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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袁 国际奥委会发布了关于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

共识声明并成立国际奥委会心理健康工作组袁 这可以看出运

动员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袁并且引起重视遥 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的定义袁心理健康是心理幸福安宁的状态袁是个体意识到他

自身的能力可以应对日常生活的压力袁可以富有成效地工作袁
并对社会做出贡献咱1暂遥 运动员经常处于受控的情境中袁无论是

训练还是饮食袁很难发挥自主性遥 此外袁训练的重复性和枯燥

性会使运动员日常接触到的刺激源减少袁 进而产生心理健康

方面的问题遥 目前袁在现役运动员群体的已有的流行病学的

调查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院抑郁症尧饮食失调尧焦虑尧酒精滥

用或非特定的精神健康问题渊如现役运动员的情绪耗竭和疲

劳冤咱2-4暂遥 然而在精英运动员群体中袁关于某一特定主题的实证

数据很少遥 精英运动员是指具有国家二级以上运动员资格证

书的运动员咱5暂遥抑郁症袁也被称为抑郁障碍袁其主要特征是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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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Objective With the increas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elite athletes,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thletes have re鄄
ceived more attention, but only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elite
athletes in China.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elite badminton
players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ed factors that may lead to depressive symptom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line
among 105 elite badminton players (M=65, F=50) by means of the , the

, and the . Results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r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elite badminton player population was 29%.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more significant in injured athletes compared
to uninjured athletes. In addition, athletes' depressio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both stress levels and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but not with positive coping strategies. Conclusion Elite badminton players had a higher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Both stress levels and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levels, which may provide a basis for es鄄
tablishing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programs for athlete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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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持久的情绪低落袁有的患者可能存在自伤尧自杀行为袁甚至

可能伴有妄想尧幻觉等精神病性症状咱6暂遥 对抑郁症的筛查主要

通过面诊和量表测量进行袁其带来的影响会负面影响睡眠尧学
业成就尧自杀意念尧焦虑等方面遥 对运动员而言袁抑郁症状可能

不利于整体的心理健康和运动生涯的发展遥 在我国精英运动

员中较少有研究探讨抑郁症状的患病率遥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袁只有少数关于美国大学生运动员的研

究提供了相关的抑郁症状的数据遥 总体而言袁在美国大学生运

动员群体中的抑郁症状的比率非常高袁其中为 16.6%中低水平

的抑郁症状袁14.1%为高水平的抑郁症状咱7暂遥 例如袁Armstrong 和

Oomen-Early咱8暂发现在美国大学生群体中渊包括运动员和非运

动员群体冤的抑郁症状比率为 34%遥Yang 等人咱9暂针对 257 名大

学生运动员的调查发现袁 有 21%的调查对象有抑郁症状遥
Proctor 和 Boan-Lenzo咱10暂研究发现袁在调查的男性群体中袁运动

员和非运动员群体的抑郁症状比率分别为 15%和 30%袁 表明

了男性非运动员群体的抑郁症状高于男性运动员群体遥 然而袁
Storch 等人咱11暂研究表明抑郁症状在大学生运动员群体和大学

生非运动员群体的比率类似曰 其中女性运动员的抑郁症状水

平高于男性运动员尧男性非运动员和女性非运动员群体遥 我国

的研究也表明袁运动员的抑郁症状的比例超过 30%咱12暂遥这些研

究证实袁 运动员群体的抑郁症状比率是否高于非运动员群体

尚未有一致的结果遥
研究认为袁 压力会导致运动员的抑郁症状袁 包括训练压

力尧运动损伤等咱13暂遥 例如袁Hoyer 和 Kleinert咱14暂研究证实了受伤

作为运动员心理压力来源的重要因素袁 会促使运动员增加抑

郁症状的风险遥 除了受伤造成的身体功能的损伤袁以及由此导

致的训练和比赛中断之外袁 抑郁是严重受伤后的一种常见反

应遥 其他一些因素也可以被认为是影响精英运动员的风险因

素遥 例如袁Puffer 和 McShane咱15暂指出巨大的生理压力渊stress冤和
以最佳水平表现的巨大压力也可能使运动员面临抑郁症状的

风险遥 许多理论模型假设抑郁症是由多因素的导致的 渊如素

质要应激模型冤咱16-17暂遥 已有研究进一步表明急性和慢性压力源

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咱18-19暂遥 正如上文所述袁急性和慢

性压力源都存在于职业运动员的生活中袁因此袁这表明精英运

动员患抑郁症的风险很高遥
因此袁如何应对压力对于运动员来说只管重要遥 在已有心

理学文献中袁压力通常以 3 种方式被处理院1冤作为一种有害的

环境刺激曰2冤作为有机体的应激反应曰3冤动损伤渊急性压力冤袁
还是比赛和训练的频率渊慢性压力冤袁运动员的生活都可以被

认为是野有压力的冶咱20暂遥 Stoll咱21暂认为压力在运动员的生活中不

仅对情绪和动机产生影响袁 而且对训练效率和比赛结果产生

负面影响遥 例如袁运动员在高压情况下可能出现熟练动作无法

正常发挥的情况袁导致动作变形遥 他还指出袁压力除了对运动

员的身体成就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外袁 还会影响运动员的自

尊和社会关系遥 大量的研究表明袁除了与比赛相关的压力袁运
动员日常生活中的巨大压力也会造成相应的负担遥 压力的主

要来源包括院关注个人成就潜力院比赛失利导致的伴随着对失

败的恐惧和不满院与教练员尧伴侣和家庭发生冲突;投入的时间

和精力训练等遥 此外袁研究表明团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压力源有

差异遥 Nicholls 等人咱22暂研究证实袁团体项目的运动员报告的压

力源更多与在团体中的比赛和训练有关渊例如袁选择队友的错

误袁让队友失望冤袁而个人项目的运动员报告的压力源明显更

多与训练及教练员有关遥 综上袁识别压力源需要结合特定的项

目特点袁采取有针对性的减压方式遥
压力应对被认为是个人的一种技能或一组用于处理压力

和处理负面事件的策略遥 Kohlmann 和 Eschenbeck渊2009冤描述

了一些应对的策略院1冤减少有害的周围条件的影响曰2冤提高恢

复的机会曰3冤适应负面事件或环境曰4冤保持积极的自我认识曰
5冤支持维护情绪平衡曰6冤获得令人满意的社会交往咱23暂遥 Win鄄
genfeld 等人咱24暂指出袁健康个体与抑郁个体在应对策略的使用

上存在显著差异遥 该研究还发现袁抑郁症状与基于情绪的应对

策略正相关袁与基于问题的应对策略负相关遥 除了出色的运动

和运动技能之外袁 应对策略对于运动员成功的运动生涯至关

重要遥 因此袁本文假设主要使用消极应对策略的运动员可能表

现出更严重的抑郁症状遥
本研究旨在评估我国精英运动员抑郁症状的患病率尧以

及其压力尧和压力应对的关系遥 研究假设为院1冤高水平的慢性

压力伴随着明显的抑郁症状曰2冤采用消极效的应对策略渊如集

中解决问题的应对和超越应对冤会伴随明显的抑郁症状曰3冤使
用积极的应对措施渊如集中处理情绪的应对和回避应对冤不会

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状遥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被试

纳入标准院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级别证书的运动员遥
排除标准院未参加过全国性比赛遥 因此袁共计 105渊男=65袁女=
50冤名羽毛球运动员纳入到本研究来遥 其中 Mage =18.87渊 =
2.50冤,训练年限 =12.47渊 =2.86冤遥 运动员目前受伤情况院受
伤为 31 人袁未受伤为 74 人遥 一级运动员为 34 人袁健将级运动

员 49 人袁国际健将级运动员为 22 人遥
1.2 测量问卷

流调抑郁自评量表渊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鄄
pression Scale, CES-D冤 用来评估运动员群体的抑郁症状咱25暂遥
CES-D 是一种简短的自我评估量表袁 用来在测量普通人群和

运动员群体的抑郁症状遥 该问卷共计 20 条目袁每个条目评分

均为 4 李克特等级袁分别计 0要3 分遥 当得分跃16袁则被认为是

具有抑郁症状遥该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渊琢= 0.80冤遥
运动员应激量表 渊Psychological Stressful Scale of Athlete,

PSSA冤用来评估运动员的压力情况咱26暂遥该量表共计 45 个条目袁
共分为 6 个维度院人际关系尧运动损伤尧比赛失利尧环境因素尧
生活遭遇和内外压力遥该量表为 5 李克特等级袁分别计分 0要5
分遥 该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渊 =0.82冤遥

中国运动员应激应对量表渊Coping Scale for Chinese Ath鄄
letes, CSCA冤咱27暂来测量运动员的压力应对情况遥 该问卷共有 24
个条目袁共有 4 个维度院集中解决问题的应对尧集中处理情绪

的应对尧回避应对和超越应对遥 每个维度包含 6 个条目遥 该问

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4遥其中袁集中解决问题的应对和超

越应对可认为是问题解决策略袁 集中处理情绪的应对和回避

应对可被认为是回避策略遥
1.3 测量步骤

被试通过在线数据收集平台 野问卷星冶 来完成问卷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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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遥 由于该系统要求被试完成每一道题目袁因此被试不能跳过

题目袁或者有未完成题目遥 但是被试允许随时放弃此次问卷调

查遥 在问卷调查之前袁会有关于本次调查研究的相关介绍遥 在

问卷调查之后袁作者的联系方式也被提供袁以方便被试获得自

己的相关数据遥
2 研究结果

分别以抑郁为因变量袁压力尧集中解决问题的应对尧集中

处理情绪的应对尧 回避应对和超越应对为自变量进行多重共

线性检验遥 当因变量为抑郁时袁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渊 =
10.747袁 <0.001冤遥 5 个变量共可以解释焦虑的 35.2%的变异量袁
调整后可解释焦虑 31.9%的变异量遥 多重共线性分析的结果显

示袁 变量间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渊容忍度=0.693要0.972袁
VIF=1.029要1.444袁特征值=0.005要5.558袁条件指标=1.000要
34.402冤遥
2.1 抑郁症状

根据流调抑郁自评量表袁当得分跃16袁则被认为是具有抑

郁症状遥 在本研究中袁运动员群体的抑郁症状率为 29%遥 =
12.13渊 =4.49冤袁Range =5要20曰峰度为-0.080袁偏度为-1.359遥
其中国际健将级尧健将级和一级运动员超过 16 分的人数分别

为 2尧12 和 16 人遥
2.2 组间差异检验

为了评估和抑郁症状的相关信息袁 根据人口统计学变量

渊包括性别尧受伤状态冤进行了差异性检验渊表 1冤遥结果表明袁在
性别变量上差异不显著渊 =1.409袁 =0.162冤曰在受伤状态上运

动员的抑郁水平显著渊 =-4.44袁 =0.000冤遥
2.3 相关关系

为了检验相关关系袁皮尔逊相关系数被计算渊表 2冤遥 结果

表明袁抑郁症状和压力状况呈显著相关渊 =0.544袁 <0.001冤遥 该

结果支持了第一个研究假设袁 高压力水平和高抑郁症状呈显

著正相关遥
此外袁为了证实假设 2 和 3袁积极的和消极的应对策略与

抑郁症状的相关关系得以计算遥 如表 2 所示袁积极应对策略下

集中解决问题的应对和超越应对与抑郁症状未呈显著相关曰
但消极应对策略下集中处理情绪的应对和回避应对均与抑郁

症状呈显著相关遥 研究假设 2 未被证实袁假设 3 得以证实遥
3 讨论

本研究旨在通过线上问卷来调查精英羽毛球运动员的抑

郁症状遥 基于本研究样本量 106 人袁 我们发现在该群体中有

29%的运动员有抑郁症状遥 在抑郁症状的运动员中袁国际健将

级尧健将级和一级运动员的比率分别为 6.67%袁40%和 53.5%遥
我们进一步的讨论了和抑郁症状相关的变量袁 包括压力和压

力应对策略遥
这些运动员抑郁症状的患病率相当明显袁 这也为大众了

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数据遥 已有研究表明袁
抑郁症状在其他国家的运动员群体中的情况也非常严重遥 例

如袁Nixdorf 等人咱20暂进行了一项针对德国精英运动员的研究袁结
果表明在受调查的 162 名被试中袁 抑郁症状的比率为 19%遥
Gulliver 等人咱28暂针对澳大利亚的精英运动员的研究表明袁有
23.6%的男性运动员和 30.5%的女性运动员具有抑郁症状袁这
个结果和普通大学生群体的抑郁水平相近遥Wolanin 等人咱29暂针
对大学生运动员群体的调查显示袁 约有 1/4 的大学生运动员

具有抑郁症状遥 因此袁在未来研究中应更多关注运动员的心理

健康状态袁从而促进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发展遥
虽然有研究表明袁女性群体的抑郁症状水平会较高咱30暂袁但

是在本研究中并未发现在性别变量上有差异遥 该结果表明袁无
论是男性或者女性运动员群体袁抑郁症状都应该得到关注遥 此

外袁已有研究表明袁运动员受伤和抑郁症状呈显著相关咱13暂袁这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遥 在未来的研究中袁应该更多关注受伤运动

员的心理健康状态遥

表 1 精英运动员性别和受伤状态在抑郁水平上的差异性检验

注: 独立样本 检验的结果为双尾检验曰 CES-D:流调抑郁自评量表曰 院样本量曰 院平均数曰 :标准差曰下同遥

性别

受伤状态

男

女

未受伤

受伤

变量 分类

65

50

74

31

CES-D 渊 冤

12.61渊4.44冤
11.35渊4.53冤
10.97渊4.29冤
14.90渊3.71冤

检验

= 1.409

= 0.162

= -4.44

= 0.000

表 2 运动员应激量表和中国运动员应激应对量表与流调抑郁自评量表的相关关系

注院PSSA:运动员应激量表曰CSCA院中国运动员应激应对量表遥

PSSA

CSCA

积极应对策略

消极应对策略

-

集中解决问题的应对

超越应对

集中处理情绪的应对

回避应对

问卷 维度

128.76渊32.69冤

16.76渊2.51冤
16.43渊1.91冤
17.8渊3.21冤
19.00渊3.30冤

渊 冤 与CES-D的相关系数

0.544

0.052

0.111

0.205

0.310

<0.001

=0.569

=0.260

<0.00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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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假设是精英羽毛球运动员抑郁症状

和压力状态呈显著相关袁这个假设得到了证实遥 本研究表明两

者之间呈较高程度的相关遥 这一发现和以往的大量研究相一

致咱13,31暂袁并强调了压力和抑郁之间的重要联系遥此外袁已有研究

表明袁精英运动员一直暴露在急性和慢性压力源中遥 目前的研

究结果进一步强调了管理运动员群体的压力源的重要性遥 面

对这些高水平的压力袁适宜的应对策略显得尤为重要遥 基于研

究假设袁应对策略和抑郁症状应显著相关遥 本研究结果表明袁
使用消极的应对策略和抑郁症状呈显著相关袁 这和以往的研

究相一致咱32暂遥 但是袁一些积极的应对策略渊集中解决问题的应

对和超越应对冤并未显示出与低抑郁水平相关遥 虽然已有研究

证实袁积极的应对策略和低抑郁症状水平相关咱13暂袁但是袁该假

设并未在本研究中得到证实遥 这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较少所导

致的遥 对于精英运动员群体而言袁特别是处于高压力下的运动

员袁 均应增加积极应对策略的使用袁 减少消极应对策略的使

用遥 由于应对策略是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的袁因此袁未来的研

究中可以通过进行增加积极的应对策略尧 减少消极的应对策

略的学习袁从而形成一种潜在的预防机制遥 这有助于运动员在

高压力情境下袁形成合适的应对策略遥
鉴于运动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于人际关系尧运动损伤尧比

赛失利尧环境因素尧生活遭遇和内外压力尧心理需求未得到满

足这些方面咱33暂遥 对于与竞技体育相关的压力袁则建议运动员学

习相应的心理技能袁从而帮助其缓解压力袁进而达到缓解抑郁

症状的目的咱5暂遥 对于与竞技体育无关的压力袁则建议运动员进

行相关的心理咨询袁从而缓解其压力水平咱13暂遥
本研究的研究缺点主要体现在研究成员的取样上遥 首先袁

参与调查的精英运动员人数较少袁 可能会对调查结果所显示

的症状率产生影响遥 因此袁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纳入更多的高水

平运动员样本群体袁使被试数量增加从而使结果更具代表性曰
其次袁本研究只关注了羽毛球运动员群体袁但羽毛球项目属于

隔网对抗项群袁 与其他项目如体能类尧 技能类项群有较大差

异袁 因此该结果推广到其他项目的运动员群体中时需要非常

谨慎遥 最后袁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袁研究者可以考虑纳入更多

项目的运动员袁 使研究结果能够更加真实准确的反应精英运

动员群体中心理健康的情况遥
4 结论

综上所述袁 本研究结果表明羽毛球精英运动员群体中的

确存在抑郁症状的问题袁且抑郁比例较高遥 这与压力水平以及

压力应对方式均显著相关遥 未来研究可通过制定相关的干预

计划袁来降低运动员的压力水平袁改善其压力应对方式袁从而

减少其抑郁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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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平台袁并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高科技学习基地咱17暂遥 例

如袁北京体育大学在 2018 年成立了体育工程学院袁增设了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尧 生物医学工程以及智能体育工程等新

兴专业遥 同时袁体育类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领导也在人才培养和

农村社区层面展开了广泛合作袁旨在拓展合作领域袁从源头上

改善和优化人才的供需咱18暂遥 如以教学实习的模式袁将数字体育

人才派遣至农村袁通过发展生态体育和数字赋能袁吸引农村青

壮年返乡参与家乡建设袁解决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现象袁推动数

字赋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遥 另一方面袁加强村民数字化

体育教育的认识和能力的培养遥 地方政府应组建专门机构袁通
过开展数字教育课程尧 组织培训活动和提供数字技术支持等

方式袁针对数字技术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中的应用袁致力于向

村民传授数字技术专业知识袁 从而深化他们对数字技术在推

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理解遥 通过组织参观尧
学习及调研活动袁 强化村民对数字赋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

理念认同袁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遥 对深入学习的村民群体袁采
取多样化的培养措施袁提供更加便利的体育设施和服务袁丰富

当地数字技术领域的人才储备袁 为数字技术融入农村公共体

育服务提供坚实的力量遥
4 结语

在科技革命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袁 并逐渐向农村公共体育

服务领域融合渗透的时代机遇下袁数字技术的引入袁为农村公

共体育服务繁荣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和解决方案遥 因此在

科技革命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融合过程袁 需要进一步深入

分析数字赋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实际情况袁 解决数字

技术赋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实施路径袁挖掘其价值意

蕴遥 切实保障和加快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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