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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足球运动员在不同场景和性质下对威胁刺激是否具有注意

偏向。方法：采用中文修订版 SC-PASS 问卷选取大学足球专项大学生 52 名，

筛选出高焦虑组 10 人和低焦虑组 10 人。本研究通过点探测实验，试图探究不

同疼痛焦虑水平对运动员注意偏向的影响。结果：运动员对足球相关的图片具

有显著的注意偏向，对威胁刺激的注意偏向更为明显。高焦虑运动员对足球相

关的图片注意偏向强于低疼痛焦虑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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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College Soccer Players’ Pain-Related Anxiety in 
Pain-Related Attentional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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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whether soccer players have attentional bias 

to threat stimuli in different scenarios. Methods: A total of 52 college soccer players 

in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to fill in Pain Anxiety Scale in Chinese version, and high-

pain-anxiety group and low-pain-anxiety group were selected by sorting out the scale 

scores. Result shows that athletes had more attention bias to pictures related to soccer, 

especially, the attention bias to threaten information was more obvious.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athletes with higher pain-anxiety made more attention to pictures 

related to soccer than low-pain-anxiety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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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受伤和疼痛是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运动员是否善于处理疼痛

带来的负面情绪是运动员能否集中注意力训练的关键因素之一。受伤导致的疼

痛易使运动员注意力无法集中在运动训练。注意偏向是指个体对特定刺激高敏

感性并伴随选择性注意［1］，体现为对某一类信息的优势分配、维持倾向与解

脱困难［2］。相关研究表明焦虑情绪会影响个体的注意偏向。有研究认为不同

焦虑水平对威胁信息锁定不同，高焦虑个体的注意一旦锁定威胁性信息，就难

以摆脱；而低焦虑个体容易锁定快乐信息［4］。已有大量研究发现具有慢性疼

痛疾病的病人对疼痛和疾病相关的刺激具有注意偏向［5］。孙泽坤等人［2］

梳理了疼痛相关信息的注意偏向领域理论、研究方法和结果，发现疼痛相关信

息也能引起非临床个体的注意偏向。其中也有研究运动员的疼痛焦虑对注意偏

向的影响。Bardel 发现高疼痛焦虑的橄榄球运动员注意力难以脱离威胁刺激词 

［5］，即焦虑对运动表现有一定的影响。在受伤风险较大的运动项目如足球运

动中，运动员对疼痛的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运动生涯发展。比如，优

秀的运动员比普通运动员更愿意忍耐疼痛训练［6］，或者将自己的注意力从疼

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7］。许多学者研究社会因素影响运动员对疼痛的注意偏向，

较少研究运动员对疼痛信息的心理反应机制 , 其中 Deroche 等人发现运动员对疼

痛产生恐惧引起注意偏向，导致运动员对疼痛信息处理不当，降低运动参与度

［8］。

疼痛焦虑属于焦虑的一种，其会打断当前的注意力、记忆以及一般认知活

动［4］。疼痛是一个危险信号，它可以让个体对威胁做出快速的反应来避免进

一步的受伤。所以个体选择注意疼痛而不是其他活动，这是人的普遍现象。疼

痛是一个包含焦虑、抑郁、恐惧、挫败和生气等认知过程的情绪［9］。这些认

知过程都会影响注意偏向［10］［11］。根据恐惧回避理论，当人们害怕受伤

时，对疼痛产生高度警觉［12］，因此疼痛对注意偏向的影响也很明确。当前

有大量研究证实高焦虑个体对疼痛相关信息具有显著的注意偏向［13］［14］。

另外，具有慢性疼痛的个体对疼痛信息的反应快于其他威胁性的信息反应，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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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们认为这是因为个体对疼痛相关信息过于警觉［13］［14］。这种疼痛信

息的过度警觉存在两种注意过程：一是优先关注威胁刺激为了快速发现威胁，

二是注意力难以脱离威胁刺激［15］［16］［17］。Van Damme 等人发现个

体面对疼痛相关信息时，同时存在两种注意偏向过程［18］。研究者们认为

优先关注威胁是一个适应性注意过程，有利于人的生存，而对威胁刺激脱离

困难则是个体适应不良的注意过程［18］。在运动中，疼痛相关的注意偏向

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可以帮助运动员快速注意到运动受伤的危险，另一方面

又使运动员对危险过度警觉而影响其运动表现［19］。当前有大量研究关注

竞赛焦虑对运动员注意偏向的影响，而较少研究足球运动员的疼痛焦虑在注

意过程中起到的作用［20］。足球运动是一项高强度的运动，足球运动员在

训练比赛中，当对手接近或是迫近时不能将球控制在合理的位置，易造成损伤，

使其在运动中分心，反而增加其受伤的几率，长此以往，就会影响到足球运

动员的体育生涯。

前人研究中即使参与者是运动员，实验材料多数用词语。然而不同情况对

参与者存在不同实际意义。本研究选用足球相关的图片，能引起足球运动员个

人相关的疼痛信息，并且图片经过专业足球运动员评定后选择的疼痛材料，具

有较高的生态效度。目的是探究运动员疼痛焦虑对注意偏向的影响。即不同疼

痛焦虑水平的运动员在面对威胁刺激时的注意偏向。本研究假设：足球运动员

的疼痛注意偏向于疼痛威胁刺激，且高疼痛焦虑运动员更加明显。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被试为某大学足球专项大学生 52 名，其中男生 43 名，女生 9 名，

运动平均年限为 7.1 年（标准差为 3.30），近半年内受伤 1 次以上且愈后良好，

所有被试都是右利手，没有生理与心理疾病。研究中，被试首先填写中文修订

版 SC-PASS 量表，取上下 20% 人数。经过筛选，最终参与实验人数为 20 人，

高焦虑组 10 人（焦虑水平：M=49.80，SD=5.29），低焦虑组 10 人（焦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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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6.45，SD=4.34）。实验前所有被试均已了解实验内容，并获得知情同意，

实验后得到相应的报酬。

2.2  试验材料

本研究采用中文修订版 SC-PASS 量表，该量表包含 20 个项目，4 个因子：

认知成分、回避成分、害怕成分、心理焦虑成分。此量表为 6 点李克特自评量表，

评分范围为 0—5，0 表示从不，5 表示总是，总分为疼痛焦虑分数。中文修订版

SC-PASS 量表针对病人具有较好结构、信度和效度，对健康人群也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

3  过程

本研究采用改编的点探测范式［21］，实验材料为 120 张图片，由 11 名足

球专项运动员评定挑选而定，包含 60 张足球比赛相关的图片（30 张展示足球

运动员疼痛的场景、30 张展示足球运动员比赛时的场景）、60 张生活场景相

关的图片（30 张展示生活中疼痛的场景、30 张展示生活中非疼痛的场景）。

最后形成足球疼痛场景 - 足球正常场景、生活疼痛场景 - 生活正常场景、生活

疼痛场景 - 足球疼痛场景、生活正常场景 - 足球正常场景各 15 对的刺激匹配

图，另有足球正常场景 - 生活受伤场景、足球受伤场景 - 生活正常场景各 15

对刺激匹配图作为平衡作用出现在实验中，使实验随机化。所有图片尺寸均为

354×266 像素。

实验开始前，让被试正坐在显示器前方，两只食指放在“F”和“J”键，

要求被试始终注视屏幕中心的注视点，并对探测点位置做出判断。实验程序通

过 E-prime2.0 呈现，首先在屏幕上呈现一个“+”持续 750—1250 ms，随后两侧

将同时呈现图片刺激，持续 500 ms，紧接着呈现 50 ms 注视点，之后在其中一

张图片出现过的位置，要求被试看到探测点时在保证正确的前提下尽快按键反

应，点在左侧按“F”键，点在右侧按“J”键，无反应 2500 ms 后点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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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刺激按键或
2500 ms 后消失

500 ms，线索刺激

750～ 1250 ms，注视点 

+

+

图 + 图

+

50 ms

图 1  实验过程

Figure 1  The  experimental procedure

正式实验前安排练习，练习包括 10 个试次，等被试完全掌握后进入正式实

验。实验中各组图片及探测点呈现的位置进行匹配，各实验条件进行随机化处理。

正式实验包括 180 个试次，每完成 90 个试次，暂停一次。

4  结果

本研究采用 2（疼痛焦虑水平：高焦虑、低焦虑） × 2（线索：有效线索、

无效线索） × 2（图片性质：受伤、正常）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疼痛焦虑水平

为组间变量，线索和图片性质为组内变量。探测点与足球场景图片一致则为有

效线索，探测点与生活场景图片一致则为无效线索。筛除错误反应结果，对反

应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反应时在各项指标上的平均数与标准差见表 1。

表 1  被试在各项指标上的反应时（单位：ms）

Table 1  Response time of subjects on various indicator (unit: ms)

图片性质 线索 焦虑组 均值 标准差 N

正常
有效

低焦虑 284.39 34.73 10
高焦虑 309.86 40.25 10

无效
低焦虑 268.52 27.32 10
高焦虑 300.18 37.9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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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性质 线索 焦虑组 均值 标准差 N

受伤
有效

低焦虑 284.48 27.44 10
高焦虑 325.92 41.64 10

无效
低焦虑 276.45 39.62 10
高焦虑 319.24 50.95 10

对收集的反应时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图片性质的主效应显著

F（1，18）=6.579，p=0.019< 0.05，ηp
2=0.268, 受伤图片反应时大于正常图片反应

时。线索主效应显著 F（1，18）=8.505，p=0.009<0.05，ηp
2=0.321, 有效线索反应时

大于无效线索反应时。疼痛焦虑水平主效应显著 F（1，18）=4.900，p=0.040<0.05，

ηp
2=0.214，高疼痛焦虑组反应时大于低焦虑组反应时。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不

显著（见表 2）。进一步分析发现，低疼痛焦虑被试对于两种性质图片反应时趋

于相同，随着疼痛焦虑程度的增大，两种图片反应时距离逐渐拉大（见图 2），

这说明低疼痛焦虑运动员群体对于两种性质图片的注意偏向不明显，高疼痛焦

虑足球运动员对于受伤图片具有一定的注意偏向。

表 2  图片性质、焦虑水平和线索方差分析数据

Table 2  ANOVA data of picture nature,  Anxiety level and trail

方差来源 SS df MS F p ηp
2

性质 2325.109 1 2325.109 6.579 0.019 0.268
误差 6361.875 1 353.437
线索 2024.086 1 2024.086 8.505 0.009 0.321
误差 4283.773 18 237.987

焦虑组 24978.929 1 24978.929 4.900 0.040 0.214
误差 91764.126 18 5098.007

性质 ×  焦虑组 917.841 1 917.841 2.597 0.124 0.126
线索 ×  焦虑组 71.040 1 71.040 0.299 0.592 0.016

性质 ×  线索 146.788 1 146.788 1.017 0.327 0.053
性质 ×  线索 ×  焦虑组 29.338 1 29.338 0.203 0.658 0.011

误差 2598.596 18 144.36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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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疼痛焦虑水平与图片性质关系

Figur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pain anxiety level and picture nature

5  讨论

本实验探究不同性质下疼痛焦虑水平是否影响被试的注意偏向。实验结果

发现图片性质、线索和疼痛焦虑水平的主效应显著。图片的性质会影响运动员

的注意偏向，当运动员看到受伤图片时，运动员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对正常图片

的反应时，这证实了前人的研究［22］，运动员对威胁性刺激具有注意偏向，

即停留在威胁性刺激的注意更多，反应时间更长。线索在运动员注意足球相关

的疼痛信息有影响，特别是有效线索的反应时长于无效线索反应时，说明运动

员按键反应前的注意偏向疼痛相关的图片上，导致出现返回抑制现象，减慢运

动员的反应速度。疼痛焦虑水平对其注意偏向有影响，与低疼痛焦虑水平的运

动员相比，高疼痛焦虑使运动员对足球相关信息的注意时间延长，说明疼痛焦

虑水平影响运动员对图片的反应速速度，加强运动员对足球相关图片的注意偏

向。虽然各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但从图片结果可以看出低疼痛焦虑

水平的运动员对于两种图片性质的反应时差距小，相比之下，高疼痛焦虑运动

员对两种图片性质的反应时差距大，尤其是对受伤图片的注意时间较长，说明

高疼痛焦虑运动员对不同性质图片的疼痛信息注意偏向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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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个结果，可以采取一些心理方法帮助运动员控制疼痛焦虑情绪。目

前已经有许多种方法能够帮助人们降低疼痛的威胁感，如正念冥想、注意力训

练和其他方法 ［23］。分散注意力也是一种处理疼痛的策略之一，近来研究认

为可以通过训练个体维持注意和控制住自己不分散注意的能力，这样能帮助他

们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疼痛所带来的情绪［24］。对于低疼痛焦虑运动员能够利

用对负面信息的注意力提高自己的运动绩效，在训练低疼痛焦虑运动员时应当

保持其对负面信息的警惕性；而高疼痛焦虑水平运动员则需要训练注意转移能

力，使其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倾向和这种倾向的后果，训练运动员将自己的注意

转移到积极的信息上，降低疼痛情绪或是转移疼痛情绪到其他积极情绪，降低

运动员的疼痛焦虑水平。

疼痛焦虑显然不是注意偏向过程中唯一的因素，其他如疼痛恐惧和灾难性

思维等因素也会影响个体对威胁刺激的注意偏向［25］。具有高疼痛恐惧的人

会扩大消极思想，往往对疼痛具有强烈的警觉和解除困难［26］ ［27］。所以

有必要在后续研究中继续探讨疼痛恐惧和灾难性思维在疼痛相关注意偏向过程

中的作用。

总之，本研究发现足球运动员对威胁刺激存在注意偏向，足球运动员对足

球场景图片的注意偏向受焦虑水平（高、低）、图片性质（受伤、正常）和线索（有

效、无效）的影响，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高疼痛焦虑足球专项运动员对威

胁性刺激即受伤图片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正常图片的反应时，表现出对一般威胁

刺激的注意偏向。（2）高低疼痛焦虑组的反应时存在一种趋势：随着疼痛焦虑

程度的逐渐增大，对两种性质图片反应时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对受伤性质图

片的反应时长于正常性质图片的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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