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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跟具体的体育实践相结合；第二，加强体育理论

研究与学习，增强心理学理论在体育中的适应性。 

 

体育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应用性分支学科，在体

育学科体系中具有基础作用，是体育学科体系中的一

门基础性学科。对体育心理学应用学科和基础学科的

定位，为体育心理学课程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即

要求不同专业使用不同的体育心理学教材、进一步加

强实验教学改革进程、推进心理学理论在体育领域的

“软着陆”。体育心理学的学科定位和课程改革探究，

对充分发挥学科价值、推动体育实践发展、完善专业

人才培养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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