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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野体教结合冶是解决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和举措遥 传统的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只重视专项体育技能的发展而忽视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袁不
利于个体的全面发展遥 野体教结合冶更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袁体育与教育的融合袁使得竞
技体育人才逐渐从运动员这一单一角色向野学生-运动员冶双重角色转变遥 研究以角
色认同为切入口袁探讨上海野体教结合冶举措下袁角色的转变对体育竞技后备人才的
影响遥选取上海体育学院中国乒乓球学院少年班学员作为野学生-运动员冶样本袁选取
国家乒乓球青年队及部分省市队队员作为职业运动员样本袁使用结构化心理测量工
具袁对比两类受访者在运动与学业上的角色认同尧心理倦怠与动机变量的差异遥 得
出院在上海野体教结合冶举措下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认同野学生-运动员冶双重角色袁他
们在学业任务中的卷入程度更高曰 双重角色使运动员在运动任务与学业任务上的主
观价值感存在差异袁 表现出双重角色之间的冲突袁 但对个体的整体人生规划并不冲
突曰双重角色之间的转化袁对于野学生-运动员冶的心理健康存在促进效应遥
关键词院 体教结合曰竞技体育曰后备人才曰角色认同曰角色冲突曰角色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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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and measure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 Traditionally, the training model of
sports reserve talen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sports skills and ignor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education,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makes competitive sports talents gradually change their sin-
gle role of being athletes to their dual role of being "students-athletes". The study takes role identifi-
cation as the entry point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roles on sports reserve tal-
ents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itiative in Shanghai. The junior team of the
China Table Tennis Colleg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were selected as the sample of
"student-athlete". The youth team of national table tennis and some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team
members were selected as representative samples of professional athletes. The structured psychologi-
cal measurement tool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the two types of interviewees in terms
of role identification, mental burnout and motivational variables in sports and academics. It is con-
cluded that under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itiative in Shanghai, competitive sports
reserve talents recognize the dual role of "student-athlete", and their involvement in academic tasks
is higher. The dual role makes athletes feel the value difference between sports and academics, thus
suffering confrontation while transforming between the two roles, which, however, does not influ-
ence the overall life planning of individuals.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dual roles has a posi-
tive effe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student-athlete".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competitive sports; reserve talents; role identifi-
cation; role confrontation; rol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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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教结合”举措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学生-运动员”双重角色的认同、冲突与转化
侯 爽

上海野体教结合冶举措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野学生-运动员冶双重角色的认同尧冲突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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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袁 为解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过

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袁国家提出了野体教结合冶的方

针政策袁即整合体育与教育两个系统的资源袁提高效

能袁形成合力袁共同培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1]袁对实

现体育人才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遥 2016 年上海

市委发布了叶上海市体教结合促进计划渊2016要2020

年冤曳袁其中强调要牢固树立体教协同育人的理念袁完
善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遥体育与教育的协同融合袁
使得运动员逐渐由单一角色向野学生-运动员冶双重

角色转变遥然而袁这些名义上具有双重角色的野学生-运
动员冶是否真正认同其角色上发生的转变袁认为二者

之间孰轻孰重袁又有哪些因素影响其角色认知袁这些

必将影响野学生-运动员冶人文素质尧运动成就和运

动生涯的发展遥 如何引导这些年轻的 野学生-运动

员冶 正确认识和平衡自己的社会角色是实现体育强

国尧人才保障的必经之路遥
角色认同是职业心理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主要是指与角色一致的具体态度和行为[2]遥 运动

员角色认同是指个体对运动员身份的认同程度袁并
与运动员对运动训练和运动目标的投入程度呈强正

相关[3]遥 国内外许多研究者也在实践中发现袁运动员

角色认同程度高的个体袁他们在训练中更专心尧更关

注自己的运动表现袁运动成绩也较好遥 然而袁单一维

度的角色认同也存在风险袁 它会增加运动员对成功

的渴望和压力感袁 特别是当运动员遭受失败或者受

伤时袁单一的运动员角色认同会十分脆弱袁进而引发

职业倦怠遥 我国的野体教结合冶策略在理论上赋予了

运动员学生的角色袁 即从单一维度的运动员角色转

变为野学生-运动员冶双重角色遥 有研究发现袁当个体

参与多重角色并认同多重角色时袁会从每一个角色中

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4]遥但是袁也有研究者认为多重角

色是引起潜在冲突的重要因素袁由于时间尧资源等方

面的竞争袁会导致个体产生角色冲突袁并造成较大的

心理压力袁对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产生消极影响[5]遥
毋庸置疑袁体育和文化教育对于个体的全面发展

是缺一不可的遥但是对于二者之间是竞争还是互补关

系袁目前尚未得到一致结论遥在西方国家中袁美国依靠

学校的业余训练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袁并形成了从

小学尧 中学到大学紧密衔接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

式袁 大学生运动员是美国竞技体育队伍的主要力量遥
但也有部分美国研究者认为运动训练与学业之间呈

负相关关系袁因为这些运动员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比

同辈学生更少袁学习成绩相对较差[6]遥一项关于芬兰大

学生运动员学业成绩的调查也发现只有 22.6%的运

动员能够取得预期学业成绩[7]遥 也有一些研究者持另

一种观点袁认为运动员职业生涯与学校教育是相互补

充和促进的[8,9]遥例如袁在英国袁业余体育被视为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袁英国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态度十分认

真袁将体育与其他方面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袁在体育

运动中获得的诸如野冷静尧忍耐和团队精神冶等性格特

征被认为是日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10]遥
笔者认为袁受教育者是否能够进入竞技体育领域

并取得成就袁还要依据其体育天赋尧兴趣以及家庭尧社
会等多方面因素袁竞技体育与学校教育究竟是竞争关

系还是互补关系并不能一概而论袁更值得研究者关注

的应该是如何把二者变成互补关系袁从而帮助受教育

者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并找到二者的平衡点遥
在当前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中存在两

种模式遥 一种传统的培养模式袁即以封闭的尧集中的

运动训练为主袁 由训练单位或体育科学研究所为在

役运动员提供一系列的文化课程袁课程时间较短袁学
业要求低于一般学校对普通学生的学业要求遥 另一

种是新兴的体教结合模式袁 运动员在参与统一集中

的运动训练的同时袁 在学校与普通学生一同接受九

年制义务教育以及完成高中及大学的学业袁 其学业

要求与普通学生相似遥 前者是传统的竞技体育人才

培养模式袁存在着不足和弊端袁后者是体教结合的新

举措袁已逐步实施袁更有助于体育人才的健康发展袁
也造就了真正意义的野学生-运动员冶双重角色遥

本研究选取上海体育学院中国乒乓球学院少年

班学员作为野学生-运动员冶样本袁选取国家乒乓球

青年队及部分省市队队员作为职业运动员样本袁使
用结构化心理测量工具袁 通过对比两类受访者在运

动内容与学业内容上的角色认同尧 心理倦怠与动机

变量的差异袁对野体教结合冶背景下野学生-运动员冶
的角色认同情况进行描述袁 并探讨 野学生-运动员冶
角色认同的影响因素构成遥

全国青少年职业运动员 272 人渊14~17 岁冤袁其中

男 171 人袁女 101 人袁年龄为渊16.03依1.87冤 岁遥 所涵盖

运动项目包括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尧 个人项目与团体

项目遥 此部分被试主要用于研究工具的中文版修订遥

此被试集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袁 为青少年

乒乓球运动员共 94 人渊男 51 人袁女 43 人冤袁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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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5.9依1.65冤 岁袁其中中国乒乓球学院乒乓球少年班

学生 40 人渊运动员注册所在地为上海冤袁为野学生-运
动员冶组袁国家乒乓球队青年队及省市队运动员 54

人袁为职业运动员组遥

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包括叶运动员/学生角色认同

量表曳叶运动/学业心理倦怠量表曳叶运动/学业主观任

务价值问卷曳叶运动/学业成就目标量表曳叶运动/学业

成就策略量表曳叶运动员自尊量表曳遥所有量表均采用

Brislin [11,12]推荐的回译的方式将英文量表翻译为中

文袁 并使用 SPSS 22.0尧Amos 9.0 与 Mplus 进行验证

性因子分析或探索性结构模型分析遥 对缺失值采用

列删法进行处理袁采用 maximum-likelihood-robust 估

计方法获取模型拟合参数遥 采用以下 4 个指标对模

型拟合度进行评估院X2 检验尧CFI[13]尧TLI 和 RMSEA遥
理论模型与研究数据拟合接受标准为 CFI＞ 0.90尧
TLI＞ 0.90 且 RMSEA＜ 0.08遥

2018 年 6 月对被试集 1 进行测量袁从而完成所有

测量工具的中文版翻译与检验工作遥所有量表信度采

用 Cronbach 琢袁结构效度检验采用 CFA 与 ESEM遥

2018 年 7 月对被试集 2 进行测量遥通过比较野学
生-运动员冶与职业运动员在运动员与学生两类角色

上的角色认同尧心理倦怠及动机变量差异袁探析野体
教结合冶举措对青少年运动员双重角色认同的影响遥

通过分析野学生-运动员冶在运动员与学生两类

角色上的角色认同尧 心理倦怠及动机变量之间的差

异与关联袁探析野体教结合冶举措给青少年运动员双

重角色认同所来带的冲突与双重角色之间的转化遥

本研究使用 SPSS 22.0 软件完成数据分析遥 排

除无效回答与极端数据袁采用缺失值补充方法渊即条

目缺失值使用该类被试在该条目上的平均数进行补

充冤对个别缺失条目进行补充遥本研究对两类培养方

式的乒乓球后备人才在运动生涯与学业两个领域内

容中的角色认同尧心理倦怠尧任务价值尧成就目标与

成就策略进行对比分析渊T 检验冤曰并分别针对两组

被试分析其运动相关心理变量尧 学业相关心理变量

之间的关系渊相关分析尧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冤遥

结果表明 渊表 1冤袁 在与运动相关的内容中袁野学
生-运动员冶组在投入时间尧角色认同尧心理倦怠尧成就

目标尧成就策略及任务回避上的平均分低于职业运动

员组袁但是在反应运动动机的任务价值及其 3 个分量

表的表现上均略高于职业运动员组遥在与学业有关的

内容中袁野学生-运动员冶组在角色认同尧成就目标尧任
务价值渊含 3 个分量表冤尧学习投入时间上均高于职业

运动员组袁但是在学业心理倦怠上的表现低于职业运

动员组遥两组不同培养方式的受试者在自尊上的表现

为野学生-运动员冶略高于职业运动员遥
为进一步分析两者的差异袁对两组受试者在运

动尧学业内容上的职业角色认同尧心理倦怠以及动

机表现分别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遥 结果表明袁在运

动员职业心理变量中袁野学生-运动员冶 在训练投入

时间 渊t=-7.62袁df=83袁P＜ 0.01冤尧 运动员角色认同

渊t=-2.54袁df=90袁P ＜0.05冤尧 运 动 心 理 倦 怠 渊t=-3.27袁
df=90袁P＜0.05冤及任务回避渊t=-4.07袁df=90袁P＜ 0.01冤
上显著低于职业运动员 袁 而在任务价值渊t=3.31袁
df=90袁P＜ 0.01冤 及 3 个分量表兴趣价值 渊t=3.15袁
df=90袁P＜ 0.01冤尧成就价值渊t=2.53袁df=90袁P＜ 0.01冤尧
任务实用价值渊t=2.43袁df=90袁P＜ 0.05冤上显著高于职

业运动员遥 这表明尽管两组受试者都有较高的角色

认同袁但相较于职业运动员袁野学生-运动员冶对运动

员身份认同度更低遥 两组受试者在运动专项训练上

的心理倦怠均不高袁但是野学生-运动员冶对于运动

专项训练的心理倦怠更低遥 两组受试者在运动任务

价值上的差异表明袁野学生-运动员冶 在考虑自身发

展与职业发展的过程中袁 更倾向于将运动训练作为

自己的考虑依据遥两组受试者在成就目标渊t=-0.215袁
df=90袁P＞ 0.05冤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袁说明二者在运

动专项情景中的成就目标是一致的遥 在学生角色变

量中 袁 野学生-运动员 冶 在学生角色认同 渊t=8.50袁
df=89袁P＜ 0.01冤尧成就目标渊t=4.00袁df=90袁P＜ 0.01冤尧
任务价值 渊t=5.12袁df=90袁P＜ 0.01冤尧 学业投入时间

渊t=5.29袁df=44袁P＜ 0.01冤上高于职业运动员遥 这表明

野学生-运动员冶 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学业发展上袁对
自身的学生角色有更高的认同度袁并且更倾向于认

同学业对自身发展尧职业发展的价值遥 职业运动员

则在整体学业成就策略渊t=-4.60袁df=90袁P＜ 0.01冤与
任务回避策略渊t=-5.27袁df=90袁P＜0.01冤上袁显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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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学生-运动员冶遥 这表明职业运动员在面对学业上的

困难时袁更倾向于选择回避策略遥 两组受试者在学业

心理倦怠 渊t=-0.21袁df=90袁P＞0.05冤尧 成就预期策略

渊t=0.10袁df=90袁P＞0.05冤上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遥
两组受试者的自尊差异显著渊t=3.52袁df=90袁P＜0.01冤袁

野学生-运动员冶的自尊水平比职业运动员高遥

为了解野体教结合冶在个体心理特征上的体现袁
讨论在同一个体上袁 学生与运动员两种职业的角色

认同与心理倦怠孰轻孰重袁 本研究使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了野学生-运动员冶受试者在运动与学业领

域间各种心理变量的差异遥
结果表明渊表 2冤袁野学生-运动员冶对运动员身份

的角色认同显著高于对学生身份的角色认同渊t=3.91袁
df=37袁P＜ 0.01冤遥 其对运动训练的价值感却显著低

于对学业的价值感 渊t=-4.87袁df=37袁P＜ 0.01冤遥 在任

务价值的 3 个分量表上的表现不一致袁 其中对运动

的兴趣价值与实用价值感显著低于学业方面袁 说明

受试者对学业表现出更多的兴趣袁 并认为学业内容

在实际生活与生涯发展中更有价值袁同时袁更希望在

运动方面取得一些成就遥 在两个领域的成就目标设

定与成就策略使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袁 即受试者在

运动训练与学业中有相似的成就目标袁 并使用相似

的成就策略遥
表 2 野学生-运动员冶双重角色认同尧心理倦怠尧动机

变量差异 T 检验

注院* 表示 P＜ 0.05曰** 表示 P＜ 0.01渊2-tailed冤遥

运动领域-学业领域 平均数 标准差 t df

角色认同 5.62 8.87 3.91** 37

心理倦怠 -2.93 9.99 -1.81 37

成就目标 0.18 3.74 0.30 37

任务价值 -10.58 13.39 -4.87** 37

兴趣价值 -10.16 7.25 -8.64** 37

成就价值 6.50 2.66 15.07** 37

实用价值 -6.92 4.77 -8.95** 37

成就策略 -0.03 2.03 -0.11 37

成功预期 0.42 1.64 1.61 37

任务回避 -0.46 1.73 -1.65 37

表 1 野学生-运动员冶与职业运动员双重角色认同尧心理倦怠与动机差异

注院* 表示 P＜ 0.05曰** 表示 P＜ 0.01渊2-tailed冤遥

变量
野学生-运动员冶组 职业运动员组 T 检验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t df

运动员角色 投入时间 30.46 7.34 5 50 48.00 14.00 7 70 -7.62** 83

角色认同 41.14 5.08 29 49 43.67 4.45 30 49 -2.54* 90
心理倦怠 22.26 19.18 10 69 27.66 6.36 16 43 -3.27* 90

成就目标 44.51 5.02 32 50 44.72 4.24 33 51 -0.22 90

任务价值 60.50 4.94 49 65 56.47 6.24 36 65 3.31** 90

兴趣价值 23.55 2.05 18 25 21.99 2.53 15 25 3.15** 90
成就价值 18.76 1.76 14 20 17.54 2.55 8 20 2.53** 90

实用价值 18.18 2.04 13 20 16.94 2.67 8 20 2.43* 90

成就策略 18.76 2.41 13 23 20.23 3.67 14 36. -2.15 90
成就预期 12.63 1.76 9 17 12.08 1.62 7 15 1.52 90

任务回避 6.13 1.83 4 10 8.14 2.63 4 20 -4.07** 90
学生角色 投入时间 20.00 14.88 3 50 6.80 5.37 0 25 5.29** 44

角色认同 35.51 7.03 19 49 21.00 9.30 7 44 8.50** 89

学业倦怠 25.20 6.36 15 42 25.4 6.22 10 47 -0.21 90
成就目标 44.33 5.59 29 50 39.25 6.26 18 50 4.00** 90

任务价值 71.08 12.40 33 90 58.92 10.30 31 78 5.12** 90

兴趣价值 33.71 6.77 12 44 28.57 5.51 12 38 4.00** 90
成就价值 12.26 2.36 6 15 10.04 2.00 3 15 4.88** 90

实用价值 25.11 4.03 15 30 20.32 3.74 10 28 5.85** 90
成就策略 18.79 2.61 13 23 21.08 2.13 17 27 -4.60** 90
成就预期 12.20 1.50 9 15 12.17 1.62 7 15 0.10 90

任务回避 6.59 1.99 4 12 8.91 2.12 5 16 -5.27** 90
自尊 16.89 2.30 13 20 15.32 1.94 11 20 3.5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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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野学生-运动员冶的运动员角色认同尧运动心

理倦怠与动机变量之间的关系袁 本研究选取运动员角

色认同尧运动心理倦怠尧成就目标尧任务价值尧成功预期

策略与任务回避策略进行相关分析遥 结果表明渊表 3冤袁
只有运动情景的成就目标与运动员角色认同呈显著正

相关渊r=0.36袁P＜0.05冤袁但是二者相关程度并不高遥 同

一领域内的任务价值感与成就目标呈中度的正相关且

统计意义显著渊r=0.50袁P＜0.01冤遥在成就策略方面袁任务

回避策略与成就目标渊r=-0.34袁P＜0.05冤尧 任务价值

渊r=-0.45袁P＜0.01冤呈负相关袁且统计意义显著袁这表明

成就动机较高的受试者完成任务时更少使用任务回避

策略遥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遥值得注意的

是袁 尽管运动员角色认同与运动心理倦怠之间只表现

出较弱的负相关袁并没有达到统计意义显著水平袁这
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其他中介关系遥
表 3 野学生-运动员冶运动领域角色认同尧心理倦怠

与动机变量皮尔逊相关分析

注院* 表示 P＜ 0.05曰** 表示 P＜ 0.01渊2-tailed冤遥

为了解野学生-运动员冶的学生角色认同尧学业心

理倦怠与动机变量之间的关系袁本研究选取学生角色

认同尧学业心理倦怠以及学业领域成就目标尧任务价

值尧成功预期策略与任务回避策略进行相关分析渊表 4冤遥
分析发现袁在学业领域中袁野学生-运动员冶的学业心理

倦怠与学业任务价值呈显著负相关渊r=-0.32袁P＜0.05冤袁
学生角色认同与学业任务价值呈显著正相关渊r=0.43袁
P＜0.01冤袁学业任务价值感与任务回避策略呈显著负

相关渊r=-0.39袁P＜0.05冤遥 其他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并未

达到统计显著水平遥学生角色认同与学业心理倦怠之

间的相关系数也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水平遥

为探析野学生-运动员冶在运动与学业两个领域中

的角色认同尧心理倦怠之间的相互影响袁本研究对两个

表 4 野学生-运动员冶学业领域角色认同尧心理倦怠

与动机变量皮尔逊相关分析

注院* 表示 P＜ 0.05曰** 表示 P＜ 0.01渊2-tailed冤遥
领域的上述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遥结果表明渊表 5冤袁
运动领域与学业领域的成就目标呈显著正相关

渊r=0.76袁P＜ 0.01冤袁说明野学生-运动员冶在运动与学

业两个领域中有相似的成就目标设定遥运动任务价值

与学业成就目标呈显著正相关 渊r=0.46袁P＜0.01冤袁与
学业任务回避策略呈显著负相关渊r=-0.39袁P＜0.05冤袁说
明运动价值感强的受试者倾向于表现出明确的学业

成就目标袁 并且在学业中面对问题与困难时更少使

用任务回避策略遥 运动成就预期与学业心理倦怠呈

负相关渊r=-0.39袁P＜ 0.05冤袁与学业成就预期呈正相

关渊r=0.50袁P＜ 0.01冤袁说明野学生-运动员冶在运动训

练任务与学业任务中使用相似的成就预期策略袁并
且运动成就预期越高的受试者袁 其学业心理倦怠水

平越低遥 运动任务回避与学业任务回避呈显著正相

关渊r=0.59袁P＜ 0.01冤袁说明受访者在运动与学业任务

中使用相似的任务回避成就策略遥
表 5 野学生-运动员冶双重角色间角色认同尧心理倦

怠与动机变量皮尔逊相关分析

注院* 表示 P＜ 0.05曰** 表示 P＜ 0.01渊2-tailed冤遥

现役青少年职业运动员以特定形式参与到学习

运动领域 角色认同 心理倦怠 成就目标 任务价值 成功预期

心理倦怠 -0.16 - - - -

成就目标 0.36* 0.18 - - -

任务价值 0.15 0.24 0.50** - -

成功预期 -0.13 -0.24 -0.04 -0.16 -

任务回避 0.02 0.04 -0.34* -0.45** -0.10

学业领域 心理倦怠 角色认同 成就目标 任务价值 成功预期

角色认同 -0.10 - - - -

成就目标 0.18 0.08 - - -

任务价值 -0.32* 0.43** 0.10 - -

成功预期 -0.14 -0.10 -0.12 0.01 -

任务回避 -0.16 -0.26 -0.11 -0.39* 0.11

上海野体教结合冶举措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野学生-运动员冶双重角色的认同尧冲突与转化

学业心

理倦怠

学生角

色认同

学业成

就目标

学业

价值感

学业成

就预期

学业任

务回避

运动员角色认同 0.19 -0.05 0.29 -0.10 -0.09 0.16

运动心理倦怠 0.22 -0.11 0.22 -0.26 -0.07 0.05

运动成就目标 0.22 -0.10 0.76** -0.06 -0.25 -0.18

运动任务价值 0.19 0.09 0.46** -0.01 -0.20 -0.39*

运动成就预期 -0.39* -0.15 -0.01 0.02 0.50** 0.08

运动任务回避 -0.16 0.11 -0.01 -0.03 0.18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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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袁 但是在青少年阶段学校教育的卷入程度并没有职

业运动训练的卷入程度高遥 为了解运动训练与学业两

个不同卷入程度的领域中运动员角色认同尧 心理倦怠

及动机表现的差异袁本研究对上述变量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遥 结果表明渊表 6冤袁职业运动员对运动员身份

的角色认同度显著高于对学生身份的角色认同度

渊t=15.99袁df=53袁P＜0.01冤遥 运动领域的成就目标显著

高于学业领域成就目标 渊t=6.57袁df=53袁P＜0.01冤袁同
样运动领域的成就价值显著高于学业领域的成就价

值渊t=19.70袁df=53袁P＜0.01冤遥 然而袁 运动兴趣价值

渊t=-9.70袁df=53袁P＜ 0.01冤 及任务实用价值渊t=-6.48袁
df=53袁P＜ 0.01冤均显著低于学业领域遥 在两个领域的

心理倦怠尧任务价值尧成就策略等方面并不存在显著

差异遥 这说明袁尽管青少年职业运动员在一定程度上

参与学校教育并需要完成学业袁但是其角色认同更倾

向于运动员身份袁且在两个领域中的心理倦怠程度相

近遥青少年职业运动员倾向于为运动训练设定更高的

目标袁认为运动训练任务在其生活中更重要袁但是对

训练任务的兴趣与实用价值却没有学业任务高袁他们

对学业任务表现出更高的兴趣袁同时认为学业任务在

其生涯发展中更有实际意义遥青少年职业运动员在运

动训练任务与学业任务中所使用的成就策略在成功

预期策略与任务回避策略上并没有显著差异遥
表 6 职业运动员双重角色间角色认同尧 心理倦怠尧
动机变量差异 T 检验

注院* 表示 P＜ 0.05曰** 表示 P＜ 0.01渊2-tailed冤遥

为了解职业运动员的运动员角色认同尧 运动心

理倦怠与动机变量之间的关系袁 本研究选取运动员

角色认同尧运动心理倦怠尧成就目标尧任务价值尧成功

预期策略与任务回避策略进行相关分析遥 结果发现

渊表 7冤袁运动领域中袁运动员角色认同与运动成就目

标渊r=0.50袁P＜0.01冤尧运动任务价值渊r=0.37袁P＜0.01冤
均呈显著正相关曰 运动任务价值与运动成就目标呈

显著正相关渊r=0.34袁P＜ 0.01冤曰任务回避策略与运动

任务价值呈负相关渊r=-0.45袁P＜ 0.01冤袁但与成功预

期呈正相关渊r=0.41袁P＜ 0.01冤袁与运动心理倦怠呈显

著正相关渊r=0.38袁P＜ 0.01冤遥 这表明袁运动员角色认

同度较高的受试者更倾向于有较高的运动成就目

标袁且对运动训练的价值感更高袁同时运动成就目标

与运动任务价值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促进遥 运动心

理倦怠水平越高的受访者袁 在面对训练任务中可能

出现的困难与问题时倾向于采用任务回避策略遥 对

运动训练的任务价值感越高的受访者袁 在面对训练

困难时更少使用任务回避策略遥 但是受访者可能会

同时使用两种不同的成就策略袁 任务成功预期越高

的受访者在面对训练情景的困难与问题时也更倾向

于使用任务回避策略遥
表 7 职业运动员运动领域角色认同尧 心理倦怠尧动
机变量皮尔逊相关分析

注院* 表示 P＜ 0.05曰** 表示 P＜ 0.01渊2-tailed冤遥

为了解青少年职业运动员的学生角色认同尧学
业心理倦怠与动机变量之间的关系袁 本研究选取其

运动员角色认同尧运动心理倦怠尧成就目标尧任务价

值尧成功预期策略与任务回避策略进行相关分析遥结
果发现渊表 8冤袁青少年职业运动员的学业角色认同

与学业任务价值呈显著正相关 渊r=0.44袁P＜ 0.01冤袁
学业任务价值与学业成就目标呈正相关渊r=0.46袁
P＜ 0.01冤袁 学业心理倦怠与学业任务回避策略呈显

著正相关渊r=0.28袁P＜ 0.01冤袁而学业成就策略的成功

预期策略与任务回避策略呈显著负相关渊r=-0.38袁
P＜ 0.01冤遥 这表明学业任务价值感较高的受试者具

运动领域-
学业领域

平均

数

标准

差

平均标

准误差

95% 置信区间
t df

Lower Upper

角色认同 22.63 10.40 1.41 19.79 25.47 15.99** 53

心理倦怠 2.17 8.96 1.22 -0.28 4.61 1.78 53

成就目标 5.48 6.12 0.83 3.81 7.14 6.57** 53

任务价值 -2.45 9.74 1.32 -5.11 0.21 -1.85 53

兴趣价值 -6.58 4.98 0.68 -7.94 -5.21 -9.70** 53

成就价值 7.51 2.80 0.38 6.75 8.28 19.70** 53

实用价值 -3.38 3.84 0.52 -4.43 -2.34 -6.48** 53

成就策略 -0.85 3.60 0.49 -1.83 0.14 -1.73 53

成功预期 -0.10 2.37 0.32 -0.74 0.56 -0.28 53

任务回避 -0.76 2.93 0.40 -1.56 0.04 -1.90 53

运动领域 角色认同 心理倦怠 成就目标 任务价值 成功预期

心理倦怠 0.003 - - - -

成就目标 0.50** 0.07 - - -

任务价值 0.37** 0.08 0.34** - -

成功预期 0.113 0.04 0.05 -0.16 -

任务回避 -0.87 0.38** -0.08 -0.45**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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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高的学生角色认同度及更高的学业成就目标遥
学业心理倦怠水平较高的受试者袁 更倾向于在学业

中遇到困难与问题时采用任务回避策略遥 但是面对

学业任务袁 采用任务回避策略的受访者也更少使用

任务预期策略袁这与运动领域不同遥
表 8 职业运动员学业领域角色认同尧 心理倦怠尧动
机变量皮尔逊相关分析

注院* 表示 P＜ 0.05曰** 表示 P＜ 0.01渊2-tailed冤遥

本研究同样对职业运动员受试者在运动与学业

两个领域内的角色认同尧 心理倦怠及动机变量进行

了相关分析袁 以探究此类受试者在两个不同角色之

间的转换遥 分析发现渊表 9冤袁职业运动员的学业心理

倦怠与运动成就预期策略呈显著正相关渊r=0.27袁
P＜ 0.05冤袁 运动成就预期与学业任务回避策略呈正

相关渊r=0.42袁P＜ 0.01冤曰学业成就目标与运动成就目

标呈正相关渊r=0.37袁P＜ 0.01冤袁与运动任务价值感呈

正相关渊r=0.28袁P＜ 0.05冤曰运动任务价值感与学业价

值感呈显著正相关渊r=0.39袁P＜ 0.01冤曰运动心理倦怠

与学业成就预期呈负相关渊r=-0.39袁P＜ 0.01冤袁与学

业任务回避呈显著正相关 渊r=0.27袁P＜ 0.05冤遥 这表

明袁 职业运动员受试者在运动与学业中有相似的成

就目标与价值感袁且在两个领域间相互促进遥对运动

采用成就预期策略的受访者会表现出更高的学业心

理倦怠袁 并且更倾向于在学业领域的问题与困难中

采用任务回避策略遥 但是遇到心理倦怠水平较高的

被试者袁 反而会在学业中表现出更多的学业回避策

略遥也就是说袁尽管职业运动员受访者更倾向于认同

自己的运动员身份袁 但是两个领域中的动机会相互

影响袁其中一个领域出现心理倦怠袁也会影响到另一

个领域动机与任务策略遥

近些年袁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文化教育问题备

受国家的重视袁并提出了野体教结合冶这一竞技体育

人才培养模式袁上海市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袁对野体

表 9 职业运动员双重角色的角色认同尧 心理倦怠尧
动机变量皮尔逊相关分析

注院* 表示 P＜ 0.05曰** 表示 P＜ 0.01渊2-tailed冤遥
教结合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袁且不仅停留在接受退

役运动员进入高校进行文化教育袁或直接招收运动

员进校组建运动队的阶段袁 而是真正从 野娃娃冶抓
起袁选取中小学作为野体教结合冶的合作单位袁使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在接受专业乒乓球训练的同时也要接

受完整的义务教育并完成高中及大学的学业遥 相比于

一线运动队伍进入高校袁义务教育对于运动员的全面

发展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和更深远的影响袁真正摆脱运

动员野一条腿走路冶的困境遥 本研究以角色认同为切入

点袁选取采用野体教结合冶模式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中

国乒乓球学院少年班与传统专业队的青少年乒乓球

运动员进行对比袁证明了野体教结合冶举措的实施的确

有所成效遥 体教结合培养模式下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接受了更好的文化教育袁并且主观上愿意接受并认为

学业任务在自己未来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角色袁也
愿意追求更好的学业成就袁且并没有产生过多的学业

倦怠曰恰恰相反袁野学生-运动员冶的学业倦怠低于职业

运动员袁也表现出更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遥 这些对于

个体的教育选择尧职业角色以及体育参与存在长远的

影响遥
同时通过本研究也可以了解在这一培养过程中

涉及到的风险与阻碍袁 以强调要牢固树立体教协同

育人的理念袁完善协同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遥在体育

改革环境下袁研究竞技体育与文化教育的融合袁使得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得到更科学的培养袁 能够促进青

少年全面发展袁 而传统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因

为对文化教育的忽略袁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青少年

的全面发展袁不利于个体的长远发展遥各竞技体育人

才培养需要相关教育工作者帮助青少年对其野学生-运
动员冶的自我定位进行正确的评价和适当的引导袁最
大化地发挥野体教结合冶的优势遥

学业领域 心理倦怠 角色认同 成就目标 任务价值 成功预期

角色认同 0.15 - - - -

成就目标 0.19 0.15 - - -

任务价值 0.12 0.44** 0.46** - -

成功预期 -0.02 0.14 0.26 0.13 -

任务回避 0.28** 0.22 0.06 0.08 -0.38**

学业心

理倦怠

学生角

色认同

学业成

就目标

学业价

值感

学业成

就预期

学业任

务回避

运动员角色认同 -0.06 -0.02 0.23 0.07 -0.01 -0.14

运动心理倦怠 0.09 0.05 0.03 0.07 -0.39** 0.27*

运动成就目标 0.07 0.18 0.37** 0.19 0.03 -0.24

运动任务价值 0.09 0.13 0.28* 0.39** -0.04 -0.04

运动成就预期 0.27* 0.15 0.11 0.01 -0.03 0.42**

运动任务回避 0.18 0.20 -0.17 -0.08 -0.08 0.26

上海野体教结合冶举措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野学生-运动员冶双重角色的认同尧冲突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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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上海野体教结合冶举措下袁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对野学生-运动员冶双重角色的认同情况袁本研

究对比了两类不同培养方式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在

运动与学业领域中的角色认同尧 心理倦怠与动机水

平的差异袁也对比了野学生-运动员冶样本在两类角

色间心理变量的差异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在上海野体教

结合冶举措下参与训练与学习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袁
比传统训练方式中的后备人才更认同自身的野学生-运
动员冶 双重角色遥 他们在学业任务中的卷入程度更

高袁 也认为学业任务在其生涯发展中起到更重要的

角色袁并且更愿意追求较高的学业成就遥

为了解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野学生-运动员冶双重

角色之间的冲突袁 本研究对两类体育后备人才双重

角色间心理变量进行了比较分析遥 尽管野体教结合冶
举措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在双重角色认同中更倾向

于认同自己的运动员角色袁 但是在面对其生涯规划

与发展时袁他们认为学业的价值更高袁也就是说学业

任务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更重要袁而在成就价值方面袁
运动表现却显得更重要遥也就是说袁双重角色运动员

对运动任务与学业任务的主观价值感在不同维度上

存在差异袁这就体现了双重角色之间的冲突遥但这对

于个体的整体人生规划并不冲突袁在现阶段袁运动员

的角色认同会帮助他们更积极地投入到运动训练和

比赛中袁而从长远发展考虑袁他们也会为自己退役后

的生涯规划做长远的打算袁 这也会激励他们学好文

化知识袁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遥

通过对运动与学业两个领域间的相关分析袁研
究发现袁在上海野体教结合冶举措下袁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存在野学生-运动员冶双重角色之间的转化袁即两

个领域中的成就目标尧成就策略会相互促进遥在职业

运动员身上并没有发现两个领域之间成就策略的相

互促进遥 在职业运动员身上体现更多的是运动员角

色认同袁 以及两个领域间动机的冲突遥 值得注意的

是袁野学生-运动员冶 的运动心理倦怠与学业倦怠都

比职业运动员要低遥这与国外研究结果一致袁单一的

角色认同可能使个体在单一领域中有较高的成就预

期袁从而增加心理倦怠的风险袁而多重角色认同则可

以避免此现象遥因此袁双重角色之间的转化袁对于野学

生-运动员冶的心理健康存在促进效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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