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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羽毛球是一项受欢迎的全球性运动，双打是其中的一种比赛形式。在羽毛球双打比赛中，选手需要与搭

档密切合作，以实现最佳的比赛表现。合作心理因素是影响羽毛球双打比赛成绩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

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对羽毛球双打比赛中的运动员合作心理因素进行了深入的了解，提出了进行

羽毛球双打时合作心理因素的调节方式，对提高运动员的比赛表现和教练的指导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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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dminton is a popular global sport, and doubles is one of the forms of competition. In badminton 
doubles, players need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ir partne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best performance.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 of cooper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badminton doubles. Throug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 this study mad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ooper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players in badminton doubles, 
and put forward the adjustment methods of cooper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badmi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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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s, 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improving athletes’ performance and coaches’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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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格鲁波先生在 1984 年奥林匹克科学大会上发表论文指出：“低、中级运动员心理因素对技能影

响占 20%，生物力学因素占 80%；而优秀运动员正好相反，心理因素影响占 80%，生物力学因素占 20%。”

可见，在高水平比赛中心理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近年来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心理因素对运动竞赛的影响

作用。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研究方法，进一步探析心理因素对羽毛球双打合作的影响，旨在为有效地指

导训练实践提供心理学依据。 

2. 羽毛球双打运动项目的概述 

从项群分类来看，羽毛球项目属于隔网对抗类项目，在竞技比赛中，羽毛球比赛可分为单打、双打、

混合双打。其羽毛球双打是一项两人配合进行的比赛项目，比赛规则和战术与单打有所不同。在双打比

赛中，两名球员需要密切合作，利用各自的特长和战术，共同对抗对手。 

2.1. 规则分析 

双打比赛的基本规则与单打相同，但有一些特殊规定，侧面反映出羽毛球双打项目是两个人的比赛，

需要更加注重团队合作的能力。例如，发球时，球员必须将球发到对角线区域，而不是直接发到对方球

员的场地。此外，在双打比赛中，接发球方也有一定的限制，即接发球方只能由站在对角线的球员接球，

而同边球员不能接球。 

2.2. 运动员站位 

在羽毛球双打比赛中，队员之间的距离和站位是非常重要的，它们能够影响比赛的战术和配合。进

攻时经常采用的是后杀前封，而防守时大多采用平行防守站位。但是在羽毛球双打比赛的过程中，站位

不是一成不变的。运动员的合作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保持沟通：李茵晖在研究中构建了羽毛球双打运动员有效沟通的特征。主要有沟通技能、沟通内容、

沟通有效性、心理需求满足和运动目标达成 5 个方面组成，包含言语表达、非言语表达、尊重队友、乐

于倾听、共情、情绪控制、任务沟通、非任务沟通、准确传递信息、准确接受信息、解决问题、化解矛

盾、加强情感联结、关系需求、能力需求、自主需求、运动成绩和运动能力等 18 个范畴(李茵晖，周芯

如，2004)。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与搭档保持良好沟通至关重要。了解彼此的意图和动向能帮助更好地

协同作战。动态调整：根据比赛形势和对手表现灵活调整站位策略是必要的。进攻时力争主动寻找空挡；

防守时应预先做好协防或准备抢攻。快速转换：攻防转换在双打比赛中是常态，队员应具备快速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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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位转换到另一种的能力以适应战术需求。判断形势：队员需要具备良好的球场感知和判断力，才能正

确地选择最合适的站位。例如预判对方的击球路线并据此选择合适的位置。合理利用场地空间：在选择

站位时，应充分利用场地空间以增加防守或进攻的覆盖范围。注意轮换与配合：双打比赛中会有轮换发

球的情况发生，双方应及时调整自己的位置以配合搭档完成新一局的比赛。注意保持体能与调整呼吸：

在激烈的比赛中保持体能和调整呼吸节奏对于维持良好的站位和发挥十分重要。遵循基本原则：如前后

进攻、左右防守等基本原则应在实际运用中得到遵守以确保战术意图的达成。 
总的来说，队员之间的距离和站位要根据比赛的情况和战术需要进行调整和变化。在比赛中要保持

高度的注意力和反应速度，密切关注对手的动作和球路变化情况，以便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行动。同

时要与搭档保持良好的沟通协作配合默契才能取得更好的比赛成绩。 

2.3. 技战术 

在双打比赛中，两名球员需要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和帮助。球员之间需要有良好的沟通和默契，能

够理解对方的意图和战术安排。同时，两名球员还需要互相支持和鼓励，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双打比赛中，战术的运用非常重要。两名球员需要根据对手的实力和特点制定相应的战术，如进攻、

防守、控制等。同时，还需要根据比赛情况灵活调整战术，抓住对手的弱点，取得比赛的胜利。在双打

比赛中，两名球员需要具备全面的技能，包括发球、接发球、扣杀、吊球、挑球等。同时，还需要具备

较好的身体素质和反应能力，能够应对对手的各种攻击和防守。 
总之，羽毛球双打是一项需要密切合作、全面技能和有效战术的项目。两名运动员应该具备良好的

沟通和默契，明确位置分工，掌握全面的技能，并能够根据比赛情况灵活调整战术和站位。抓住对手的

弱点，发挥自己的特长，取得比赛的胜利。 

3. 合作心理因素的理论基础 

合作心理因素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领域的相关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关注个体

如何理解和解释他人的行为以及自己与他人之间的互动。在合作心理学中，这种理论可以帮助解释个体

如何理解合作的重要性、他人的期望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个体如何通过与他人

建立联系来构建自我认同。在合作心理学中，社会认同理论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人们愿意与其他人合作、

如何建立团队认同感以及如何促进团队之间的合作。互惠理论：互惠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回报别人对自

己的好处，从而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个理论在合作心理学中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愿

意付出代价去帮助他人，并期望得到回报。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在决定是否与他人合作时会考虑到成

本和收益的平衡。这个理论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合作还是竞争，以及如何最大化合作关系的

效益。以上这些理论基础为研究合作心理因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框架，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境和目的

选择合适的理论来解释和预测合作行为。 

4. 合作心理因素对羽毛球双打的影响 

比赛表现：合作心理因素可以直接影响队员在比赛中的表现。当队员之间缺乏信任、目标不一致、

沟通不畅或情绪不稳定时，他们在比赛中的配合和协作就会受到影响，导致失误增加、战术执行不力等

后果，从而影响比赛成绩。疲劳和压力：在比赛过程中，队员需要承受一定的身体和心理压力。如果队

员之间缺乏默契配合，他们可能会感到更加疲劳和压力。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难以保持最佳状态，

导致比赛成绩不佳。角色分工：明确的角色分工可以提高合作效率，对羽毛球双打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

影响。不同球员在双打中可能具有不同的特长和优势，明确的角色分工可以使球队充分发挥每个球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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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例如，一名球员可能擅长进攻，另一名球员可能擅长防守。通过明确的角色分工，球队可以更好

地协调彼此的动作和战术，发挥出最佳的配合效果。团队士气：合作心理因素还可以影响整个团队的士

气。当队员之间缺乏信任、互相指责或情绪不稳定时，团队士气会受到打击，导致队员失去信心和动力，

从而影响比赛成绩。意外伤害：在双打比赛中，队员之间需要进行紧密的身体接触和配合。如果队员之

间缺乏默契配合或情绪不稳定，可能会导致意外伤害的发生，如碰撞、扭伤等，从而影响比赛成绩。 
合作心理因素对羽毛球双打成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可以直接影响队员在比赛中的表现、增加疲

劳和压力、降低团队士气，甚至可能导致意外伤害的发生。因此，在双打比赛中，队员之间需要建立良

好的合作心理，相互信任、目标一致、沟通顺畅、情绪稳定，以取得更好的成绩(王洲，2013)。 

5. 心理因素的调节 

合作心理因素的调节是基于个人心理因素的调节，羽毛球双打比赛是两个人的比赛，只有保持个人

的良好心理状态才能更好的调节合作心理变化。 

5.1. 个人心理因素的调节 

保持冷静：在比赛中，情绪的稳定对运动员来说至关重要。过度的紧张或焦虑可能导致技术动作变

形，影响判断和反应速度。学会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即使在面临压力或逆境时也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陈
传锋，2009)。集中注意力：比赛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胜负，因此，集中注意力是关键。避免分散

注意力，例如不要过多关注观众的反应或想着输赢，而是专注于自己和搭档的动作、对手的位置和动作，

以及球的轨迹和速度。增强自信心：自信是成功的基石。通过充分的准备、训练和模拟比赛来建立自信

心。在比赛前和比赛中，不断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相信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情绪管理：羽毛球双打

是一项高强度、高竞争性的运动，情绪波动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学会识别自己的情绪，并找到合适的方

式来调节。例如，深呼吸、冥想、放松训练等都有助于缓解紧张和焦虑。沟通与合作：与搭档的沟通是

双打比赛中的重要环节。明确各自的职责，建立默契，共同制定战术。有效的沟通可以减少误解和冲突，

增强团队的凝聚力。适应性调整：比赛中情况瞬息万变，运动员需要具备快速适应的能力。这包括技术

上的调整、战术上的改变以及心态的调整。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使自己始终保持在最佳的竞技

状态。培养积极的思维方式：面对挑战和困难时，保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

而不是纠结于失败或错误。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团队的力量。寻求专业帮助：有时候，运动员可能会

遇到自己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医生的帮助是明智的选择。专业

的心理辅导可以帮助运动员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找到适合自己的调节方法。日常心理训练：除

了在比赛中的心理调节，日常的心理训练也非常重要。这包括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自我认知、情绪管理、

压力应对等方面的能力。例如，定期进行放松训练、积极思考训练、自我暗示训练等。保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都对心理状态有积极的影响。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心理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羽毛球双打运动员在个人心理因素的调节上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包括冷静、注意力、

自信、情绪管理、沟通与合作、适应性调整、思维方式、寻求专业帮助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通过这

些方法，运动员可以更好地应对比赛中的挑战和压力，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黄卫忠，2002)。 

5.2. 合作心理因素的调节 

合作心理因素的调节对于羽毛球双打的实际作用是巨大的。通过建立相互信任、良好的沟通与协调、

明晰的角色分工以及培养共同目标与团队精神，队员们可以更好地配合，提高整体的竞技水平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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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任队友的技术和判断：在双打比赛中，每个队员都需要相信自己的队友能够完成他们的任务。

这包括信任队友的技术水平和判断能力。只有当每个队员都相信自己的队友能够做出正确的动作和决策

时，才能形成有效的配合。 
2) 尊重队友的意见和决定：在比赛中，可能会有不同的战术建议或判断，但每个队员都应该尊重对

方的观点。只有当每个队员都尊重对方的意见和决定时，才能达成共识，形成最佳的比赛策略。 
3) 相互支持和鼓励：在比赛中，当一个队员表现出色时，另一个队员可以给予他鼓励和支持；当一

个队员遇到困难时，另一个队员可以给予他帮助和建议。这种相互支持和鼓励可以增强团队凝聚力，使

同伴之间形成合力，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4) 理解和包容失误：在比赛中，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导致失误或配合不佳。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队员

都需要理解和包容对方的失误。不要因为一次失误而责备或埋怨对方，而是要给予对方支持和鼓励。 
5) 共同目标与团队精神：共同的目标和团队精神对于激发合作积极性和凝聚力至关重要。在羽毛球

双打中，队友们需要共同追求胜利，并相互支持、鼓励。团队精神可以帮助队员们克服困难、保持积极

态度，并在比赛中互相激励。 

6. 提升合作意识 

培养共同的节奏：在比赛中，两位选手需要保持相同的节奏，以便更好地协作。可以通过练习一些

基本的技术动作和战术配合，来培养这种节奏感。加强交流：在比赛中，两位选手需要不断地进行交流，

以便更好地协作。可以通过喊叫、手势等方式进行交流，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意图和战术(张世超，牟善文，

2021)。熟悉对方的打法：在比赛中，两位选手需要熟悉对方的打法和习惯，以便更好地协作。可以通过

观察对方的比赛、交流等方式来熟悉对方的打法。练习配合战术：在比赛中，两位选手需要配合使用一

些战术，以便更好地战胜对手。可以通过练习一些基本的配合战术，如前后场配合、左右场配合等，来

提高默契度。培养信任感：在比赛中，两位选手需要相互信任，以便更好地协作。可以通过相互鼓励、

支持等方式来培养这种信任感(赵佳佳，2017)。总之，提高双打比赛中的默契度需要两位选手不断地进行

交流和协作，培养共同的节奏和信任感，练习配合战术，以便更好地战胜对手。 

7. 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羽毛球体育运动的发展，其运动技术水平在不断的提高，运动员之间的技术水平和

身体素质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对于羽毛球双打来讲合作心理因素对比赛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所以我

们应该让运动员了解影响竞技运动比赛的心理因素有哪些，让他们基本掌握调节心理的能力，使其利用

理论知识科学化的进行训练，最终取得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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