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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射箭项目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1984 年洛杉

矶奥运会开始，韩国女子弓箭手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韩国射箭

在很多训练方法和手段方都处于世界领先。例如，在极端的训

练环境训练，有强风，过度或分散注意力的噪音以及竞争对手

恼人的行为和噪音。在这种情况下让运动员做好准备克服恶劣的

环境条件，集中精力与他们的比赛。

运动成绩可以定义为赛场内外个人和团队所表现出的“综合

竞争能力”;在体育和体育科学中，成绩的影响因素已经被反复讨论

过。一般来说，成绩是由物理、机械、生理和心理因素综合决定的，

这些因素的组成部分和子部分在不同事件中是不同的。目前，关于

对影响射箭成绩的因素进行综合、多维分析的研究较少，但这对影

响射箭成绩的因素的识别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通过对韩国

教练员和运动员分发调查问卷，探讨影响运动成绩的子因素，以便

为国内射箭运动教学训练提供指导。［1］

1　研究方法

1.1问卷调查法

通过对韩国射箭专家、国家队教练、前射箭运动员分发问卷。

德尔菲调查:内容效度。在第一次德尔菲调查中，27个开放

问题，从文献综述中选择，被组织成3个因素(健康，7;技能,10;

根据射箭专家制定的测试内容大纲，在心理上也是如此。在第二

次德尔菲调查中，第一次调查的结果与参与者共享，并通过一系

列封闭式问题(重要或不重要)重新检查每个项目的重要性。被认

为不重要的三个因素(健康、技能和精神因素各1个)50%的专家被

淘汰。最后,第三德尔菲调查采用李克特7分制(从1=绝对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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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 非常重要)来衡量对第二次调查的反应。

德尔菲调查:收敛效度与判别效度。聚合效度确立了尺度上

的同一概念另一有效量表，以鉴别效度检验与不相同概念的差别

程度。构造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AVE)用于检验收敛效度和

鉴别效度(34)。这2个模型如下:具体地说，收敛的可靠性需要

超过CR的0.70或AVE的0.50以上才能满足收敛效度(6)。2个势

变量的AVE应该高于决定系数之间2个变量满足鉴别效度。量表

的建构效度为满足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1) AMOS 20.0统计软件

(IBM 公司，Armonk, NY, USA)被用来检查。建构效度(收敛效

度和辨别效度);显著性设为0.05。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

进行分析德尔菲调查中确定的决定性变量。构造效度评估以了解

相关关系在韩国射箭中表现因素的重要性。［2］

2　结果

射箭专家在第一次德尔菲调查中确定了3个因素和27个项目

对成绩的重要性。包括3个因素和27个项目。首先，这项研究包

括心肺耐力、肩部柔韧性、握力和肌肉力量作为因素。但专家认为，

这4个项目的训练方法更合适，因为它们代表了对射箭运动体能的

强化。因此，我们对健身训练方法项进行了修改。大多数韩国教练

和运动员认为“拉弓不拉箭”是一种专项体能训练，因为这被认为

是非常有效的，运动员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表演这个动作。然而，关

于这种运动如何提高射箭技能或增强与射箭相关的肌肉的信息很

少，也没有研究支持这一假设。［3］

在第二次德尔菲调查中，超过50%的专家选择每个因素中的

一个项目为不重要;这些是体能因素中的“闭眼足平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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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中的“射击后保持方向和紧张”，以及心理因素中的“射

击前自我交谈”。

在第三次德尔菲调查中，1 项与健康有关(长跑)的均值为

4.65,CVR为0.40，不符合纳入标准。在技能变量中，有3个条目

(“固定位置和脚角的姿势”，均值= 5.45,CVR = 0.40;“完全锚

定”，均值= 4.85,CVR = 0.40;“无论刮风下雨都要自信地瞄准目

标”，平均值= 5.60,CVR = 0.40)被消除。所有项目的中位数大

于5.00，但平均值其中1项cvr < 5.00, cvr < 0.4在适应性因

素中，3个项目在技能因素中，3个项目在精神因素。确定的重要

项目的最终列表德尔菲调查共17项(5项)技能因素为6，精神因素

为6)。

3　讨论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影响的因素射箭成绩与考查的相对重

要性这些因素。利用德尔菲法，3个因素(适应度，技能和智力)

被鉴定出来。的组件性能和它们的重要性顺序取决于事件或运

动。据报道，足球的表现受体能、技能、心理因素和策略的

影响(27)，而壁球的表现则受体能和智力的影响稳定性、技能

和策略(13,31)。结果是相似的除了战术的存在。战术不是射箭

的重要元素; 在团队比赛第三位是唯一的常用的策略，也是很多

专家认为的策略不能应用于射箭。因此，体能，技能和智力因

素是射箭成绩的决定因素。就相对重要性而言，研究发现，精

神上的，技能和健康因素对射箭成绩很重要，这个顺序。这表

明射箭专家我相信运动员的心态是最重要的考虑到匹配因素。作

为射箭运动员超过5年经验丰富的人已经具备了竞争的能力和技

巧的的心理因素。不稳定的心理状况会导致身体僵硬，妨碍了

所掌握的技术训练程度。其他研究也强调心理因素。据报道在

几项研究中发现心理不稳定条件可以诱发射箭运动员身体的紧张。

就适合度而言，用弓而不用箭，下肢力量训练(下体定向回路)训

练)和上半身力量训练都很重要。根据专家指出，“拉弓无弓”、

“箭”是最与箭相关的项目揭示了技能因素的重要性-保持左右肩

的伸展技能。平衡瞄准和技能超过常规点击时间的重要性来“维

持”的两倍释放时的速度和方向”。通过保持左右肩的平衡来伸展

“瞄准期间”是指射击前的一段时间稳定扩展与稳定的敲击时间相

关。一个长时间的点击会导致疲劳增加对弓箭手的精神状态有负

面影响。因此,延伸技巧被认为是射箭中最重要的技术因素。伸展

和保持左右肩瞄准过程中的平衡“导致”射击技能超过常规点击

时间，”这两种技能都会影响“维持释放时的速度和方向。”专家

给“延伸”打分以及在瞄准时保持左右肩的平衡作为最重要的技

能，这一发现支持先前关于延伸重要性的研究结果。Kim和Yi等

人的结论是左肩膀要保持平衡，甚至肩膀的水平、垂直和角度速

度模式根据结果，关节应该是稳定的，以实现完美的延伸他们对

优秀运动员的研究。［4］

“自信”是本研究中最重要的心理因素项目，自信对运动成绩

有显著影响。如果运动员开始怀疑自己的技术，自信心就会下降，

从而对成绩产生负面影响。有研究显示，高尔夫选手们在比赛中，

一旦被指出自己的球技，就会对自己的表现失去信心。这一发现

表明，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即使在任何情况下，相信自己的能

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先前对优秀射箭运动员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发

现。下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是“专注于比赛”。许多学者认为专注

对表现至关重要(8,30)。射箭有很多分散注意力的因素，比如

人群的噪音，摄像机，不熟悉的地点。因此，运动员和教练

认为，在这些潜在的干扰物中保持注意力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最后，在体能、技能和心理因素的分析中，“自信( 相信

自己的技能)”被认为比其他因素更重要。自信有助于防止不必要

的、分散注意力的想法和焦虑的侵入，从而为比赛提供最佳的环

境。事实上，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许多运动员

和教练认为自信可以掩盖技术和健康状况的不足。

在韩国，许多教练继续专注于体能和技术训练。少数弓箭手

接受心理训练或心理咨询。目前，接受心理咨询的只有国家队、教

练认为心理因素很重要的几支球队，以及有个人需求的运动员。

尽管导演们认识到心理技能的重要性，但他们不知道如何训练来

提高心理技能，导致心理训练的缺乏。实际上，运动员是通过系

统的心理训练提高了他们维持和控制心理功能的能力，而不是提

高了这一表现因素的能力。运动心理咨询师资格制是在10年前引

进的。体育心理咨询师的人力、预算等制度资源尚未建立。

在本研究中，心理和技能因素是影响成绩的最主要的因素，

这些发现对教学训练方法有一定的启示。为了提高运动员的表现，

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建立全系统的资源，以支持体育领域的实际

咨询;2.对教练和运动员进行心理训练的重要性和有效性的教育;

(c)采用更多样化的方法来鼓励和加强技能，以提高运动员的心理

因素。［5 ］

4　结论

在 1 1 个子因素中，“信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体

能影响因素包括“拉弓练习”，“下肢力量训练”和“上肢

力量训练”。影响技能因素包括“在瞄准时左右肩的平衡”，

“在常规点击器时间内的射击技能”，“释放时保持速度和方

向”，以及“通过保持左右肩平衡来瞄准”。影响表现的心理

因素是“自信”，“专注”、“情绪控制”和“积极思考”。

5　建议

研究旨在为运动场上的射箭运动员和提供基础数据，为教练

实施教学提供理论指导。根据研究结果，赛场上的射箭运动员和

教练可能会针对队员的身体状况做出必要的调整，以提高个人和

团队水平的表现。本文通过对韩国优秀运动员影响因素的分析，

可为今后国内运动的教学培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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