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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旺盛感指个体同时体验到活力和学习的一种心理状态袁 包含活力和学习两

个维度遥 旺盛感是衡量运动员内在认知和情感状况的重要指标袁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

激发运动员潜能袁进一步提升运动员运动表现袁无论对运动员还是体育组织的可持续

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本文介绍了旺盛感的概念和 3 种测量工具袁梳理了

旺盛感的相关理论模型袁包括优秀运动员旺盛感模型尧旺盛感社会嵌入模型尧旺盛感

个人成长整合模型尧青少年旺盛感的动态过程模型袁指出未来研究可开发中国运动员

旺盛感的测量工具袁 联合个体与环境双重视角袁 揭示相关变量对运动员旺盛感的影

响遥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纵向与横向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袁为运动员训练及体育组织管理

提供相关启示与指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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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of exuberance refers to a psychological state in which an individual experiences vi-

tality and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It includes two dimensions: vitality and learning.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internal cognition and emotional status of athletes袁the study of the sense of

exubera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t is beneficial for stimulating the athlete's potential and further

improving their performance in sports. It is also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of both athletes and sports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s about the sense

of exuberance and 3 assessing instruments and reviews its relevant theoretical models, including elite

athletic exuberant model, socially embedded exuberant model, integrative exuberant model of individ-

ual growth and dynamic exuberant model of adolescence. It is noted that future researches should de-

velop exuberant assessing instruments for Chinese athletes, integrate both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

tal perspectives, reveal the impact of related variables on athletes' sense of exuberance. Both longitudi-

nal and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methods can be employed to provide relevant inspirations and guid-

ance for athlete's train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sports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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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末袁美国心理学家 Seliaman 提出积极心

理学袁它致力于研究如何发挥个体尧群体尧组织的最

佳功能渊optimal functioning冤或获得旺盛感渊thriving冤
等问题 [1]遥 受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影响袁运动心理学改

变了过去集中于 野压力冶野心理倦怠冶野焦虑冶 等问题

的关注袁 开始聚焦于促进运动员最佳功能和获得旺

盛感的环境与过程遥 已有大量研究对运动员比赛最

佳心理状态给予考察袁 但对旺盛感的影响因素及作

用效果的讨论有所不足[2]遥
旺盛感常被视作个体成长和进步的检测指标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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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体和组织都具有重要意义 [3]遥 众多实证研究

表明袁旺盛感有利于提升个体工作绩效 [4]袁表现出更

高的工作满意度[5]尧组织忠诚度 [6]及身心健康[7]袁促进

个体持续健康发展遥另外袁旺盛感强烈的个体职业倦

怠感较少且健康感知能力高于其他成员遥 对于运动

员而言袁旺盛感有利于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尧促进个

体发展并增强个体自我效能感 [8-10]遥 因此袁旺盛感的

研究对运动员或体育组织可持续发展都存在十分重

要的意义遥但这些研究主要来自国外袁国内目前对于

运动员旺盛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遥 为促进对运动

员旺盛感研究的提升和实践袁 基于国内外运动员旺

盛感已有研究成果袁本文从概念尧测量工具尧理论模

型尧干预提升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梳理袁以期为国内外

研究者提供参考遥

旺盛感渊thriving冤的研究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中

期袁在医学领域袁常常用野难以旺盛冶来描述不佳的健

康状态遥在心理学领域袁旺盛感被用于形容一种积极

成长的心理状态遥早期学者基于不同视角袁对旺盛感

进行了不同的概念阐释遥 如在社会学领域袁Lerner

等 [11]将社会发展旺盛感定义为由健康成员组成的综

合服务型社会袁 且青年人与成年人之间建构出成熟

的关系纽带遥 在商业领域袁Arnold 等 [12]提出野个体旺

盛感冶源于成就感尧财富及成功遥 Daniel 等 [13]在梳理

和整合不同领域有关旺盛感的研究后袁 提出旺盛感

的定义袁指个体同时体验到发展与成功袁并表现为高

水平的幸福感和绩效表现遥
但目前旺盛感的研究多囿于工作领域袁 工作旺

盛感的概念最早由 Spreitzer 等 [14]提出袁将其定义为

在工作中同时体验到活力渊vitality冤和学习渊learning冤
的心理状态遥 活力指个体充满能量与工作热忱的状

态 [15]袁而学习则指通过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提升个

体能力与自我效能感的感觉 [16-17]遥两个维度并非孤立

存在袁 它们相互依存袁 存在于个体发展过程中情感

渊affective冤和认知渊cognitive冤两大方面遥 值得注意的

是袁 旺盛感表明个体在某种特定情境下的心理状态

渊state冤袁而非人格特质渊enduring disposition冤遥 因此袁
旺盛感会随情景尧时间的变化发生波动袁但不会突显

现为一种截然相反的状态袁在一定时间内袁旺盛感的

变化是连续尧统一的 [18]遥 如果不限时间袁个体旺盛感

将表现为一种连续的状态[19]遥基于此袁在连续且相对

较短的时间内袁 旺盛感被视作可测量并且相对稳定

的状态遥 旺盛感的构念与积极心理学的很多概念类

似袁如精神幸福感渊subjective well-being冤尧心流渊flow-

ing冤尧工作投入 渊work engagement冤尧自我实现 渊self-
actualization冤等 [20-21]遥 其主要区别在旺盛感存在活力

与学习两个维度袁强调一种积极的个人成长心理状态遥
在组织行为学领域袁Spreitzer 等 [14]提出袁旺盛的

员工能够不断积极成长与进步袁 在高效完成本职工

作的基础上袁还会完成职务范畴外的工作袁促进组织

绩效的提升袁更有利于组织旺盛发展遥 研究表明袁旺
盛感强的员工更难以产生工作倦怠情绪 [22]袁压力应

对方式更加灵活袁缺勤率尧看病次数均低于其他员工[23]遥
在体育领域袁起初袁旺盛感被视作成功尧控制感尧成就

感的附属变量遥
Gucciardi 等 [24]首次在体育领域引入旺盛感的概

念袁以青少年高水平篮球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袁提出教

练员控制行为渊如恐吓尧威胁等冤会抑制运动员旺盛

感的产生袁 而心理坚韧性强的运动员则更易产生旺

盛感遥Brown 等[8]以质性研究的方法探究了精英运动

员的旺盛感袁 认为旺盛的运动员将全身心投入体育

运动中袁 体会到强烈的幸福感并能维持高水平运动

表现袁有利于个体内在动机与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袁促
使运动员积极健康发展遥

总体来说袁旺盛感反映了个体向上发展的轨迹袁
既能促进个体健康发展袁又能帮助可持续型组织的建

立遥而借鉴至体育领域袁培养运动员旺盛感也极有可

能是提升运动员运动表现水平尧促使其健康发展尧建
构优秀体育组织行之有效的途径遥

由于旺盛感的研究起步较晚袁在 Porath 等 [25]的

旺盛感量表正式开发之前袁 一些学者对旺盛感的测

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遥
依据 Spreitzer 等[19]提出工作旺盛感的二维结构袁

Carmeli 和 Spreitzer 编制了工作旺盛感量表[26]遥 该量

表共分为两个维度袁 即学习和活力袁 该问卷共包含

11 个条目袁 其中 3 个条目测量学习袁 用 Atwater 和

Carmeli[27]研究中使用的 8 个条目测量工作中对活力

的主观体验袁条目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法遥 因子分析

结果说明袁 学习因子和活力因子可以用以解释工作

旺盛感量表的所有条目袁Cronbach 琢 系数为 0.94遥
基于旺盛感的二维因素结构袁Porath 等[28]编制了

工作旺盛感量表遥 作为工作旺盛感较为正式的测量

工具袁它也遵循一般量表开发程序袁并针对不同样

本渊学生尧技术人员尧后勤员工尧管理人员冤袁进行施

测并检验其信效度袁因此问卷具有良好的适用性与

较高的可信度遥初始量表共 2 个因子袁24 个条目遥其
中活力量表中 7 个条目来自 Ryan 和 Frederick 主观

运动员旺盛感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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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量表袁其余条目均为自行编订袁而后逐渐剔除

到10 个条目袁学习维度渊如野我感到自己在不断提

升冶冤和活力维度渊如野我充满能量和精神冶冤各占半

数遥 反应项目形式采用 Likert 7 点评分法遥 目前袁工
作旺盛感问卷最受研究者欢迎袁使用范围也最为广

泛遥 已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袁发现该问卷信效度良

好 [29]遥
Niessen 等[18]提出的旺盛感量表包含活力与学习

两个因子袁共 10 个条目遥活力因子的测量借助 Shirom-

Melamed 活力量表中的身体活力子量表中的 5 个条

目进行袁学习因子的测量选取了 Sonnentag[30]的研究

中的 5 个条目遥由于研究针对全天工作旺盛感渊包括

工作结束后冤进行评估袁因此已有学者对条目进行了

一定的修改袁如野刚结束工作的我感到精力充沛冶今
天袁我享受工作中具有技能和挑战性的任务冶遥 量表

均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袁从无到有程度逐步增加遥
综上所述袁 旺盛感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在各个领

域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与应用遥 在对运动员旺盛感

的测量中袁Gucciardi 等 [24]证实了 Niessen 等编制的问

卷可作为运动员旺盛感有效测量工具袁 在运动员旺

盛感的实证研究中进行了初步探索遥 但该测量工具

在中国运动员群体中是否完全适用袁 仍需学者们进

行进一步探索与验证遥

Brown 等 [8]在实用主义理论指导下袁探讨精英运

动员的旺盛感遥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袁分别以 5 名

精英运动员尧5 名顶级教练员尧5 名运动心理学家为

研究对象袁最终建构出精英运动员旺盛感模型渊图 1冤遥
该模型认为运动员旺盛感的前因变量包含情景特征

和人格特征两大方面遥 并提出旺盛感是一个两维度

渊幸福感和维持高水平运动表现冤的构念袁包括 8 个

成分袁分别是维持高水平运动表现尧专注与控制尧主
动改善意识尧高质量动机尧乐观向上尧积极进步尧全面

提升尧团队归属感遥该模型揭示了体育运动中旺盛感

的诱发因素袁 指出旺盛感是人格特质和情景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袁并引入动机作为中介变量袁通过心理

需要的满足激发其内部动机袁 有效促进运动员旺盛

感的产生袁并进一步提升运动表现尧自信尧动机袁促进

个体健康发展遥 该模型是体育领域中首个旺盛感模

型袁 其构建对工作中旺盛感的个人成长整合模型进

行了拓展袁揭示了诱发旺盛感相关人格因素袁也可为

运动选材提供科学依据遥 但该模型仍需后续实证研

究的检验遥

图 1 优秀运动员旺盛感模型 [8]

基于自我适应论 [31]和自我决定论 [32]袁Spreitzer
等[14]提出了工作旺盛感的社会嵌入模型渊图 2冤遥

图 2 旺盛感的社会嵌入模型[14]

[14]

旺盛感的社会嵌入性一是来源于旺盛感的二维

度构念渊工作和活力冤袁二是将旺盛感视作一种特定

情境下的心理状态前提假设袁 上述两点均与社会支

持系统紧密相关 [33-34]遥 模型认为袁组织情景尧工作资

源是工作旺盛感的前因变量袁 它们通过激发个体主

动行为使个体产生工作旺盛感袁 并促使个体健康发

展遥 其中袁个人主动行为是工作旺盛感的野发动机冶袁
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对其进行论证袁 认为员工主动

工作行为满足了其基本心理需求袁 从而引发工作旺

盛感遥 反过来袁拥有良好旺盛感的员工袁会产生更多

的主动行为袁进而形成旺盛感的良性循环遥而特定的

组织情景是激发个人主动行为的必要条件袁 主要包

含自主决策尧丰富的信息共享尧信任和尊重的氛围 3 种

具体特征遥 工作中产生的积极资源则为主动行为的

旺盛感影响因素
※情景因素
● 高质量的关系

● 教练支持

● 家庭支持

● 团队支持

● 社会支持

● 训练支持

● 压力支持

※个人因素：
● 动机/欲望

● 感恩/信任/
目标承诺

● 潜在压力情景
控制尧管理能力

● 专注

● 成功感知 /
自我信念

● 目标设置 /
创造挑战

● 积极心态

旺盛感特质
※高水平运动表现
※乐观
※专注与控制
※积极意识到需要
改进的地方

※高质量动机
※日益进步
※整体提升
※团队归属感

旺盛感产出
※个人发展
※绩效表现
※自信
※动机增强
※情绪 /动机弱化

组织情景特征

● 自主决策

● 丰富的信息共享

● 信任与尊重 个人
工作旺盛感

体验的

● 活力感

● 学习感

个人
旺盛感产出

● 发展

● 健康

个人主动
工作行为

● 聚焦任务

● 探索

工作中产生的资源

● 知识

● 积极意义

● 积极情感资源

● 关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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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提供动力袁 同时又作为主动行为副产品再次产

生遥该模型展示了旺盛感的良性循环运作过程袁并指

出袁旺盛感可作为员工自我发展评估的重要指标袁促
进行为修正袁达到自我适应遥该模型能为中国运动员

旺盛感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袁 例如与教练员要
运动员的关系尧运动员之间的积极情感关系尧运动员

的职业发展以及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等袁对个人尧体育

组织的积极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遥

在自我决定理论基础上袁Spreitzer 等[19]提出工作

中个人成长的整合模型渊图 3冤袁展示了外界因素通

过自我决定改变个人行为袁 进而引发旺盛感的运作

机制遥具体而言袁积极的组织情景可通过个体基本心

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袁 激发员工工作旺盛感的产

生袁并进一步提升员工绩效与健康袁激发其积极性袁
改善其适应性遥 该模型是对社会嵌入模型的进一步

具体化遥明确了旺盛感产出中的发展性以积极性尧适
应性尧绩效表现为特征遥 同时袁该模型强调了人的主

观能动性袁指明个体可通过创造自主决策尧丰富的信

息共享等良性外界情景来激发旺盛感遥 基本心理需

要与运动员心理坚韧性的相关研究已经得到证实袁
结合个人成长整合模型袁 未来在探索教练员支持行

为尧基本心理需求尧心理坚韧性等对运动员旺盛感的

影响等方面袁 也许是促进运动员身心发展重要的研

究视角 [35]遥

图 3 个人成长整合模型[19]

Benson 等 [36]基于发展情景论袁构建了青少年旺

盛感的动态发展模型渊图 4冤遥 将旺盛感的本质视作

个体的一种潜能袁即在个体与环境动态作用中袁青少

年积极发展的轨迹遥 旺盛感的培养是人与环境动态

双向交互的过程袁以自我认同的野火花冶为出发点袁并
在后天培养习练中获得遥 旺盛感的核心是个体出于

对某些兴趣尧技能尧能力认同而产生的激情袁又称为

自我认同的野火花冶遥 同时袁青少年作为培养的主体袁
需为其野火花冶的培养提供一个积极成长环境袁这就

离不开重要他人渊父母尧教师尧同伴等冤的理解尧支
持尧肯定与激励遥旺盛感可促进青少年对动态发展情

景的适应与可持续健康发展遥 青少年在发展过程中

的任意时间点都会或多或少体会到旺盛感袁 只是程

度上存在差别袁 个体在走向旺盛的过程中会有连续

的旺盛感体验遥

图 4 青少年旺盛感动态过程模型[36]

近年来袁旺盛感测量工具不断完善遥但测量工具

的适用性尧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检测遥国外针对运动

员旺盛感的测量已有初步研究袁 但对国内运动员旺

盛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袁因此缺乏本土化验证袁
应用也较为匮乏遥 因此要基于验证旺盛感在国内运

动员的维度结构袁 修订或编制运动员旺盛感的本土

化测量工具袁依托虚拟现实技术尧脑电技术袁开发更

具有情境性尧有效性与针对性的测量工具遥

旺盛感表明个体在某种特定情境下的状态袁而
不是一种稳定的个体特质遥 这种状态不是固定不变

的袁会因个体所处情景的变化袁而呈现不同的状态水

平遥前期联合个体与环境双重视角袁对运动员旺盛感

影响因素展开的研究较为缺乏袁 多囿于以个体或环

境单一视角对运动员旺盛感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遥 而

旺盛感个人成长整合模型提出袁 外界因素通过自我

决定改变个人行为袁进而引发旺盛感遥 因此袁要对处

于体育组织中的运动员旺盛感展开研究袁 联合个体

渊如心理坚韧性尧动机类型尧应对策略冤与环境渊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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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支持尧团队凝聚力冤双重视角袁全面系统地揭示相

关变量对运动员旺盛感的影响袁 并对内外部因素的

内在联系予以关注袁 以期为训练及组织管理提供相

关启示与指导遥

以往研究多采用横向研究的方式袁 虽能明确变

量间因果关系袁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遥旺盛感作为

一种动态状态性心理变量袁 若只采用单一的纵向研

究方式袁无法准确反映其动态变化规律遥 因此袁可采

用纵向研究的方式追踪其动态变化规律袁 以期在较

长的时间内袁 揭示运动员旺盛感的作用机制与内在

变化规律遥 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结合

的方式袁对运动员旺盛感的概念属性尧内部成分尧影
响因素尧作用效果尧发展脉络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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