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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竞技状态和运动成绩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来分析竞技状态的改变对运动成

绩获取的影响，从竞技状态与运动成绩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入手，探讨竞技状态与运动成绩的关联，从

而指导运动训练实践，为运动训练和比赛安排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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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mpetitive state and athletic performance a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competitive state on athletic performance is analyz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Starting with the symmetry and asymmetry of 
competitive state and athletic perform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tive state and ath-
letic performance is discussed, so as to guide the practice of athletic training and provide theo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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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thletic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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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苏联学者马特维耶夫 1964 年提出的运动员的竞技状态理论以来，竞技状态便用来作为运动员训练

和参赛准备以及评判运动成绩的重要依据，一直延续至今。运动员竞技状态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竞技运

动科研领域里备受关注的热点。为了使运动员的最佳竞技状态出现在比赛期，在大赛前往往教练员会安

排运动员两到三周的休息，消除焦虑、紧张、激动等负面情绪。处于良好的竞技状态下，运动员能够更

加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甚至得到超越预期的比赛结果。最佳竞技状态一般维持 7 到 10 天，因

此了解竞技状态的发展和形成时机，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运动员的现实状况，从而达到提高运动成绩的

效果。通过探究竞技状态与运动成绩的内在联系，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运动员的现实状况，从

而推动运动训练实践的发展。 

2. 运动训练界对竞技状态的认识 

马特维耶夫认为运动员的竞技状态是其在竞技完善的每个阶段中，通过训练获得运动成绩的最佳准

备状态。徐本力认为竟技状态是指赛前为参加比赛所需要的，由较高训练程度所形成的高水平运动状态。

“最佳竞技状态”是指为参加重大比赛所需要的最高水平区段的竞技状态，是运动员在赛前各项训练活

动的直接结果[1]。熊焰认为竞技状态是运动员参加训练和比赛的准备与现实状态，运动员创造优异成绩

所处于的最适宜的准备状态即最佳竞技状态，是竞技状态的最高阶段[2]。田麦久教授认为：竞技状态是

运动员在创造优异运动成绩时所处于的适宜的准备状态[3]。竞技状态决定竞技能力系统，是竞技能力结

构的反映[4]。仇少民利用沙堆模型分析了 2008 北京奥运会刘翔因跟腱断裂退赛和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刘

翔又改变“八步上栏”技术(新沙粒加入)脚伤再次复发。认为运动员竞技状态具有脆弱性[5]。 
竞技状态呈周期性变化，周而复始螺旋式提升，任何训练都是为了使运动员在比赛期达到最佳竞技

状态，争取优异运动成绩，竞技状态的发展和出现与机体的生化指标的监控、训练计划的科学设计密切

相关。程吉、傅涛[6]通过血液指标测试法研究了 20 名现役男子高水平橄榄球运动员备战期的包括血红蛋

白(Hb)、血尿素(BUN)、血清肌酸激酶(CK)、血睾酮(T)、皮质醇(C)等的生化指标，结果发现 Hb、T 呈现

先下降再升高的趋势，CK、BUN、C 呈现先升高再下降的趋势，最后得出了 T/C 比值与最佳竞技状态的

形成较为吻合的结论。 
通过国内外学者对竞技状态的认识发现，良好的竞技状态是获取优异运动成绩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

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最佳竞技状态的出现和保持仍是当今运动训练应当重视的问题。由于竞技状态

是呈周期性发展客观存在的，把握竞技状态的发展和出现时机，对运动员参加比赛获取优异运动成绩至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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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竞技状态与运动成绩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 

3.1. 竞技状态与运动成绩的对称性 

拥有良好的竞技状态是取得优异运动成绩的前提；反之竞技状态不好，运动成绩的获取会变得十分

困难。苟明运用数理统计和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 2004~2005 赛季至 2011~2012 赛

季，每赛季第 1~5 名球队 38 轮比赛的战绩，发现足球队竞技状态的稳定性与球队联赛成绩具有较高程度

的线性关系，且球队运动竞技状态越稳定，球队联赛成绩越好。冠军级别球队竞技状态的稳定性明显好

于一般强队竞技状态的稳定性[7]。谢慧松等通过研究我国高水平男子 110 米栏运动员刘翔、史冬鹏、谢

文酸、纪伟、刑衍安近三年在男子 110 米栏比赛中取得的成绩，发现我国高水平男子 110 米栏运动员一

个赛季参加 6~10 场比赛比较合适，出现 2~3 次良好竞技状态有利于我国高水平男子 110 米栏运动员运动

成绩的提高[8]。良好的竞技状态，是运动员取得优异运动成绩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身心情绪等因素的

影响，会使运动员竞技意志低迷，使其竞技状态下降，同样会影响运动成绩的获取。外国学者 Ji Young Son 
[9]为了解竞技状态焦虑对优秀游泳运动员成绩的影响，以 2019 年在济州岛游泳池举行的第 14 届济州岛

全国游泳比赛的全国中学及高等学校游泳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调查结果发现竞技状态焦虑对成绩各子因

素均有显著影响。同时，竞技状态焦虑是影响游泳运动员成绩的重要变量。国内许多学者也研究了情绪

对运动成绩的影响，发现状态焦虑与运动表现的关系呈现出倒 U 形的特点，而且状态焦虑对运动成绩的

影响非常大，这就好比如一位战士站在战场上无心应战，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兵败将亡。在平时的训练中，

除了进行大强度的训练负荷以保持良好竞技状态，也要注意运动员心理素质的培养，消除竞技状态焦虑，

树立自信，才可以使运动员在比赛中大放光彩，取得比赛胜利。 
马特维耶夫认为运动成绩是竞技状态的判定方法，将技状态和运动成绩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运动成绩的获取不仅需要自身拥有良好的竞技状态，还往往受对手的竞技状态，比赛结果的判定行为

以及竞赛环境的影响，马特维耶夫的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自身竞技状态这一个影响因素，忽视了其他几个

影响运动成绩的关键因素，在运动成绩的获取过程中，存在必然性，也可能存在偶然性。 

3.2. 竞技状态与运动成绩的非对称性 

自身拥有良好的竞技状态不一定能获取优异运动成绩。这里不得不注意影响运动成绩的几个重要因

素，分别是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表现；对手在比赛中的表现；比赛结果的评定行为。2021 年东京奥运会上，

在体操比赛中中国选手肖若腾以良好的竞技状态基本无失误完成了每一跳，而日本选手桥本大辉在一跳

落地时一脚踩到垫子外，最终日本选手桥本大辉却获得了冠军。体操项目属于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

目，运动成绩的获取不仅需要运动员在比赛中发挥良好的竞技状态，表现娴熟的技术，比赛结果的评定，

也是决定运动成绩的关键因素。所以良好的竞技状态虽是运动员取得优异运动成绩重要因素，同时也要

注意比赛结果的评定、场地、天气等因素的影响。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都具有良好的竞技状态时，比的是对决胜机会的捕捉能力。18 届篮球世界杯中在

决胜阶段(距离比赛结束最后 120 秒内，比赛双方球队分差在 5 分以内，含 5 分)时，胜队主要以冲击内线

得分，冲击内线获得罚球机会(占总罚篮 70.93%)，在防守篮板球、助攻、抢断、盖帽等次数上均多于负

队，负队决胜阶段请求暂停次数和主动犯规次数多于胜队[10]。CBA2019-2020 赛季的一场深圳队对阵新

疆队的比赛中，在新疆队阿不都沙拉木远投三分命中后，比分来到 102 平，此时比赛只剩 1.7 秒，场上

场下球员开始欢呼庆祝这一进球，殊不知沈梓捷已埋伏对方篮下，接到队友的长传完成 1.7 秒空接绝杀。

在篮球决胜阶段，拥有较好的捕捉机会的能力，就可以在比赛中建立优势，捕捉对手的失误，捕捉对手

防守的薄弱点都是突破困境赢得比赛胜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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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竞技状态都比较低迷时，比的是快速调整状态的能力。能够快速调整状态是在比赛中快速建立

优势的关键。在技心能主导类向群中，运动员需具备除娴熟的技术外的良好的心理能力。良好的心理能

力包括依训练竞赛的需要把握和调整心理过程的能力。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心理调整能力即快速调整状态

的能力是射击、射箭等技心能主导类向群获取优异运动成绩的关键。 
一方竞技状态好，一方竞技状态不好时，比的是双方能否采用固定地手段来巩固已有的良好状态或

调整不良状态。状态好要做到不轻敌，保持良好状态；状态不好要做到不气馁，迅速调整状态全力以赴

完成比赛。没到比赛结束的最后一刻，无论如何也不能放松，因为这时候完全有可能出现竞技状态及比

赛进程地“随机涨落”现象[11]。 

4. 结语 

运动员接受长时间的训练负荷的刺激，目的就是在比赛前形成良好的竞技状态，归根结底还是在比

赛中发挥出平时训练的真实水平，并获取优异的运动成绩。竞技状态是一种心理状态和运动技能状态的

有机整体。竞技状态良好时需要运动员戒骄戒躁，保持良好竞技状态；竞技状态低迷时需要运动员能够

快速调整，迅速回到比赛的竞技状态；要想获取优异运动成绩，除了要具备快速调整的能力，还要拥有

对决胜机会的捕捉能力，同时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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