角度细化了对信息的感知觉过程。

但现有文献对于运动员大脑感知系统的可塑性机制依

然存在争论和疑问，如不同感知时间精确对应的表征

位置，脑区间工作的信息流模式，以及如何量化感知的

输入、提取、匹配等过程，今后研究应借助认知神经科

学技术重点关注运动员感知运动行为优势的脑机制。

在感知运动行为的后期阶段，相较于新手和无经验群

体，运动员具有明显的专项动作预判和决策优势。这

同样与内部模型理论提出的观点一致，运动员对感知

到的关键动作信息进行快速识别后，通过与已有经验

表征的匹配，实现对动作结果的高效模拟（预判）和下

一步动作反应的决策[114]，一旦预判结果与实际结果匹

配成功，提前做出的动作决策可以为运动员预留足够

的动作准备时间。在该过程中，与上述感知阶段研究

结果相似的是，运动员同样表现出更集中的视觉搜索

特征。但在快速多变的运动情境中，运动员的动作预

判常常是在对手不完整的动作信息基础上进行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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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结果并不总是与实际结果匹配。对此，本团队开

展了一系列行为、EEG 和 fMRI研究，发现在预判过程

中，当觉察到不匹配的实际结果时，运动员会表现出相

比于非运动员或新手更快的反应速度和更高的正确

率。这种优势主要源于运动员应对冲突信息的认知策

略，他们会保留一部分认知资源以应对突发状况，包括

在额区诱发的反映冲突检测的 theta 振荡能量增强[92]、

表征动作具体运动学信息的运动系统的激活程度增

加[12]。除此之外，运动员还会对冲突结果进行重新解

释，以合理化与预判结果不一致的情况，此时会诱发经

典的语义成分 N400 以及激活更大的颞中回等言语系

统[12, 14]，反映了运动员动作预判的双通路机制，即动作

预判过程不仅涉及对动作运动属性信息的感知，也包

括对关联语义概念的理解，后者可能与运动员技战术

策略的运用有关。然而，这一发现还有待后续研究深

入探讨，如对于信息冲突程度的操纵能否从行为和神

经机制层面量化运动员的应对策略。

感知运动行为的决策阶段是决定运动员动作反应

的关键。现有针对运动员决策阶段的研究数量较少，

且主要集中在团体对抗性项目（如足球），并发现运动

员能够在团体运动中作出最佳决策反应。在认知神经

机制层面，fMRI 研究结果发现，运动员在决策过程中

激活的脑区更少，而新手或非运动员会动用更多的视

觉区域参与决策过程，这与眼动研究结果一致，运动员

的视觉注意更集中，反映了运动员决策过程的高效

性。fMRI 结果[24] 发现的运动员脑区激活更少，通常被

解释为较高的神经效率，这与近期的一篇元分析[115] 结

果一致，发现运动员在决策过程中会展现出较高的神

经效率。综合前期阶段的 fMRI 结果，可以推测，运动

员在感知和预判阶段需要通过投入较多的认知资源以

识别和匹配内部模型，一旦匹配结束，经验中储存的动

作表征程序链会自动生成动作反应选项，导致在决策

阶段所需的认知资源降低，但对于运动员在不同感知

运动行为阶段的神经效率特征差异，还需做进一步探

讨。此外，现有研究针对的团体项目涉及个人技能表

现及团队配合，对于个体决策和团体决策及其相互关

系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同时，未来研究也需关

注个人项目运动员的决策行为，这种一对一的运动情

境可能导致不同的决策模式。 

3.3　研究展望

融合大数据算法和数学模型等方法，进一步揭示

运动员感知运动行为不同阶段的认知神经机制。现有

研究在利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解释运动员感知运动行

为优势的时空表征模式上已取得了初步进展，未来研

究可以同步利用前沿算法和模型精准定位不同感知运

动行为的表征位点，量化评估其动态表达特征。同时，

组间比较时应考虑纳入不同技能水平的运动员或大规

模的数据以弱化非运动相关的个体差异的影响，建立

运动员感知运动行为模型，进而模拟、识别并预测不同

运动员的感知偏好及预判和决策策略。

完善内部模型理论，进一步探究运动员感知运动

行为输出阶段的运行机制。运动员在感知动作的运动

学信息过程中，通过提取和匹配内部动作表征，完成对

结果的预判以及动作反应的决策。但运动员实际执行

的动作反应并不常与认知决策结果一致，感知系统与

运动系统的工作模式是动态协调的过程，在运动输出

过程中，运动员是如何完成大脑对外周肢体运动的控

制以及运动对感知的反馈是如何调控这一过程的？前

期研究[55] 已经发现，当感知到的实际动作结果与预判

结果不一致时，运动员的大脑神经活动增强，并且这类

反应在运动员执行动作并觉察到不一致反馈信息时也

会出现。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在运动输出阶段关注感

知系统与运动系统的交互模式，完善内部模型理论；通

过操纵感知与运动间的偏差程度，揭示这一交互模式

的表达规律；关注感知与运动系统以外的脑区和通路

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前期研究发现的言语系统可能

为解释运动员技战术运用对动作技能表现的影响提供

新的思路。

扩展研究思路，进一步区分不同运动项目或运动

经验对不同感知运动行为的影响。截至目前，无论是

竞技运动心理学还是锻炼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均未能针

对运动项目与感知运动行为的关系达成一致结论，这

严重制约了体育运动的推广以及认知干预提升运动表

现的应用实践。通过本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

现较少有文献在同等研究条件下比较不同运动项目或

位置运动员的感知运动行为差异。在专家—新手范式

基础上增加项目类型，结合生物力学、技战术分析等研

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利用聚类和分类等算法，从技能表

现、认知行为和神经活动层面对具有相似感知运动行

为模式的运动员进行归类，识别个体和群体间的模式

差异，以及明确影响不同项目运动员感知运动行为的

关键因素和决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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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综述了近十年对抗性项目运动员感知运动行

为全过程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①针对乒乓球、网

球、排球和足球项目的实证研究居多，从行为表现上发

现，运动员具有专项感知运动行为优势，其动作感知、

动作预判和动作决策能力均优于新手和无经验者，而

在非专项情境下，目前较为一致地发现了感知优势；

②专家—新手范式是考察运动员感知运动行为特征的

主要研究手段；③利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手段在线揭

示运动员感知运动行为特征已成为主要研究方向，且

运动员的感知运动行为优势主要与其集中化的视觉搜

索策略和节省化的大脑神经活动模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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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rceiving and anticipating opponents' actions to make responsive decisions is fundamental for athletes
in  combat  sports.  This  study  employs  a  systematic  review method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on  the  percep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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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 behavior of athletes in combat sports over the past decade. It outl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s  of  specialized  and  non-specialized  perceptual-motor  behaviors  in  athletes  across  three  stages:
perception, anticip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athletes invest more cognitive resources during
the perception and anticipation stages to acquire key visual cues and handle conflicting situations. In the decision-
making  stage,  they  activate  internal  models  to  complete  automated  decisions,  demonstrating  a  higher  neural
efficiency  and  different  brain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throughout  the  perceptual-motor  proces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cognitive  neuroscience,  computing,  and  wearable  devices,  future
research  can  use  machine  learning  and  big  data  models  to  simulate  and  predict  athletic  behaviors,  reveal  the
plasticity of the brain in response to sports training, and enhanc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research findings.
Keywords：athletes; perceptual-motor  behavior; cognitive  neuroscience  technique; perception; anticipation;
decision-making
Authors' address：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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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Positioning, Problem Expla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the New Era

LIU Bing1,2，XIAO Qiaoli1,2

Abstract：By employing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logical  reasoning,  this
study  repositions  the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proposes  its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t indicates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oals
are continuously transforming and deepeni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era, the renewal of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ocietal  demand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Based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logic
characterized by timeliness, development, and principles in the new era, the objectiv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re  manifested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physical  value
and  sportsmanship,  the  culti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nd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urrentl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such challenges as the deviation of educational values in physical education, the dilemma of coordinating the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al  conflicts  in  the  innovation  of  content  and
methods.  Its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should  focus  on  elevating  ideological  positioning,  reinforcing  systematic
projects,  enhancing  teachers'  development  a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level,  and  creating  fairness,  stimulating
motivation, and enhancing effectiveness at the teacher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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