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傳統心理技能訓練已經主導了運動員的心理訓練近三十多年 [1]。傳統
心理技能訓練的效果也一直缺乏實證支持 [2]。因此，以正念為基礎的
心理訓練方法，作爲傳統心理技能訓練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在運動
心理學界開始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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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了多重基綫單被試實驗設計。來至香港體育學院的 10 名
從未接觸過正念訓練的香港精英運動員參與了本研究。本研究共包括
3 個階段（即，基綫階段，幹預階段，幹預後階段）。基綫階段持續
兩周，不進行任何訓練幹預，針對正念、接受、投入和運動表現對
所有參與者進行 4 次數據採集。幹預階段持續三周，所有參與者接
受正念訓練，並對所有參與者進行 6 次數據採集。幹預後階段持續
兩周，不進行任何訓練幹預，對所有參與者進行 4 次數據採集。

結果

通 過 可 視 化 分 析 和 無 重 叠 組 對 分 析 (Non-Overlap of All Pairs,    
NAP)[4-5]，本研究顯示：
(1) 有關正念水平，研究顯示 MAIC 訓練在幹預階段對 8 名運動員起
到了中等或高強度的效果（調整後的 NAP 值在 .32 到 1.0 之間），
在幹預後階段對 7 名運動員起到了中等或高強度的效果。在幹預階
段，僅對 2 名運動員顯示低強度效果（原始 NAP 值小于 .50），在
幹預後階段僅對 3 名運動員顯示低強度效果。
(2) 有關接受水平，研究顯示 MAIC 訓練在幹預階段對 6 名運動員起
到了中等或高強度的效果，在幹預後階段對 8 名運動員起到了中等
或高強度的效果。在幹預階段，僅對 4 名運動員顯示低強度的效果，
在幹預後階段僅對 2 名運動員顯示低強度效果。
(3) 有關投入水平，研究顯示 MAIC 訓練在幹預階段對全部 10 名運
動員起到了中等或高強度的效果，在幹預後階段對 9 名運動員起到
了中等或高強度的效果。僅在幹預後階段對 1 名運動員顯示低強度
效果。
(4) 有關訓練表現，研究顯示 MAIC 訓練在幹預階段對 9 名運動員起
到了中等或高強度的效果，在幹預後階段對 9 名運動員起到了中等
或高強度的效果。在幹預階段和幹預後階段，分別僅對 1 名運動員
顯示低強度效果。

數據分析示例 :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一項由中國本土運動心理學家開發的正念訓練方法正念 - 接
受 - 覺悟 - 投入訓練 (Mindfulness-Acceptance-Insight-Commitment, 
MAIC)[3] 應用於香港精英運動員，並檢驗該訓練方法對於運動員的正
念、接受、投入水平、以及訓練表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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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MAIC 訓練在 Mindfulness-Acceptance-Commitment (MAC)[2] 訓練
方法的基礎上融合了中國的禪宗覺悟概念、社會價值導向概念、以
及接受爲基礎的逆境應對概念 [6]。本研究將 MAIC 應用於香港精英
運動員，並證實了它對運動員正念、接受、投入水平和訓練表現具
有顯著的效果。另外，香港武術隊運用 MAIC 訓練為第十三屆武術
世界錦標賽所做的心理準備也顯示出通過 MAIC 訓練對於武術運動
員的日常訓練、心理健康，甚至比賽都十分有益 [7]。因此，MAIC
訓練對於香港精英運動員而言相當具有推廣的價值。此外，我們也
歡迎更多的中國研究者能夠將 MAIC 訓練應用於實踐，並對其效果
進行進一步的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