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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自我谈话是体育运动领域中一种常见的心理干预方式,其在国外研究较为广泛,而国内研究相对较

少.以 WOSTM核心合集数据库中体育领域收集的1991-2018年自我谈话为主题的277篇文献作为数据源,采用

可视化分析,进而得出国外相关研究的热点话题及发展趋势,从而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研究结果表明:国外相关研

究主要分布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研究团队的合作呈现区域性分布;研究热点主要集中竞技运动领、体育教育

与体育锻炼领域以及测评工具研制.未来研究应扩大研究群体范围,比较不同维度自我谈话效果差异及其交互效

应,重视文化与人格特征差异,多学科交叉整合揭示自我谈话作用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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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赛场竞争激烈,如何提高运动员竞赛表现是运动科学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运动心理学领

域主要通过各种心理技能训练来帮助运动员提升竞赛表现.自我谈话是运动心理技能训练中应用最为普遍

的认知干预技术之一.自我谈话是指个体自己对自己说话的过程[1].HARDY(2006)基于前人对自我谈话的

界定分析后认为,自我谈话包括6个维度,即1)效价维度(积极或消极);2)显隐性维度(发声或不发声);3)
自我决定维度(指定内容的或自由选择);4)动机解释维度(促进或抑制);5)功能维度(指导或激励);6)频率

维度(经常或偶尔)[2].此后,围绕自我谈话与动作表现关系的研究大多沿用了 HARDY对自我谈话的划分

方式.
以往对自我谈话的研究表明,在训练和比赛中使用自我谈话能显著提高运动员的运动表现[3].目前,国

外围绕体育运动领域的自我谈话进行了大量研究,而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因此,对国外体育运动

领域自我谈话研究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得出国外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热点话题等相关信息,为我国在该领

域的研究提供科学的借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国外自我谈话研究的发文量较多,研究专家及其研究

方向较广,传统搜索和阅读的方式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本研究基于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国外在该领域的

研究进展,能迅速清晰地了解国外的研究现状,并找出该领域的专家和研究热点,为我国体育运动领域的自

我谈话研究提供方向与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检索 WOSTM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日期为2019年3月7日,经查阅以往研究资料和咨询专家后,最
终决定检索字段选择TI=“self-talk”;并选择TS=“sport”,“athlete”,“motion”,“exercise”等为并列主题

词;文献语言选择“English”;文件类型选择“All”;时间跨度选择1991-2018;其他选项为默认选项.对检索

结果进行筛选后,共计得到277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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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工具与操作方法

运用CiteSpaceV软件,将筛选后的数据导入软件,选择最小生成树算法(MST)绘制图谱,得出国外体

育领域自我谈话的文献量、研究国家与作者分布、文献关键词,并对图谱信息进行分析解读,得出国外自我谈

话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时空分布特征

文献量分布变化对评价该领域所处的阶段、预测发展的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检索结果,绘制出年度

发文量时空分布图(图1).通过分析得出,1991-2018年期间,国外体育领域自我谈话研究文献共计277篇,
年均发表量呈现上升趋势.按照上升的速度变化,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缓慢增长期、稳健发展期与剧烈

波动期.缓慢增长期(1991-2001)年均发文量低于平均发文量(9.07篇),总体文献量呈缓慢增长的趋势.尽
管在20世纪80年代亦有研究将自我谈话作为一种心理训练或准备策略与其他心理技能训练整合应用于运

动员的心理干预,但单独探讨自我谈话效果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兴起.因此,20世纪90年代至

21世纪初是体育运动领域自我谈话研究的起步阶段.彼时,自我谈话的概念界定、本质内容、测量评价以及

作用机制等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稳健发展期(2002-2010)年均发文量较之前有明显增长,总体文献量呈现

快速稳定增长趋势.此时,自我谈话研究已经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剧烈波动期(2011-2018)年均发文

量呈现高速不稳定增长趋势,期间出现三个峰值.尽管发文量呈现出不稳定的波动,但总体趋势仍是增长.
2018年国际著名运动心理学期刊SportPsychologist刊载了一期自我谈话专题.由此可见,自我谈话仍是运

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2.2 地域分布特征

运行软件CiteSpaceV,时间选择1991-2018,时区分割设置为1,节点类型选择“country”,其余参数设

置选择系统默认.打开可视化窗口,得出体育领域自我谈话研究相关的国家/地区贡献知识图谱(图2).其中

节点有15个,连接数22条.每个节点表示一个国家/地区,连线表示两个节点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线条越

粗表示节点之间的联系强度越强.圆圈的大小与其发文量成正比.最外层的圆环表示文献的中心度,中心度

是图谱中起连接作用大小的度量,与其他文献联系越密切,圆圈外环圆环越厚,中心度越高[4].
从发文量看,美国的发文量最高,达到88篇,约占总发文量的31.8%.其他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国家和

地区依次是英格兰(52篇)、加拿大(29篇)、希腊(26篇)、威尔士(19篇)、西班牙(10篇).从中心度来看,英
格兰以0.78的中心度占据第一位,说明英格兰的文献对该领域具有很大贡献.其后美国以0.25次之,之后是

希腊和威尔士.此外,研究还发现,国家或地区作者发表的文章与整体之间的关联性较小.总体来看,277篇文

献主要分布在1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英格兰、希腊、威尔士等4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发文量还是中心

度都占有很高的地位.加拿大虽然发文量较高,但其中心度却较小,说明该国文献与总体的文献联系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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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核心作者分布特征

文献作者是文献内容的创作者,是文献

创新思想的主要贡献者,对关键作者信息进

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掌握相关领域的科学前

沿和热点信息.运行软件CiteSpaceV,节点

类型选择“author”,其余参数设置选择系统

默认,得出关键作者知识图谱.通过分析图普

发现,关键作者之间的合作网络密度值较

小,表明作者间合作程度偏低.根据普赖斯科

学定 律,核 心 作 者 发 文 量 表 示 为 :M ≈

0.749 Nmax(M 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

Nmax为发文最多的作者论文数)[5].根据统计

结果,本研究中 Nmax=18,从而可得出 M=
3.2.因此,将发表文章数量在4篇及以上的作者界定为自我谈话研究的核心作者.由于篇幅限制,表1仅列出

发文量排名前10的作者.由表1可知,HATZIGEORGIADIS是该领域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其早期研究方向

主要为自我谈话类型与运动表现之间的关系,之后转向对自我谈话作用机制的探究.
表1 国外体育领域自我谈话研究作者分布表(前10名)

Tab.1 Distributionofselftalkauthorsinforeignsportsfield(TOP10)

排序 作者 机构 国家/地区 发文量

1 HATZIGEORGIADISA UnivThessaly Greece 18

2 ZOURBANOSN UnivThessaly Greece 16

3 THEODORAKISY UnivThessaly Greece 15

4 HARDYJ BangorUniv Wales 12

5 VANRAALTEJL SpringfieldColl USA 8

6 THELWELLRC UnivPortsmouth England 8

7 HANTONS UnivWalesInst Wales 6

8 LATINJAKAT UnivGirona Spain 6

9 HARDYL BangorUniv Wales 5

10 MARTINGL UnivManitoba Canada 5

  良好的合作氛围有助于提高论文的产出率,且随着团队合作人数的增加,其影响力也随之增高.根据图

谱发现,该领域的合作团队主要包括 HATZIGEORGIADIS团队、HARDY团队、VANRAALTE团队和

THELWELL团队.其中,HATZIGEORGIADIS团队是该领域最大的合作团队,其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1)自我谈话对动作表现的影响;2)自我谈话作用机制的研究.HARDY团队的研究方向集中于对运动员自我

谈话应用的描述性研究以及自我谈话概念与内容的理论分析.VANRAALTE团队则主要致力于自我谈话

的质性研究.THELWELL团队主要探索不同群体(运动员、教练等)对自我谈话功效的评价差异.此外,对合

作团队成员背景信息调查发现,核心作者之间的合作具有区域性,同一团队的核心成员大都来自同一国家或

机构.其中,HATZIGEORGIADIS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希腊的塞萨利大学;HARDY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

威尔士的班戈大学;VANRAALTE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美国的春田学院;THELWELL团队的成员主要

来自英格兰的朴次茅斯大学.
2.4 关键词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内容的浓缩和提炼,可以反映文章的主题内容,较高频率的关键词代表该领域的研究热

点.运行软件CiteSpaceV,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其余参数设置选择系统默认,最终得出自我谈话关键词

图谱.对关键词进行整理,列出频率排名前20个关键词(包括“自我谈话”在内),这些词汇能够代表该领域研

究的热点.由表2可见,除了自我谈话之外,运动表现、运动、焦虑、策略以及网球运动员具有较高的出现次数

与中心度(排名前5),成为体育运动领域自我谈话研究的热点内容.此外,压力、心理技能、干预、球员、比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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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表象等关键词尽管在频次与中心度上略低,但也与竞技运动密切相关.由此可见,竞技运动领域是自我谈

话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锻炼、身体活动、技能以及任务等关键词与体育教学(动作技能学习)和体育锻炼有

关,成为自我谈话研究的第二大领域.效度、问卷、感知以及思维则与自我谈话的测评有关,成为自我谈话研

究的第三大领域.对高频关键词分析总结发现,体育运动领域自我谈话研究热点主要分为三大类:即竞技运

动中的自我谈话研究,体育教学(动作技能学习)与体育锻炼中的自我谈话研究,自我谈话测评工具的研制.
表2 体育领域自我谈话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表

Tab.2 Distributionofhighfrequencykeywordsinforeignsportsfield

排序 关键词 出现次数 中心度

1 performance/运动表现 79 0.23

2 selftalk/自我谈话 75 0.31

3 sport/运动 57 0.31

4 anxiety/焦虑 30 0.12

5 strategy/策略 30 0.18

6 tennisplayer/网球运动员 30 0.17

7 validation/效度 19 0.08

8 psychologicalskill/心理技能 16 0.06

9 skill/技能 15 0.03

10 exercise/锻炼 14 0.08

排序 关键词 出现次数 中心度

11 player/球员 13 0.04

12 intervention/干预 13 0.05

13 task/任务 12 0.03

14 questionnaire/问卷 11 0.08

15 imagery/表象 11 0.01

16 stress/压力 10 0.07

17 competition/比赛 9 0.01

18 physicalactivity/身体活动 7 0.03

19 perception/感知 7 0.06

20 thought/思维 7 0.03

2.4.1 竞技运动领域

体育运动领域自我谈话研究最常见于竞技运动领域.竞技运动领域的自我谈话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类:
采用质性研究范式对运动员自我谈话的使用情况进行的调查研究,探讨自我谈话干预对运动员心理与行为

表现的影响的实证性研究.运动员使用自我谈话的调查研究以VANRAALTE的团队与HARDY的团队研

究为主.例如,VANRAALTE团队(1994,2000)对网球运动员赛中使用自我谈话的情况的调查研究[6-7].
HARDY团队(2001)对不同项目运动员使用自我谈话的4W 因素(where,when,what,why)的调查研究[8].
HARDY团队(2005)对运动员使用自我谈话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的比较研究[9].THIBODEAUX等

(2018)对青少年网球运动员的调查结果显示,比赛过程中运动员更倾向于使用指导型和消极性自我谈

话[10].除了对运动员使用自我谈话的情况调查研究外,研究者也对影响运动员使用自我谈话的内外部因素

进行了研究.例如,ZOURBANOS等(2010)探讨了教练员执教行为与运动员自我谈话使用情况的关系,发现

教练员的支持性执教行为与运动员使用积极自我谈话呈正相关,消极性执教行为与运动员使用消极自我谈

话呈正相关[11].HARWOOD等(2004)对精英运动员的调查结果显示,高任务中等自我定向者比低任务中等

自我定向者、中等任务低自我定向者使用更多的积极自我谈话[12].
自我谈话干预对运动员心理与行为表现的研究可分为两小类:考察自我谈话作为一种系统心理干预技

术对竞赛表现的影响,比较不同类型自我谈话对动作表现的影响差异.例如,JOHNSON等(2004)采用单被

试研究设计对女子足球运动员的研究发现,自我谈话干预能够提高足球运动员的射门成绩[13].HATZI-
GEORGIADS的团队(2014)考察了10周自我谈话干预对青少年游泳运动员竞赛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
对于控制组,自我谈话干预组的游泳成绩得到了显著提高[14].BLANCHFIELD等(2014)采用自我谈话对被

试的骑行能力干预的结果表明,激励型自我谈话能够降低个体的RPE(主观疲劳感),从而提高他们的耐力

表现[15].LATINJAK等(2014)的调查结果表明,目标导向型自我谈话能够控制个体的思维、激活动机水

平[16].HATZIGEORGIADIS等(2017)发现,在身体活动任务中,激励型自我谈话有助于降低个体对体力消

耗的感知,而在认知任务中,指导型自我谈话有助于降低个体对任务复杂性的感知,从而减少了精神

消耗[17].
2.4.2 体育教学(动作技能学习)与体育锻炼领域

尽管自我谈话作为一种心理干预技术广泛应用于竞技运动领域,但其对动作表现的积极效应也被引入

体育教学与青少年动作技能学习之中.例如,DANA(2011)比较了指导型与激励型自我谈话对连续与分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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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技能的学习效果[18].ZETOU等(2012)考察了4周指导型自我谈话对少年女子排球发球学习效果的影响,
结果同样支持了自我谈话对动作学习的积极效应[19].ZOURBANOS等(2013)对小学生的研究表明,指导与

激励型自我谈话均有助于手球技能的提高,但对于非优势手的学习,指导型自我谈话效果更佳[20].LOTFI等

(2016)对男学生的研究表明,激励与指导型自我谈话均能提高学生的足球射门表现,且激励型自我谈话更有

助于降低学生的焦虑水平[21].除了促进青少年动作技能学习之外,自我谈话也被应用于老年的体育锻炼.例
如,OLIVER等(2016)研究发现,自我谈话能够增强老年人对身体健康的认识,促进他们积极参与体育

锻炼[22].
2.4.3 自我谈话测评工具研制

对国外自我谈话测量工具进行分析与整理发现,自我谈话测量工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旨在描述运动员

对自我谈话的应用,另一类旨在评价运动员的自我谈话内容与结构.VANRAALTE(1994)是最早对运动员

在竞赛中使用自我谈话情况进行调查的学者,其编制的《自我谈话与肢体动作评价量表》用于记录运动员在

竞赛中每次得失分后可观察到的自我谈话与肢体动作[6].随后,HARDY(2005)参照《表象应用问卷》结构并

在前期的质性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编制《自我谈话应用问卷》,旨在测量运动员在训练与竞赛中的自我谈话应

用情况.在评价运动员自我谈话的内容与结构方面,研究者从积极与消极效价维度出发编制了相应的自我谈

话量表[9].例如,HATZIGEORGIADIS等(2000)编制的《体育运动中思维问卷》主要测量消极自我谈话(比
赛结果的担忧、逃离想法、任务无关想法)[23].此后,ZOURBANOS等(2009)进一步分别考虑积极与消极自

我谈话,编制了《体育运动中自发自我谈话问卷》,旨在测量运动员自发的积极与消极自我谈话[24].在对自我

谈话功能测评上,ZERVAS等(2007)依据自我谈话的激励与认知功能编制了《体育运动领域自我谈话问

卷》,该问卷用于测量运动员自我谈话的激励与认知应用情况[25].THEODORAKIS等(2008)编制的《自我谈

话功能问卷》,旨在测量自我谈话的功能,包括5个维度,分别是注意焦点、提升自信、管理努力、控制认知、情
绪反应[26].正是稳健发展期(2002-2010)期间各种自我谈话标准化测评工具的研制,促进了研究者以更加

成熟化的测评工具对自我谈话开展大量的研究.
2.5 自我谈话研究的演化脉络分析

根据关键词图谱运行结果,调节CiteSpace软件,可视化类型选择”TimeZoneView”,并选择关键词进行

聚类,由此得出关键词动态变化图谱分布(图3).由图3可以看出,1991-2001年间,performance(运动表

现)、skill(技能)、player(运动员)等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表明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我谈话的应

用与作用效果.如VANRAALTE等(1994、2000)对运动员使用自我谈话情况的调查研究[6-7].LANDIN
(1999)和HARDY(2001)探究了自我谈话对运动员动作表现的影响研究[27-28].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为今后

自我谈话研究提供了参考.
2002-2010年间,高频关键词主要包括strategy(策略)、anxiety(焦虑)、imagery(表象)、perception(感

知)、motivation(动机)等,突显出自我谈话作用机制成为该时期的研究重点.如JOHNSON(2004)认为自我

谈话能增强运动员自信心[13].HATZIGEORGIADIS(2008)认为自我谈话能降低运动员焦虑水平[29].LAT-
INJAK(2010)认为自我谈话能提高运动员比赛专注度[30].THEODORAKIS(2008)则综合多方面因素分析

了自我谈话的作用效果[31].这些研究从多个角度出发,全面剖析了自我谈话对动作表现的作用过程,为此后

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011-2018年间,出现了多个高频关键词.这表明,该时期自我谈话研究不再拘泥于一二个主题研究,

而是进入到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该时期的特点为动作任务多样化、研究人群扩大化.在动作技能方面,既有

对球类动作技能的研究,也包括粗放类(力量类)动作技能的研究.例如,ZOURBANOS(2013)和CRISTINA
(2016)分别对手球运动员和曲棍球运动员进行了相关研究[20,32].BAHARI等(2012)考察了自我谈话的表述

方式(发声与不发声)对力量型任务的影响[33].在研究人群方面,不再局限于运动员,青少年群体成为当前研

究的新兴话题.例如,AGHDASI(2012)和ZETOU(2012)分别探究了自我谈话对青少年飞镖与排球运动员

进行了研究[19,34].同时,体育锻炼参与人群也开始被关注.例如,HATZIGEORGIADIS(2016)和GREGERS-
EN(2017)考察了自我谈话对不同人群锻炼行为的作用效果[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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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我谈话研究未来发展趋势

3.1 扩大研究群体范围,探讨自我谈话效果的普适性与特异性

现有体育运动领域自我谈话研究的被试群体以运动员或学生群体为主,这导致了自我谈话的研究领域

仍局限于竞技运动与体育教学(动作技能学习).传统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包括三大领域,竞技运动、学校体

育以及大众健身[37].显然,自我谈话作为体育运动心理学的热点研究主题之一,对大众健身领域的介入明显

不足.其原因在于研究者更关注自我谈话对动作表现的影响,这从以往自我谈话的理论模型中可见端倪.
以往的自我谈话理论模型中均提及动机机制,即自我谈话能够提升个体的自信与动机.因此,对于普通

大众而言,自我谈话能否促进其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主题.近期,有研究表明,自我谈话可

以促进老年人对健康的认识从而提升其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22].该研究提示,自我谈话也可以为锻炼心理

学领域做出贡献.目前,对肥胖青少年的干预更多是从运动与饮食两方面入手,较少研究应用心理学的技术

来促进肥胖青少年的体育锻炼参与.除了将自我谈话应用于普通大众的体育锻炼干预之外,自我谈话也可应

用于特殊群体.例如,聋哑群体(儿童)由于存在发声言语交流的困难,因此,会比正常群体使用更多的内部自

我谈话(不发声自我谈话).尽管目前大多数的干预研究均采用的是不发声自我谈话,但有研究发现发声与不

发声自我谈话对动作表现的影响存在差异[38].那么,对于聋哑人群而言,自我谈话的效果是否与正常群体存

在差异呢?

3.2 比较不同维度自我谈话效果差异及其交互效应

既往探讨自我谈话对动作表现的影响研究以自我谈话的功能维度(指导-激励)为主,对于其他类型的自

我谈话涉及较少,可能的原因与自我谈话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这两者之上有关.然而,自我谈话仍有诸多其他

类型存在且未得到足够重视,如积极-消极、内部-外部、肯定-否定等.其中,积极-消极与内部-外部自我谈话与

动作表现的关系略有研究涉及,但对于肯定-否定自我谈话对动作表现的研究则较少受到关注.众所周知,在
体育竞赛前或竞赛中,教练员有意无意地以否定性言语提醒运动员,运动员自身也可能做出否定性自我谈话

以实现自我控制.这种否定性自我谈话或是情绪性的,或是指导性的,例如,“不要紧张”,“不要看右边”等.这
类否定性自我调控往往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在心理学中称之为逆效应.以往的研究更多是在实验室条件

下采用计算机任务来验证自我控制的逆效应,很少有实证研究围绕运动技能来探讨该问题.那么,否定式自

我谈话对动作表现是否产生消极影响? 近期,黄志剑等(2019)以高尔夫推杆为实验任务,考察了否定式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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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对高尔夫推杆任务表现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否定式自我谈话在高尔夫推杆任务中表现出了逆效应,即
对高尔夫推杆任务产生了消极影响[39].显然,单项研究结果不能完全证实否定式自我谈话对动作技能表现

具有逆效应.因此,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进行证实.此外,高尔夫推杆属于命中类的精细动作技能,对于其他

的大肌肉群主导的粗放类动作技能(如力量或耐力类动作技能)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效应?
过往研究更多是从自我谈话的单一维度比较其对动作表现的影响差异,例如,比较指导-激励型自我谈

话对动作表现影响的差异.鲜有研究从多维度视角考察不同类型自我谈话对动作表现影响的交互效应.基于

此,洪晓彬等(2019)验证了自我谈话的功能维度与显隐性维度对不同动作技能表现影响的交互效应[40].未
来研究应将自我谈话的多个维度进行交互匹配,探讨不同维度对动作技能表现影响的交互效应,以期为不同

类型的动作技能制定最佳的自我谈话干预方案.
3.3 重视文化与人格特征差异对自我谈话效果的影响

自我谈话是个体对自己的语言表述.语言表述的语气、风格、内容等必然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自
我谈话研究需要考虑文化差异.TOD等(2011)的系统评价研究发现,积极自我谈话与动作表现呈正相关,而
消极自我谈话则与动作表现无显著关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与自我谈话效价区分有关[41].JONES等的

焦虑方向理论提出,影响运动表现的不是焦虑水平的高低,而是运动员对焦虑水平的解释[42].同样,影响运

动表现的可能不是自我谈话的内容,而是个体对自我谈话的内容解释.个体对自我谈话内容的解释与文化密

切相关.例如,PETERS等(2006)发现,对于欧美人群而言,消极自我谈话与糟糕的表现有关,但对于亚洲人

群则相反.其原因在于,亚洲人群更习惯于自我批评,且将这种自我批评解释为积极[43].由此可见,自我谈话

的研究应重视文化差异,这也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即以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可能得到的

结果与西方存在差异.
除了考虑文化差异外,自我谈话主体的人格特征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变量.在 HARDY,LINNÉR以及

VANRAALTE等提出的自我谈话理论模型中均提及个人因素(包括人格特质)是自我谈话应用的前

因[44-46].目前,体育运动领域自我谈话研究中涉及人格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人格特质对自我谈话应用情况

差异进行分析.例如,有研究发现,目标定向影响精英运动员自我谈话的使用[47].还有研究发现,自尊水平亦

影响运动员自我谈话的使用[48].而人格对自我谈话与动作表现的关系的调节效应的研究在外文文献中尚未

发现.近期,国内学者从自我谈话的显隐性维度探讨了人格内外向对自我谈话与动作表现关系的调节效

应[49].该研究支持了人格因素在自我谈话与动作表现关系之间的调节效应,今后的研究应继续考察人格因

素在对不同类型自我谈话(积极-消极、肯定-否定等)与动作表现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
3.4 多学科交叉整合揭示自我谈话作用的内在机制

自我谈话是一种特殊心理干预策略,对个体运动表现的影响包含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仅依赖对动作表现

结果的评价,难以反应自我谈话功效的内在机制.因而,应从多学科视角,采用多学科技术对自我谈话应用的

动作操作过程进行评价.这意味着,在使用自我谈话对动作表现进行干预时,不仅要测量个体的动作表现操

作结果(如篮球投篮命中数),还要对动作操作的过程进行评价(如投篮过程中手部动作的运动学、动力学、肌
电等特征).不仅从动作表现操作结果上与对照组进行比较,亦要从动作操作的过程指标上与对照组进行比

较,从而为自我谈话的效果(促进动作表现)提供更多的证据.尽管大多数自我谈话的干预研究均采用了操控

检验,但操控检验仍属于自我报告类评定方式,难免受到社会赞许性期望的影响,从而难以确定动作操作结

果的变化是不是实验者认为的自我谈话操控所致.近期,ABDOLI等(2018)对20名职业篮球运动员罚篮的

自我谈话干预研究中使用了动作捕捉系统对被试罚篮时手臂的腕关节与肘关节的动作特征进行了分析,结
果表明,指导型自我谈话能够提升职业篮球运动员的罚篮命中率并降低了动作协调变异性[50].该研究提示,
通过对动作操作过程特征的测量,对于优化自我谈话的内容具有积极的意义.

除了对动作操作过程的相关指标进行评定外,眼动特征也可用于自我谈话的效果性评价,尤其是命中类

动作技能.正如前文所示,否定式自我谈话可能导致动作技能表现的逆效应产生.除了从动作操作结果评定

逆效应外,也可从眼动特征上考察是否存在逆效应.以足球点球任务为例,当要求被试使用否定式自我谈话

“不要向左/右射门”时,除了评定被试的射门方向外,亦可记录被试的眼动特征,从而为否定式自我谈话逆效

应现象的内在机制提供眼动学解释.最后,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心理学研究逐渐从行为学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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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现象研究上升到脑生理学层面的内在机制研究.运动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分支学科,该领域也出现了大

量脑科学研究.与专家认知决策优势研究领域相比,心理干预技术效果的脑科学证据明显不足.已有研究发

现,自我谈话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需要大量脑区域的参与[51].然而,围绕自我谈话与动作表现的脑神经科学研

究鲜有报道.今后,应将认知神经科学(ERP,fMRI,fNIRS),眼动,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学、动力学特征)以及

生理学(肌电)等学科技术整合,从多学科视角,采用多种技术考量自我谈话的效果机制.

4 小 结

1)文献分布特征结果得出,国外相关研究主要分布在美国、英格兰、希腊、威尔士等几个国家和地区.通
过对文献作者背景调查发现,国外合作团队主要包括:HATZIGEORGIADIS团队、HARDY团队、VAN
RAALTE团队和THELWELL团队,其核心成员分别来自希腊、威尔士、美国和英格兰.

2)国外体育领域自我谈话研究的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缓慢发展期(1991-
2001),稳定增长期(2002-2010)与剧烈波动期(2011-2018).

3)体育运动领域自我谈话研究的热点包括竞技运动、体育教学与体育锻炼以及测评工具的研制.其中,
竞技运动领域的研究占主导地位.
4)未来研究应拓展自我谈话研究群体范围,将自我谈话应用于更多的人群,探讨其普适性与特异性;比

较更多类型的自我谈话效果差异并探讨自我谈话不同维度对动作技能表现的交互效应;重视文化与人格特

征差异对自我谈话效果的影响;采用多学科交叉整合揭示自我谈话作用的内在机制.

参 考 文 献

[1] THEODORAKISY,WEINBERGR,NATSISP,etal.Theeffectsofmotivationalversusinstructionalself-talkonimprovingmotorper-

formance[J].TheSportPsychologist,2000,14:253-272.
[2] HAEDYJ.Speakingclearly:Acriticalreviewofself-talkliterature[J].PsychologyofSportandExercisePsychology,2006,7:81-97.
[3] HACKFORTD.RoutledgeCompaniontoSportandExercisePsychology-Globalperspectivesandfundamentalconcepts[J].International

JournalofSport&ExercisePsychology,2014,13(3):1-2.
[4] 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LIJ,CHENCM.CiteSpace:TextMiningandVisualizationinScientificLiterature[M].Beijing:CapitalUniversityofEconomicsandBusi-

nessPress,2016.
[5] 刘纯献,刘盼盼,刘红伟.中国体育智库建设:问题与对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2):159-162.

LIUCX,LIUPP,LIUHW.ChinaSportsthinktankconstruction: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J].JournalofHenanNormalUniver-

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2017(02):159-162.
[6] VANRAALTEJL,BREWERBW,RIVERAPM,etal.Therelationshipbetweenobservableself-talkandcompetitivejuniortennis

players'matchperformance[J].JournalofSportandExercisePsychology,1994,16:400-415.
[7] VANRAALTEJL,CORNELIUSAE,BREWERBW,etal.TheAntecedentsandConsequencesofSelf-TalkinCompetitiveTennis[J].

JournalofSportandExercisePsychology,2000,22(4):345-356.
[8] HARDYJ,GAMMAGEK,HALLC.ADescriptiveStudyofAthleteSelf-Talk[J].TheSportPsychologist,2001,15(3):306-318.
[9] HARDYJ,HALLC,HARDYL.Quantifyingathleteself-talk[J].JournalofSportsScience,2005,23:905-917.
[10] THIBODEAUXJ,ADAMW.Whatdoyouthtennisathletessaytothemselves? Observedandself-reportedself-talkonthecourt[J].Psy-

chologyofSportandExercise,2018,38:126-136.
[11]ZOURBANOSN,HATZIGEORGIADISA,TSIAKARASN,etal.Amultimethodexaminat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coachingbe-

haviorandathletes'inherentself-talk[J].JournalofSport&ExercisePsychology,2010,32:764-785.
[12] HARWOODC,CUMMINGJ,FLETCHERD.Motivationalprofilesandpsychologicalskillsusewithineliteyouthsport[J].Journalof

AppliedSportPsychology,2004,16:318-332.
[13]JOHNSONJM,HRYCAIKOD W,JOHNSONGV,etal.Self-talkandfemaleyouthsoccerperformance[J].TheSportPsychologist,

2004,18:44-59.
[14] HATZIGEORGIADISA,GALANISE,ZOURBANOSN,etal.Self-talkandCompetitiveSportPerformance[J].JournalofAppliedSport

Psychology,2014,26(1):82-95.
[15] BLANCHFIELDAW,HARDYJ,DEMORREEHM,etal.Talkingyourselfoutofexhaustion:Theeffectsofself-talkonenduranceper-

formance[J].Medicine&ScienceinSports&Exercise,2014,46(5):998-1007.

011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年



[16] LATINJAKAT,ZOURBANOSN,LPEZ-ROSV,etal.Goal-directedandundirectedself-talk:exploringanewperspectiveforthestudy

ofathletes'self-talk[J].PsychologyofSportandExercise,2014,15:548-558.
[17] HATZIGEORGIADISA,GALANISE.Self-talkeffectivenessandattention[J].CurrentOpinioninPsychology,2017,16:138-142.
[18] DANAA,SHIRAZIRR,JALILIF,etal.Theeffectofinstructionandmotivationalselftalkonperformanceandretentionofdiscreteand

continuousmotortasks[J].AustralianJournalofBasicandAppliedSciences,2011,5(8):312-315.
[19]ZETOUE,VERNADAKISN,BEBETSOSE,etal.Theeffectofself-talkinlearningthevolleyballserviceskillandself-efficacyimprove-

ment[J].JournalofHumanSport&Exercise,2012,7(4):794-805.
[20]ZOURBANOSN,HATIGEORGIADISA,BARDASD,etal.Theeffectsofself-talkondominantandnondominantarmperformanceona

handballtaskinprimaryphysicaleducationstudents[J].TheSportPsychologist,2013,27:171-176.
[21] LOTFIG,TAHMASBIF,RABAVIA.Theimpactofinstructionalandmotivationalself-talkoncognitiveanxiety,somaticanxiety,and

learningofsoccershootskillinbeginnerplayers[J].InternationalJournalofAdvancedBiotechnologyandResearch,2016,7(4):543-549.
[22] OLIVEREJ,HUDSONJ,THOMASL.Processesofidentitydevelopmentandbehaviourchangeinlaterlife:exploringself-talkduring

physicalactivityuptake[J].AgeingandSociety,2016,36(7):1388-1406.
[23] HATIGEORGIADISA,BIDDLESJH.Assessingcognitiveinterferenceinsport:Developmentofthethoughtoccurrencequestionnaire

forsport[J].AnxietyStress&Coping,2000,13(1):65-86.
[24]ZOURBANOSN,HATIGEORGIADISA,CHRONIS,etal.AutomaticSelf-TalkQuestionnaireforSports(ASTQS):developmentand

preliminaryvalidityofameasureidentifyingthestructureofathletes'self-talk[J].TheSportPsychologist,2009,23:233-251.
[25]ZERVASY,STAVROUNA,PSYCHOUNTAKIM.DevelopmentandvalidationoftheSelf-TalkQuestionnaire(S-TQ)forsports[J].

JournalofAppliedSportPsychology,2007,19:142-159.
[26] THEODORAKISY,HATIGEORGIADISA,CHRONIS.ThefunctionsofSelf-TalkQuestionnaire:investigatinghowself-talkstrategies

operate[J].MeasurementinPhysicalEducationandExerciseScience,2008,12:10-30.
[27] LANDIND,HEBERTEP.Theinfluenceofself-talkontheperformanceofskilledfemaletennisplayers[J].JournalofAppliedSportPsy-

chology,1999,11(2):263-282.
[28] HARDYJ,HALLCR,ALEXANDERMR.Exploringself-talkandaffectivestatesinsport[J].JournalOfSportsSciences,2001,19(7):

469-475.
[29] HATIGEORGIADISA,BIDDLESJH.Negativeself-talkduringsportperformance:relationshipwithpre-competitionanxietyandgoal-

performancediscrepancies[J].JournalofSportBehavior,2008,31(3):237-253.
[30] LATINJAKAT,TORREGROSAM,RENOMJ.Theinfluenceoftaskexigencyonaselftalkapplicationandonitseffectonreceational

tennisplayers[J].ThedeportePsychologyMagazine,2010,19(2):187-201.
[31] THEODORAKISY,HATIGEORGIADISA,CHRONIS.Self-Talk:ItWorks,butHow? DevelopmentandPreliminaryValidationofthe

FunctionsofSelf-TalkQuestionnaire[J].MeasurementinPhysicalEducationandExerciseScience,2008,12(1):10-30.
[32]PÉREZ-ENCINASC,FERNÁNDEZ-CAMPOSFJ,RODASG,etal.InfluenceOfCognitiveInterferencesAndSelf-TalkFunctionsOn

PerformanceDuringCompetitionInEliteFemaleFieldHockeyPlayers[J].TheJournalofStrengthandConditioningResearch,2016,

30(12):3339-3346.
[33] BAHARISM,SHOJAEIM,MOKHTARIP.Theeffectofovertandcovertself-talkontheperformanceofforce-productiontask[J].Eu-

ropeanJournalOfExperimentalBiology,2012(4):1200-1203.
[34] AGHDASIMT,TOUBAN.Theeffectsofinstructionalself-talkongirl'sperformance,retentionandtransferofdartthrowinginlate

childhoodandadolescence[J].JournalofPhysicalEducationandSport,2012,12(3):391-397.
[35]ZETOUE,VERNADAKISN,BEBETSOSE,etal.Theeffectofself-talkinlearningthevolleyballserviceskillandself-efficacyimprove-

ment[J].JournalofHumanSport&Exercise,2012,7(4):794-805.
[36] GREGERSENJóN,HATIGEORGIADISA,GALANISE,etal.CounteringtheConsequencesofEgoDepletion:TheEffectsofSelf-Talk

onSelectiveAttention[J].JournalofSportandExercisePsychology,2017,39(3):161-171.
[37] 张力为,毛志雄.运动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1-13.

ZHANGLW,MAOZX.Sportspsychology[M].Shanghai: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Press,2003:11-13.
[38]JABBARIE,ROUZBAHANIM,DANAA.TheEffectsofInstructionalandMotivationalSelf-TalkonOvertandCovertLevelsofMotor

Performance[J].JournalofPsychology&BehavioralStudies,2013.1(1):1-10.
[39] 黄志剑,李佳俐,朱孟雪.否定形式自我谈话在高尔夫推杆任务中的自我控制逆效应研究[J].体育科学,2019,39(6):48-54.

HUANGZJ,LIJL,ZHUMX.IronicEffectofNegation-formedSelf-talkonSelf-controlandGolfPuttTaskPerformance[J].Sportssci-

ence,2019,39(6):48-54.
[40] 洪晓彬,赵孟炎,施艳,等.自我谈话对精细与粗放类动作技能表现的影响———基于功能类型与显隐性维度[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9,

53(5):81-87.

HONGXB,ZHAOMY,SHIY,ETAL.Effectsofself-talkontheperformanceoffineandextensivemotorskills—basedonfunctional

111第4期           洪晓彬,等: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外自我谈话研究进展分析



andovertnessdimensions[J].JournalofWuhanInstituteofphysicaleducation,2019,53(5):81-87.
[41] TODD,HARDYJ,OLIVERE.Effectsofself-talk:asystematicreview[J].JournalofSport&ExercisePsychology,2011,33:666-687.
[42]JONESG,SWAINA.intensityanddirectiondimensionsofcompetitivestateanxietyandrelationshipswithcompetitiveness[J].Perceptual

andMotorSkills,1992,74(2):467-472.
[43]PETERSHJ,WILLIAMSJM.MovingCulturalBackgroundtotheForeground:AnInvestigationofSelf-Talk,Performance,andPersist-

enceFollowingFeedback[J].JournalofAppliedSportPsychology,2006,18(3):240-253.
[44] HARDYJ,OLIVERE,TODD.Advancesinappliedsportpsychology:areview[M].London:Routledge,2009:37-74.
[45] LINNÉRL.Exploringself-efficacyasamediatingmechanismintheself-talk-performancerelationship-astudyofelitegolf-players[D].

Halmstad:HalmstadUniversity,2011.
[46] VANRAALTEJL,VINCENTA,BREWERBW.Self-talk:reviewandsport-specificmodel[J].PsychologyofSportandExercise,2016,

22:139-148.
[47] HARWOODC,CUMMINGJ,FLETCHERD.Motivationalprofilesandpsychologicalskillsusewithineliteyouthsport[J].Journalof

AppliedSportPsychology,2004,16:318-332.
[48] WOODJV,PERUNOVICWQE,LEEJW.PositiveSelf-Statements:PowerforSome,PerilforOthers[J].PsychologicalScience,2009,

20(7):860-866.
[49] 廖滢莹,洪晓彬.自我谈话的表述方式与人格特质对大学生飞镖运动成绩影响[C]//第二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出版地不

详]:中国心理学会,2018:2.

LIAOYY,HONGXB.Theinfluenceofselftalkexpressionandpersonalitytraitsondartperformanceofcollegestudents[C]//Ab-

stractsofthe21stnationalpsychologicalacademicconference.[S.l.]:ChinesePsychologicalSociety,2018:2.
[50] ABDOLIB,HARDYJ,RIYAHIJF,etal.ACloserLookatHowSelf-TalkInfluencesSkilledBasketballPerformance[J].TheSportPsy-

chologist,2018,32(1):9-15.
[51] 黄志剑,刘洁,杨勇涛.视觉表象与自我谈话技术对情绪放松调节效果的比较[J].体育科学,2009,29(6):52-56.

HUANGZJ,LIUJ,YANGYT.AComparisonStudyontheRelaxationEffectsbetweenVisual-imageandSelf-talkMethod[J].Sports

Science,2009,29(6):52-56.

Progressanalysisofself-talkabroadbasedonknowledgemap

HongXiaobin1a,1b,WuLijun2,ZhaoMengyan1c,ShiYan1c,LiaoYingying1c

(1a.DepartmentofPsychology;b.HubeiExerciseTrainingandMonitoringKeyLaboratory;c.GraduateSchool,

WuhanSports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2.CollegeofPhysicalEducation,HenanFinanceUniversity,Zhengzhou450046,China)

  Abstract:Self-talkisacommonwayofpsychologicalinterventioninthefieldofsports.Ithasbeenstudiedextensivelya-
broad,butrelativelyfewinChina.Therefore,thisstudytakes277documentscollectedinthecorecollectionofWOSTMdata-
baseonself-talkinthefieldofsportsfrom1991to2018asdatasources,usesvisualanalysis,andthendrawshottopicsand
developmenttrendsofrelatedresearchabroad,whichprovidesreferencesfordomesticresearch.Theresultsshowthat,related
researchabroadmainlycomesfromdevelopedcountriesandregionssuchasEuropeandtheUnitedStates;researchteamcoop-
erationshowsregionaldistribution(researchteamsdistributesdifferentregions);researchhotspotsmainlyconcentrateon
fieldsofcompetitivesportscollar,physicaleducationandphysicalexerciseandthedevelopmentofevaluationtools.Futurere-
searchshouldexpandthescopeofresearchgroups,comparetheeffectsofdifferentdimensionsofself-talkandtheirinterac-
tion,payattentiontoinfluencesofcultureandpersonalityinself-talk,andrevealmechanismsabouttheroleofself-talk
throughinterdisciplinaryintegration.

Keywords:sports;self-talk;visualanalysis;knowledg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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