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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我国冬奥雪上优势项目袁 一直是我国冬奥会雪上

项目夺金的重点项目袁 在即将举行的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也肩负着夺金的重任遥
探讨这支队伍的学习行为对团队绩效的影响袁可以为提升绩效水平袁确保完成夺金

任务提供智力支持遥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影响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集训队学习

行为的因素袁结果表明院内部和外部因素使队员的学习行为得以产生并持续下去遥
内部因素由学习习惯尧团队互动尧目标导向尧身心状态尧内在素养构成袁外部因素则

由国家重视程度尧团队冲突尧领导风格尧圈子尧辅助工具和家庭状况构成遥 并提出优

化团队成员学习行为的策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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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ominates freestyle skiing aerials in Winter Olympics. Freestyle skiing aerial skills

have always been the key for China to win Winter Olympics gold. Chinese freestyle skiing aerials

training team is responsible for capturing gold medals in the upcoming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his team's learning behavior on team performance can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improving performance and realizing the gold medal objective. The qualita-

tive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learning behavior of the freestyle skiing

aerials training team.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enable team mem-

bers to generate and sustain learning behaviors. The internal factors are composed of learning

habits, team interaction, goal orientation,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e, and personal literacy, while the

external factors are made up of national attention, team conflict, leadership style, life circle, auxil-

iary tools and family status. The study finally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to optimize the learning behav-

ior among team members.

freestyle skiing aerials; the national team; team learning behavior; performance; influenc-

ing factors; qualit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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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是提升组织绩效的最有效的手段和组织形

式袁因此被各种组织普遍采用遥由于团队学习行为对

团队绩效提升具有正向相关关系 [1-5]袁因此袁如何提

升体育团队学习行为成为提高团队绩效水平所必须

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遥 既然改善学习行为就可以

有效提高团队绩效水平袁 在体育运动中即为提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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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队的训练水平和比赛成绩袁那么袁寻找承担 2022

年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夺金任务的优势团队要要要中

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的提升绩效的办法袁 就必

须从分析影响团队成员学习行为的因素入手遥
团队学习行为是通过寻找问题尧交流沟通尧反思

等活动形成团队知识的过程 [6]袁也是信息的交换尧意
见的完善以及达成一致的观点的集合过程 [7]遥 经由

这个过程袁团队成员不断获得知识尧改善行为方式尧
优化团队结构体系袁 从而使团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

中保持和谐发展的状态 [4]遥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袁观察

学习是人们通过观察获得象征性表象并转化成为行

为的过程袁表现为注意过程尧保持阶段尧再现示范行

为尧示范行为 [8]遥 观察学习影响着学习行为的改善袁
而观察学习中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树立榜样遥 换言

之袁榜样建立与否直接影响着学习行为的形成袁如儿

童就是通过观察他人现场示范尧 媒体示范等符号性

示范逐步建立起学习行为的 [9]遥
既然团队学习行为是内在化外在行为方式的总

和袁那么就必然包含着个体性学习行为尧群体性学习

行为以及与环境互动性学习行为[10-11]遥 由此袁可以建

立研究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集训队的学习行为

的基本范式遥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集训队全体成员袁包括队员尧教练员遥根据研究需要袁
本研究将其进行编码袁如表 1尧表 2 所示遥 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国家集训队共有运动员 52 名尧教练员 8

名遥为尊重访谈对象的隐私袁本研究将受访谈者姓名

用英文字母编码代替袁M 代表男性袁N 代表女性袁A
代表运动员袁C 代表教练员袁 例如院MC 代表男教练

员袁NA 代表女运动员袁由此形成样本库袁访谈对象

基本信息见表 1 和表 2遥
表 1 访谈样本基本信息表渊运动员冤

注院队员的学历根据已经取得的学历确定曰运动等级是按

照运动员已经获得的等级来进行划分曰发展组尧攻坚组和

后备组则是严格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

心的组队方式划分

访谈对象 性别 年龄 / 岁 学历 运动等级 组别

MA1 男 12 初中 无 发展

MA2 男 12 初中 无 发展

MA3 男 14 初中 无 发展

MA4 男 13 初中 无 发展

MA5 男 14 初中 无 发展

MA6 男 13 初中 无 发展

MA7 男 15 初中 无 发展

MA8 男 15 初中 无 发展

MA9 男 13 初中 无 发展

NA1 女 14 初中 二级 发展

NA2 女 16 中专 无 发展

NA3 女 11 小学 无 发展

MA10 男 17 中专 无 发展

NA4 女 11 小学 二级 发展

NA5 女 11 小学 二级 发展

MA11 男 11 小学 无 发展

MA12 男 10 小学 无 发展

MA13 男 12 小学 无 发展

NA6 女 16 中专 一级 发展

NA7 女 16 高中 一级 发展

NA8 女 16 高中 国家健将 后备

NA9 女 16 高中 国家健将 后备

NA10 女 19 中专 一级 发展

MA14 男 13 小学 无 发展

NA11 女 22 本科 国家健将 攻坚

NA12 女 25 本科 国际健将 后备

NA13 女 25 本科 国际健将 攻坚

NA14 女 21 本科 一级 攻坚

NA15 女 16 中专 二级 后备

NA16 女 15 初中 二级 后备

NA17 女 28 研究生 国际健将 攻坚

NA18 女 15 初中 一级 攻坚

NA19 女 24 本科 国家健将 后备

NA20 女 26 本科 国际健将 攻坚

NA21 女 17 中专 二级 攻坚

MA15 男 16 高中 一级 后备

MA16 男 16 高中 二级 后备

MA17 男 22 中专 无 后备

MA18 男 24 本科 国家健将 攻坚

MA19 男 20 本科 国家健将 攻坚

MA20 男 19 本科 国家健将 攻坚

MA21 男 21 本科 国家健将 后备

MA22 男 18 本科 一级 后备

MA23 男 22 本科 一级 攻坚

MA24 男 23 本科 国际健将 攻坚

MA25 男 18 中专 二级 后备

MA26 男 17 本科 一级 后备

MA27 男 21 本科 一级 后备

MA28 男 15 中专 无 后备

NA22 女 14 初中 无 发展

MA29 男 28 本科 国际健将 攻坚

MA30 男 11 小学 无 发展

渊续表 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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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访谈样本基本信息表渊教练员冤

注院教练员的学历是根据已经取得的学历来确定的袁运动

等级是按照教练员在运动员时期获得的等级确定的

本研究选取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集训

队作为案例进行分析袁采用观察尧访谈尧照片等方法

进行跟踪收集资料袁全面采集团队在备战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的训练和比赛期间运动员的学习行为信

息袁以此分析团队成员学习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遥

本研究采取跟队调研的方式对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国家集训队学习行为信息进行采集遥 研究者

2018 年 9 月入驻河北省秦皇岛训练基地袁全面参与

运动员训练尧比赛和团建活动等袁经常与他们交谈袁
记录他们的学习行为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袁研究者

基本熟悉了该国家集训队的大致情况袁 包括队伍组

建时间尧分组情况尧教练员安排尧运动员选拔尧运动员

的基本信息情况等遥随着相互熟悉袁运动员也将研究

者作为野自己人冶来看待袁愿意进行深层次的交流遥然
后袁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作为资料获取的主要

方式袁以观察尧交谈尧备忘录作为辅助方式袁在运动员

休息时展开访谈遥
为了保证运动员无顾虑地发言袁 访谈安排在专

门的会议室中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遥访谈时袁本研究

首先向访谈对象介绍访谈目的尧 记录方式和访谈主

题袁让被访谈者知情袁然后说明保密原则袁承诺所有

涉及隐私的部分用伊伊代替遥
本研究在访谈过程中采用录音与记录两种方式

采集信息袁在录音的同时袁记录一些重要的信息袁以
便为拓展研究范围或深度提供新的参考点遥

扎根理论是一种常用的质性研究方法袁 由美国

社会学家格拉斯和施特劳斯提出袁 是通过系统收集

资料和分析袁 再从资料研究的历程中衍生出新理论

的方法 [12]遥 扎根理论由自下而上不断进行仿真和研

究袁是一个不断提问尧比较尧分类尧联系尧发现尧反思

的过程[13]遥
本研究通过质性分析的方式探讨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集训队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袁使用扎根理

论的范式分析访谈资料袁对系统收集的经验事实进

行分析袁归纳建立新的概念和思想袁然后上升为新

的理论[14]遥
本研究共获得访谈运动员录音时间约为 16 h袁

转换文本约为 8 万字袁 教练员访谈时间约为 5 h袁转
换文本约为 3 万字遥 为了确保访谈资料的真实性和

原始性袁研究者将所有访谈资料进行人工转换袁每次

访谈结束后在最短时间内将录音转换为文字袁 并记

录整理当时访谈者的行为举止和表情神态袁 为后续

分析提供资料遥同时袁为了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

度袁本研究将转录文本进行校对袁最终形成了 11 万

余字的访谈文本遥 最后袁本研究使用 Nvivo12.0 分析

软件工具对转录文字进行逐级编码袁 编码包括 3 个

级别院一级编码要要要开放式登录曰二级编码要要要关联

式登录曰三级编码要要要核心式登录遥 最后袁本研究将

所有类别的编码进行比较袁 以便全方位地提炼和整

合所有编码类别袁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结构遥

本研究将所有访谈文本进行逐级编码遥

本研究采取开放的心态袁尽量野悬置冶个人的野倾
见冶和研究界的野定见冶袁将资料按照其本身所能呈现

的状态进行登录袁这个操作过程将所有资料全部打散袁
重新赋予概念袁再以新的方式将其全部重新组合 [15]遥
一级编码又称开放式编码袁 本研究将原始资料逐字

逐句登录到 Nvivo12.0 分析软件中袁 并对所转录的

资料进行逐行分析袁不漏掉任何重要的信息袁以得出

参考点袁将其归类于编码中袁并按照不同的编码内容

进行分类遥
经过十余轮反复筛查袁 通过对数据不断重复比

较整理袁在开放式编码阶段袁本研究得出 708 个参考

点袁最终编码成 34 个自由子节点袁即共获得 34 个一

级编码院心理压力尧疲劳程度尧伤病困扰尧榜样效应尧
自我总结尧自我定位尧角色转换尧个性特征尧学习态

度尧兴趣爱好尧冠军梦想尧比赛成绩尧团队认可尧沟通

交流尧指导建议尧评价反馈尧团队刺激尧关系冲突尧任
务冲突尧领导方式尧教学方式尧训练计划尧社会认同尧

访谈对象 性别 曾经获得的运动等级 学历

MC1 男 国家健将 本科

MC2 男 一级 本科

MC3 男 国家健将 硕士

MC4 男 国际健将 本科

MC5 男 无 硕士

MC6 男 国际健将 硕士

MC7 男 二级 博士

NC1 女 国际健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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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政策尧薪酬待遇尧基础设施保障尧学习氛围尧文化

氛围尧沟通情境尧管理条例尧书籍尧录像视频尧家庭背

景尧家长关心遥 最终结果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一级编码自由节点内容示意图

二级编码又称关联式登录袁 是为了发现和建立

众多概念类属间的各种联系袁 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

分间的相互联系和有机关联而进行的编码 [16]遥 本研

究将所获得的 34 个自由节点进行归类袁选取意义相

类似的归为同一个概念袁 区别较大的分为不同的概

念袁 即赋予概念应有的明显内部相似性和外部区分

度袁以深度分析形成树状节点遥 在关联式登录中袁本
研究将心理压力尧疲劳程度尧伤病困扰归为一类袁命
名为野身心状态冶曰将榜样效应尧角色转换尧自我定位尧
自我总结归为一类袁命名为野学习习惯冶曰将兴趣爱

好尧个性特征尧学习态度归类为野内在素养冶曰将冠军

梦想和比赛成绩归为一类袁命名为野目标导向冶曰将沟

通交流尧评价反馈尧团队刺激尧团队认可尧指导建议归

类为野团队互动冶曰将关系冲突和任务冲突命名为野团
队冲突冶曰将领导方式尧教学方式和训练计划归为一

类袁命名为野领导风格冶曰将社会认同尧方针政策尧薪酬

待遇尧基础设施保障归类为一类袁命名为野国家重视

程度冶曰将学习氛围尧文化氛围尧沟通情境归类为野圈
子冶曰将管理条例尧书籍尧录像视频归类为野辅助工

具冶曰将家庭背景和家庭关心归类为野家庭状况冶遥 本

研究最终建立了 11 个树状节点渊图 2冤袁包含院目标导

向尧团队冲突尧领导风格尧身心状态尧学习习惯尧国家

重视程度尧家庭状况尧圈子尧辅助工具尧内在素养尧团
队互动遥

图 2 节点内容示意图

三级编码又称核心式登录或选择式登录袁 指在

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以后选择一

个野核心类属冶袁将分析集中到那些与该核心类属有

关的码号上面 [17]袁即对所有已确定的树状节点进行

归纳和总结遥核心概念具有统领性袁能够将大部分研

究结果囊括在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范围之内袁 起到

野提纲挈领冶的作用袁对所有研究结果都具有解释性[18]遥
本研究对所有 34 个自由子节点和 11 个树状节

点的概念类属进行不断推敲尧揣摩和总结袁连接关联

密切的类属袁剔除不够紧密的类属袁不断反复比较袁
形成一个系统概念结构遥

以学习主体要要要运动员为依据进行划分袁 将影

响因素的核心类别定为内群体和外群体袁 即内部因

素尧外部因素和内外因素的相互协同袁由此构成了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集训队学习行为影响因素的基本

框架渊图 3冤遥

图 3 核心式编码内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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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节点层次与材料信息

树状节点 子节点 节点材料来源数 a 参考点数 b 参考点举例

学习习惯 榜样效应 43 104 伊伊她们我特别喜欢袁会以她们为榜样

自我总结 20 25 每天写训练日记

自我定位 11 18 先是口语上的学习

角色转换 4 4 自己接触形形色色尧多样化的工作性质

团队互动 沟通交流 25 35 团队里面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流

评价反馈 10 11 用别人的话就是有点不开心袁放不开

团队刺激 19 33 以前同伴都在攻坚组袁 会激励我更加上进袁 想和他们一

起袁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奋斗

团队认可 3 4 队友的鼓励和支持袁对于我这个人的赞赏

指导建议 11 16 互相学习袁都是后备组袁会互相帮忙看看技术动作

国家重视程度 社会认同 12 18 受到的重视越大袁承担的责任越大袁社会对你的认可度也高

方针政策 13 14 野三亿人上冰雪冶等政策

薪酬待遇 30 50 福利好的话袁肯定会激励到自己袁更有动力去训练

基础设施保障 8 10 训练保障方面袁会提到场地

领导风格 领导方式 26 26 教练员的鼓励

教学方式 14 20 现在技术教学安排较多袁更多时候采取一对一方式

训练计划 16 22 计划做好袁剩下就是怎么练了

内在素养 兴趣爱好 2 4 兴趣袁有兴趣能学进去袁不然学不进去

个性特征 27 44 比较自律

学习态度 16 25 属于自己的热爱

圈子 学习氛围 29 40 现在是一个大的集体

文化氛围 10 12 敢赢不怕输的文化

沟通情境 9 11 每次从国外回来袁特别想学英语袁去国外像个哑巴

目标导向 冠军梦想 20 26 对奥运冠军梦想的追求

比赛成绩 14 20 训练结果尧比赛成绩给了我更多的反馈

身心状态 心理压力 16 22 自己的心理变化压力大

疲劳程度 10 10 训练累的时候袁可能有点惰性

伤病困扰 4 4 伤病对我影响最大袁伤病恢复不好运动生涯就结束

辅助工具 管理条例 4 4 一般都是管理制度

书籍 11 13 听一些能把书浓缩地特别精简和提炼的软件

录像视频 11 13 奥运会录像反复看袁观看的过程就是一种学习

团队冲突 关系冲突 12 15 平时说话也不会用好语气说

任务冲突 7 8 没有口头上的分析和思维上的碰撞

家庭状况 家庭背景 5 5 家庭就会涉及到收入

家长关心 4 4 最好的开导方式还是家人

注院渊1冤a 指含有该节点访谈资料的数量袁b 指所有访谈资料中含有该节点出处的数量曰渊2冤伊伊是队里领军人物袁是攻坚组

队员

经过对样本的归纳整理和总结袁多次筛选节点袁
本研究最终得出了 11 个树状节点和 34 个子节点遥
通过子节点来源数目和参考点数目袁 可以判断各个

子节点的影响程度和重要程度袁 即判断团队学习行

为影响因素以及影响程度遥
就 11 个树状节点而言袁 学习习惯处于首要位

置袁其余依次为国家重视程度尧团队互动尧内在素养尧
领导风格尧圈子尧目标导向尧身心状态尧辅助工具尧团
队冲突尧家庭状况渊见表 3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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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收集资料尧实地考察尧访谈等方式进

行质性分析袁 按照扎根理论三级编码获取了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集训队学习行为影响因素指标袁 最终

形成内部和外部因素以及协同影响因素袁 以此为依

据建构学习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渊图 4冤遥

图 4 学习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图

通过扎根理论对研究内容进行三级编码分析和

数据比较袁可以发现院团队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相

互协同影响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集训队团队

的学习行为遥 内部因素是由学习习惯尧目标导向尧身
心状态尧内在素养和团队互动构成袁外部因素则是由

团队冲突尧领导风格尧圈子尧辅助工具尧国家重视程度

和家庭状况构成遥

内部因素是影响运动员学习行为因素中的内部

环境因素袁由学习习惯尧目标导向尧身心状态尧内在素

养和团队互动所构成遥
渊1冤学习习惯是一个人在长期生活中养成的一

种学习方式袁决定着行为的方向和强度遥学习习惯是

所有影响因素中最为关键的因素袁表现为榜样效应尧
自我总结尧自我定位和角色转换遥榜样效应深刻影响

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集训队员的学习行为遥
NA12 是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的灵魂人物袁
兼任队长与助理教练职务袁 对自身要求严格袁 因此

传尧帮尧带作用十分突出袁深刻影响着其他运动员正

确的人生观尧 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和良好学习行

为习惯的养成遥

NA12院野对于我来说袁 现在更多的是稳固这个动

作袁稳固自己的身体状态袁小队员则是不断练新动作遥
我们文化学习底子差袁确实需要学习遥 等到长大以后

要以身作则袁你要做好的榜样袁小朋友才会跟你学习遥
我一般都是慢慢吸取和理解他人对我的见解遥 冶

野伊伊她们我特别喜欢袁会以她们为榜样冶类似的

表达在采访中经常听到遥 可见袁 运动员对榜样的观

察尧认可尧认同和模仿袁养成了团队学习的习惯袁从而

转化成为这支团队不断成长乃至获得一个又一个优

异竞赛成绩的动力源遥
渊2冤目标导向因素发挥着持续性的影响作用遥世

界冠军是运动员心中都会追求的目标袁 获得冬奥会

冠军则是每名运动员更鲜明尧更强烈的目标袁这样的

目标激励着运动员不断成长遥
MA18 强调院野明确的目标更加实际些袁 跟着目

标走袁做到了是最好的袁得了好成绩袁就是对自己最

大的激励遥 因为能将平时训练的东西在比赛中实践

出来袁而且能拿到更好的名次袁这就是最大的成绩遥
训练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比赛袁 比赛成绩会给你一个

最真实的反馈遥 冶
可以说袁比赛成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遥无论是

运动员还是教练员袁 对于获得优异比赛成绩的渴望

激励着他们更加刻苦地训练遥
渊3冤内在素养作为影响学习行为中内部因素的

关键因素袁体现为个性特征尧兴趣爱好和学习态度遥
队员的个性特征尧 兴趣爱好和学习态度会决定选择

哪些人物作为学习的榜样遥
渊4冤身心状态是影响学习行为的身体和心理因

素的外在表现形式袁包含了心理压力尧疲劳程度和伤

病困扰遥
社会压力肯定也有袁压力和收获成正比袁我们也

是在赌袁越往上走袁风险也越大袁难度越高袁心理有波

动的时候袁训练遇到问题袁承受不了袁肯定也会离开遥
渊5冤团队互动可以体现为队员之间的言语沟通尧

竞争尧合作等遥 沟通交流尧团队刺激尧指导建议尧评价

反馈等方式均会影响学习行为方式的形成遥

研究分析可以发现袁外部因素是由团队冲突尧领
导风格尧圈子尧辅助工具尧国家重视程度和家庭状况

等构成的袁对队员学习行为养成具有引导性尧激励性

作用遥
渊1冤团队冲突分为关系冲突和任务冲突袁对学习

行为的影响有好有坏遥
MC3 认为院野冲突不一定是坏事袁教练员和运动

员二者既是矛盾体袁也是共同体袁怎么从矛盾体转化

身心状态

学习习惯

内在素养

目标导向

团队互动

团队冲突

领导风格

圈子

辅助工具

国家重视
程度

家庭状况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学习行为
影响因素

协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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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同体袁缓解冲突袁将冲突转化为另一种激励的方

式袁促进学习行为方式的改善才是关键遥 冶
由此可以看出袁如果能够正视团队冲突袁并尝试

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尧包容袁那么团队冲突就可以转

化成为改善运动员学习行为的力量遥
渊2冤领导风格的不同必定导致运动员学习行为

方式的差异袁成为其外部因素中关键的因素遥
NA21院野教练员的鼓励对我都有很大的信心袁教

练要是很凶的话袁一般如果能够理解他的话还行袁不
理解的话肯定会产生很多冲突遥 我就属于教练越说

我越练不好袁还不如哄我几句遥 冶
对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集训队的队员来说袁

领导风格具有较好的稳定性特征遥 由于该队的教练

员几乎都是由沈阳体育学院培养的运动员转化而来

的袁加之该团队的野传帮带冶效应又非常突出袁因此领

导风格一致性较高遥 教练员在处理训练尧比赛尧队员

之间关系时袁往往采用相似的处理方式袁这也增加了

领导风格的稳定性遥
渊3冤野圈子冶一词源于原始数据中访谈者所说的

原话袁指的是具有相同爱好尧兴趣或者为了某个特定

目的而联系在一起的人群遥换言之袁圈子是运动员所

处环境所形成的具有一定氛围的群体环境袁 即在体

育团队中逐步形成的袁具有一定特色尧熟悉的社会文

化等环境因素袁 因此圈子对队员学习行为的形成具

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遥
NC1 也认为院野这个团队要都爱学习袁 你自然而

然也会被熏陶遥如果团队里都是爱打游戏的袁你告诉

我你想学习你学得了吗钥 一天两天还行袁时间长了袁
你能坚持得了吗钥 冶

MC5 认为院野当一个团队形成了很好的文化氛

围袁运转起来后袁大的对小的影响大袁小的对大的影

响不会很大袁小的运动员只有随着这种更替尧交换尧
新老交替袁小运动员成绩上来之后袁他对大运动员才

会有影响遥 冶
渊4冤运动员与具有相同梦想尧共同努力方向的队

友一起努力时袁 往往会借助于一些辅助工具来完成

学习过程袁如录像视频尧书籍袁甚至是管理条例等遥
MC6院野我基本对奥运会的录像就是反复看袁对

于我而言袁我认为观看的过程就是一种学习袁在脑子

想象技术动作袁 模仿学习其优秀的技术动作遥 冶
NA17院野我主要是靠听袁确实没有那么充分的时间去

学习袁听一些类似耶得到爷App 的软件袁就是那种把书

浓缩得特别精简和提炼的软件遥 冶
可见袁辅助工具的方便性尧权威性和可读性深刻

影响着队员学习行为的养成尧固化和优化遥

渊5冤 国家重视程度和家庭状况是外界关注因

素袁对运动员学习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遥 鉴于中国

人的家国情怀所形成的家国一体性文化和行为特

征袁运动员对家国的认知和情感归属成为重要的影

响因素遥
NA21院野我感觉有时候看新闻袁 会听到中国冰

雪袁观众对我们的支持袁挺激励我的遥 观众越认可我

们袁我们越有动力好好努力训练遥 冶NA12院野国家的重

视肯定激励到我们袁 但重视所带来的影响程度也得

因人而异袁普遍都很重要遥 冶
国家队运动员全面的培养尧 安置等政策体系的

不断优化袁 以及针对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而采取的

积极性政策或措施袁对运动员学习行为的建立尧固化

和优化的影响关键而深远遥

本研究形成了由内部因素尧 外部因素和内外因

素协同的指标框架结构袁 由此构成中国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集训队学习行为影响的指标体系遥
在内部因素中袁学习习惯的树状节点数目最多袁

说明该因素对团队学习行为的影响最大袁 其次是团

队互动尧内在素养尧目标导向尧身心状态遥
这表明院渊1冤运动员的学习习惯养成对打造学习

型团队尧提升团队绩效同样具有突出的意义袁而养成

学习习惯必须首先树立榜样袁 发挥积极的榜样引导

效应遥 因此袁一方面引导运动员尽快树立榜样袁通过

积极的榜样示范作用可对其他运动员的学习行为建

立产生持续的正向影响作用曰另一方面袁在队里树立

榜样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袁 而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

那样是可有可无的遥 渊2冤 运动员的学习行为是受队

员之间的互动状态影响的袁 较为频繁合理的团队交

往活动可以有效促进学习行为的养成遥
在外部影响因素中袁 国家因素的影响作用处于

核心地位袁其次是领导风格尧圈子尧辅助工具尧团队冲

突和家庭状况等遥
国家因素居于核心地位袁 这个研究结果是具有

启发性的遥 一方面袁在我国运动员传统教育体系中袁
他们进行训练和比赛的最高目的是为国争光袁 榜样

的示范作用也多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展开的曰 另一方

面国家对运动员的重视以及相关政策的倾斜深刻影

响着运动员的认知和情感袁建立较高水平的认同感袁
因此会影响他们学习行为的建立和持续遥因此袁国家

的重视程度客观上成为影响他们建立和保持学习行

为的一个重要因素遥
根据 11 个树状节点和 34 个子节点分析袁 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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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节点数目要大于外部的袁 因此内部因素的作

用要大于外部因素遥 这说明内部因素是影响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集训队运动员团队学习行为的主

导因素袁 学习习惯和团队互动因素发挥着主导性作

用袁理应受到重视袁即通过养成和改善学习习惯尧队
员互动方式可有效改善运动员的学习状态遥因此袁面
向运动员进行有效教育袁 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

行为可以从建立学习习惯和促进团队成员之间互动

这两个方面入手遥国家从政策尧制度和行动安排上的

重视并将之明确化袁 可更加有效地促进运动员良好

学习行为的养成遥

不同因素对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集训队的

团队学习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遥 内部因素和外部因

素的协同在运动员建立和改善学习行为方面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袁为建设野金牌团队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在内群体学习行为方面袁 学习习惯的影响权重

最大袁影响力最突出曰其次是团队互动尧内在素养尧目
标导向尧身心状态遥

在外群学习行为方面袁 国家因素的影响作用居

于首位袁是最为突出的因素曰其次是领导风格尧圈子尧
辅助工具尧团队冲突和家庭状况等遥

在学习行为养成方面袁榜样的作用凸显出来遥榜
样对运动员的内群学习行为和外群学习行为均产生

深刻的影响遥 一方面袁榜样就在运动队内部袁运动员

通过对榜样的直接观察与模仿袁 逐步建立与榜样相

似的行为习惯曰 另一方面榜样身上所凝聚的国家因

素要要要激励尧爱护尧培养等袁成为运动员解读国家对

运动员重视程度的典型案例袁 他们通过对榜样的国

家因素的解读来确立类似榜样行为的意义袁 从而逐

步形成自我行为模式遥换言之袁外在的自我学习行为

规范慢慢内化于内在的行为标准袁 进而形成一种积

极的态度和正向的行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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