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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院研究守门员基于先验信息下的知觉预测能力袁探索当守门员处于射门

方向渊实际方向冤与对手点球偏好渊概率方向冤一致或不一致的情境下袁对表现有效性

和加工效率的影响遥 方法院通过网络平台招募专业足球守门员渊专业组冤和业余足球守

门员渊业余组冤各 16 名袁共计 32 名被试遥 使用 E-prime 3.0 进行守门员点球方向判断

实验袁记录被试知觉预测的正确率和反应时遥 结果院基于先验信息进行知觉预测时袁专
业组守门员的知觉预测正确率显著高于业余组守门员遥 不同组别的反应时具有显著

性差异袁具体表现为在偏好一致渊或不一致冤的情况下袁专业组的反应时都高于业余

组遥 不同偏好条件下的正确率具有显著性差异袁其中专业组被试在偏好不同的情况下

具有显著性差异袁业余组则无显著性差异遥 结论院与业余守门员相比袁专业守门员在基

于先验信息进行知觉预测时能更加准确地预判罚点球运动员的射门方向袁 即在知觉

预测上存在专家优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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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study the goalkeeper's perceptual prediction ability based on prior inform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n performance effectiveness and processing efficiencywhen the goalkeeper

is in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shooting direction (actual direction) is consistent or inconsistent with the op-

ponent's penalty kick preference (probability direction). Methods: Through the network platform, we re-

cruited professional football goalkeepers (expert group) and amateur football goalkeepers (novice group)

16 each, a total of 32 subjects. The experiment of judg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goalkeeper's penalty kick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E-prime 3.0 software, and the correct rate and reaction time of perceptual predic-

tion were recorded. Results: when making perceptual prediction based on prior information, the correct

rate of perceptual prediction of expert group goalkeeper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vice

goalkeeper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action time among different groups, which showed

that when the preference was consistent (or inconsistent), the reaction time of the exper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vice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rrect rate under different prefer-

ence conditions, among which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xpert group,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novice group.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novice goalkeepers, expert goalkeepers can

predict the shooting direction of penalty kickers more accurately when making perceptual prediction

based on prior information, that is, there is an expert advantage in perceptual prediction.

priori information; perceptual prediction;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otball goalkeeper

基于先验信息条件下足球守门员的知觉预测研究
郑 轩 1袁黄志剑 1*袁康江辉 2袁易 念 1袁宋良元 1

收稿日期院 2022-09-07
基金项目院 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渊19ZD009冤遥
第一作者简介院 郑轩袁女袁硕士研究生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运动心理学遥 E-mail院winona-z@qq.com遥
*通信作者简介院 黄志剑袁男袁博士袁教授袁硕士生导师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运动心理遥 E-mail院psychlab@qq.com遥
作者单位院 1.湖北大学袁湖北 武汉 430062曰2.武汉体育学院袁湖北 武汉 430079遥

射门是足球比赛中进攻的最终目的袁 也是比赛

胜负的关键所在遥 点球袁全称罚球点球袁历届足球重

大赛事上袁野点球大战冶屡见不鲜遥 在点球研究中袁罚
球运动员尧守门员尧心理预判尧战术意识尧罚球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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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因素会对结果产生影响遥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守

门员的预期表象和防守点球时的眼动特征等方面[1-5]遥
在罚点球时袁球被踢过球门线大约需要 350~500 ms袁
而守门员由中线俯冲至门线至少需要 600 ms袁因
此袁守门员通常必须在球被踢出前袁向某一侧发起

扑球袁才能及时拦截 [6]遥 守门员不能仅靠罚球运动

员助跑和踢腿的方向来判断球的方向遥 No觕l 等 [7]则

认为守门员可以通过了解罚球手首选的踢球策略

和方向袁调整行为来适应对方的点球策略袁进而从

中获益袁提高扑球的准确性遥 有研究者对大量点球

竞赛视频分析发现袁将近 96%的比赛中的点球时守

门员并未处于球门中间位置袁通常会偏向左侧门柱

或右侧门柱[8]遥 而当守门员位置偏离球门中间时袁以
守门员为界袁罚球员向球门更大一侧区域射门的比

例更高 [9]遥
知觉预测是指行为人预先处理并有效利用不完

全信息和环境线索的过程[10]遥在足球点球过程中袁罚
点球运动员跑动和足球飞行的时间都比较短暂袁守
门员需要快速地对当下环境和情景做出判断和决

策袁此时进行的通常是直觉决策遥守门员知觉预测的

决策结果通常受对手的运动学信息和非运动学信息

影响袁 对于守门员知觉预测优势的研究大多集中于

两部分遥 一部分研究主要侧重守门员对运动学 渊视
觉冤 信息的收集等问题袁 认为相对于业余守门员而

言袁经过长期专业训练的优秀守门员在加工罚点球运

动员动作信息的方法和策略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4]遥
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袁 单纯地从对手运动中提取

的视觉信息不足以解释运动员的决策行为袁 非运动

学渊情境冤信息也是影响运动员决策的重要因素遥 这

些非运动学信息来源主要包括院赛场比分尧足球场上

罚点球运动员的站立位置尧 对手以往比赛的动作偏

好尧对手的特定动作或者动作序列袁以及比赛的场地

环境等[11]遥
运动场上的先验信息是指运动员在对手动作技

能执行之前可用的一般信息袁通常包括运动员的强弱

项和习惯偏好尧场地位置尧预期和事件概率信息等[12]遥
在足球领域袁 顶级守门员甚至能够在球被踢出之前

就预测到对手点球的可能结果袁 他们通过观察踢球

者的臀部尧 支撑腿和踢球腿的运动来判断球的可能

方向和轨迹 [13]遥 除了罚球手身体运动或球飞行瞬间

的可用信息外袁 守门员还可以使用一些非短暂信息

来指导扑球袁 例如罚球手罚球方向的个人偏好以及

习惯等遥当有补充信息出现时袁守门员对球的飞行方

向和罚球手的身体信息的依赖程度会降低遥 且有证

据表明袁越是成功的守门员越依赖先验信息[14]遥关于

对手动作偏好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守门员

采用非保守的策略遥 从本质上讲袁基于先验信息的

知觉预测袁 就是通过期待一个特定的动作结果发

生袁进而作出相应的决策或行为反应遥 除了预先获

得运动学信息外袁专业运动员还可以使用各种概率

信息来帮助他们预测动作结果 [12]遥 对于足球专家来

说袁关于对手行动倾向的信息将会弱化点球时的视

觉注意力遥 因为专业守门员能够将运动学信息与背

景先验整合起来袁以确认他们的先验预期袁从而维

持表现 [3]遥
本研究基于足球射门防守场景模拟视频袁 向守

门员提供有关点球运动员射门方向偏好的先验信

息袁探索当处于偏好一致或偏好不一致的情境下袁先
验信息对守门员知觉预测的有效性和加工效率的影

响遥本文假设袁专业足球运动员能够将背景先验信息

与环境信息相结合袁以提高动作表现遥

通过网络平台招募专业足球守门员 渊国家二级

以上运动员袁有规律训练 6 年以上袁且最近 3 个月均

有参与系统训练冤和业余足球守门员渊在公开的校级

以上比赛中有守门员经历袁 且最近 3 个月仍有参加

足球赛事冤各 16 名袁共计 32 名被试遥 将专业守门员

定义为专业组袁业余守门员定义为业余组遥 参与实

验的被试性别均为男性袁平均年龄渊22.35依2.54冤岁遥
专业组平均年龄渊21.78依1.73冤岁袁平均训练年限为

渊9.87依2.06冤年袁业余组平均年龄渊22.92依2.98冤岁袁平
均参与年限为渊5.35依3.82冤年渊表 1冤遥 两组守门员均

为右利手 / 脚袁 视力正常袁 裸眼视力均在 1.0 以上袁
无色盲色弱现象袁无神经病症史袁无严重躯体疾病袁
无酒精或者药物依赖遥 在参与实验前 3 h 内未摄入

任何促进和抑制大脑神经兴奋性的物质渊如咖啡因尧
酒精等冤遥 在实验开始之前袁由主试给被试介绍实验

内容和实验仪器袁以及实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袁
并且确保被试认真阅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在实验

结束后会根据被试的实验成绩支付相应的报酬遥
表 1 专业组和业余组守门员基本信息

专业组 业余组

人数 16 16

年龄 / 岁 21.78依1.73 22.92依2.98
训练年限 / 年 9.87依2.06 5.35依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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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专业三脚架将拍摄视频材料所需的摄像机

固定于球门门线中点前袁 摄像机垂直高度调整为

150 cm 进行视频录制遥 点球摆放位置到门线的垂直

距离为 1 100 cm遥 选取 2 名在球场上担任前锋角色

的国家级足球运动员 渊1 名为国家一级袁1 名为国家

二级冤参与完成视频拍摄遥 以罚球点为圆心袁远离球

门的垂线为正方向袁 要求罚球员站在距离罚球点

350 cm 的东北渊或西北冤位置袁采用匀速助跑的方式

完成射门袁射门过程中不会有其他欺骗性动作遥 罚

球运动员需将球射向球门的左上尧左下尧右上和右下

4个区域袁保留所有成功射进球门的点球视频袁共计

80 个进球遥 使用 Adobe Premiere Pro CS6 软件对视

频进行剪辑遥 截取罚球运动员从助跑到射门脚触球

前 200 ms 之间共计 2 s 的视频作为判断材料袁 触球

前 200 ms 到进球后共计 2 000 ms 的视频作为结果

的反馈材料遥 视频输出的帧率为 25 帧 / 秒袁分辨率

均为 1 024伊768遥经两名足球经验丰富的专家老师评

议袁删除区分度不高的进球视频 9 个袁保留有效视频

71 个袁根据实验设置的概率要求袁选取其中 50 个作

为实验材料遥 使用 E-prime 3.0 进行守门员点球方向

判断实验袁记录被试的知觉预测选择袁包括扑球方向

选择的正确率和按键反应时遥
研究采用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袁 分析专业守门

员和业余守门员在进行点球方向知觉预测时的行为

反应遥因变量为点球方向判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遥被
试在进入实验室后需要填写包含个人信息的实验登

记表袁在主试的指导下认真阅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主试宣读指导语和注意事项遥 被试表示理解之后开

始正式实验遥
实验程序包括练习阶段和实验阶段遥 练习阶段

包含 10 次点球袁该阶段的数据不纳入后续的统计分

析遥 实验阶段包含 40 次点球袁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

运动员会被告知院 前 20 次球射向左边的概率为

70%袁射向右边的概率为 30%曰后 20 次球射向左边

的概率为 30%袁射向右边的概率为 70%遥先验信息之

后会呈现 1 000 ms 的野+冶注视点袁提醒被试实验即将

开始遥注视点结束后呈现 2 000 ms 的视频判断材料遥
之后被试需要根据视频材料的信息进行扑球方向的

选择袁如果认为足球将射向左边袁按野F冶键进行反应袁
如果认为足球将射向右边袁按野J冶键进行反应遥 当选

择方向与足球偏好方向相同时袁 则认为守门员偏好

一致曰反之袁当选择方向与足球偏好方向相反时袁则
为偏好不一致遥 为尽量接近真实的点球情境袁被试的

方向判断必须在 1 000 ms 以内完成袁 不在时间窗内

进行反应的结果不纳入数据统计分析遥 在完成判断

后会呈现 2 000 ms 的反馈视频袁 将点球实际射向的

方向反馈给被试遥 反馈视频结束后会有 8 s 静息时

间遥实验采用 E-prime 3.0 记录被试的行为数据结果遥

使用 Excel 计算和整理由 E-prime 记录的被试

基于先验信息的知觉预测正确率和反应时遥 使用

SPSS22.0 的多变量方差分析计算专业组和业余组进

行点球方向判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差异遥 由于被试

在接受实验的过程中袁 选定罚球员踢向某侧的时间

只有 1 000 ms袁 故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选择的数据

不计入统计分析遥

不同组别守门员在偏好一致或偏好不一致情况

下的知觉预测的正确率和反应时情况见表 2遥

对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袁P均大于 0.05袁数据

满足方差齐性遥 方差分析结果可知袁组别渊F=5.675袁
P=0.004袁浊p

2=0.087冤和偏好渊F=5.345袁P=0.006袁浊p
2=0.082冤

的主效应显著袁但组别和偏好的交互效应渊F=0.805袁
P=0.449袁浊p

2=0.013冤不显著渊表 3冤遥 对主效应进行进

一步分析袁 结果显示袁 组别和偏好分别对反应时

渊F=11.336袁P=0.001袁浊p
2=0.086冤 和正确率渊F=9.937袁

P=0.002袁浊p
2=0.076冤产生显著主效应渊表4冤遥 不同组

别的反应时具有显著性差异袁具体表现为在偏好一

致渊或不一致冤的情况下袁专业组的反应时都高于业

余组渊表 5冤遥 不同偏好的正确率具有显著性差异袁
其中专业组渊P＜ 0.05冤组内在偏好不同的情况下具

有显著性差异袁业余组渊P＞ 0.05冤则无显著性差异

渊表 5冤遥

组别 偏好一致正确率 /% 偏好一致反应时 /ms 偏好不一致正确率 /% 偏好不一致反应时 /ms

专业组 68.71依13.15 416.84依143.66 57.28依18.68 419.83依144.83
业余组 61.83依11.01 338.68依142.41 55.96依17.71 322.51依153.77

表 2 偏好一致或偏好不一致情况下不同组别守门员知觉预测的正确率和反应时渊X依SD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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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组别偏好的主效应及交互效应

表 4 组别偏好的主效应分析

表 5 不同偏好反应时及不同正确率差异性分析

即在偏好一致渊或不一致冤的情况下袁专业组的

正确率存在显著差异袁但业余组无显著性差异遥不同

组别的反应时具有显著性差异袁 具体表现为专业组

都高于业余组遥

本实验的总体目的是评估在事先向守门员提供

偏好信息条件下袁是否会对其预测结果产生影响遥与
以往的研究相一致 [15]袁先验信息显著影响了对点球

结果的动作预期遥整体情况下袁专业组守门员比业余

组守门员的准确性更高遥这个结果并不意外袁专业运

动员能够使用身体运动学信息来预测其专业领域内

动作的结果[16-18]遥 在贝叶斯理论的支持下袁个体在作

出最终判断时会努力减少不确定性袁 并整合先验信

息和视觉运动学信息遥过去的研究显示袁与业余组相

比袁专业组使用了更优化的整合袁从而获得了更好的

预期性能袁特别是在偏好一致的结果中 [13]遥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专家组和业余组在偏好一致上的

正确率差异会大于偏好不一致遥
守门员成功扑球不仅取决于对空间位置的预

判袁还涉及时间方面和专业技能的把控遥 也就是说袁

成功扑球涉及到一个微妙的平衡袁 即获取关于在哪

里扑球的空间信息袁以及决定何时扑球遥 一方面袁守
门员不应该太早扑球袁 因为身体信息对球的轨迹预

测不够充分袁对球来时的方向只是一个猜测遥另一方

面袁守门员的行动也不能太迟渊即在球飞行的信息完

全可预测之后冤袁否则将没有足够的时间到达球的位

置遥因此袁优秀的守门员在开始扑球之前可以等待更

长的时间袁 可以从对手的身体动作和球的早期飞行

轨迹获得更可靠的信息袁从而作出更好的扑球决策[19]遥
目前的研究表明袁 先验情境信息可以改变这种

微妙的平衡遥 当守门员有了关于罚球手射门偏好的

情景信息时袁 即使罚球手的身体动作和球的信息不

那么具有预测性袁 守门员也会更早地作出扑球决策

或行动遥 Fischer 等 [20]也报告了在高概率条件下进行

反应的时间较低概率条件下短袁在他们的研究中袁参
与者必须在相应的灯被照亮后袁 尽快击中悬挂在天

花板上的球袁但在这个反应时间任务中袁没有对应的

身体信息袁参与者只能利用概率信息来预测遥 因此袁
本研究也论证了在一个有时间限制的就地拦截任务

中袁先验情境信息对身体信息的使用起着调节作用[21]遥
在偏好一致渊或不一致冤的情况下袁专业组的正

确率存在显著差异袁但业余组无显著性差异遥这一点

与 Mann 等 [22]的研究一致袁当预期与先验线索不一

致时袁专家的预期绩效会降低袁而当预期与先验线索

一致时袁专家的预期绩效增加遥 这些结果表明袁先验

线索影响专家的预期判断袁 在偏好一致时的预期绩

效要显著大于偏好不一致袁 这也可以解释本研究中

专业组的正确率存在显著差异遥
从研究结果来看袁 不同组别的反应时具有显著

性差异袁 专业组进行知觉预测时比业余组所花费的

时间更长遥 业余守门员在进行点球方向判断时基于

较少的信息源进行加工袁 存在先验信息的情况下往

往会把先验信息作为主要的参考信息源袁 在扑球方

向判断时赋予较高的权重遥专业守门员在进行点球方

向判断时会将多种通道的信息进行整合和加工袁基
于自身的运动经验赋予不同信息源不同的权重 [23]遥
后者信息整合和加工过程的存在可能是其反应时较

长的一个原因遥另外袁专业守门员在预测来球的线路

准确性和相关结构性信息的能力更为突出袁 包括对

关键信息的识别袁情境运动的回忆袁以及运动场景中

的相关认知袁能更准确地进行动作响应袁进而能更有

效地识别尧分析和解释信息 [24]遥 Dicks 等 [25]的研究发

现袁 守门员扑救点球的出击时机与守门员的运动能

力相关袁反应速度较慢的守门员会更早地作出反应袁
反应速度较快的守门员会更晚作出反应遥 这种运动

F P 浊p
2

组别 5.675 0.004 0.087

偏好 5.345 0.006 0.082

组别伊偏好 0.805 0.449 0.013

因变量 F P 浊p
2

组别 正确率 2.239 0.137 0.018

反应时 11.336 0.001 0.086

偏好 正确率 9.937 0.002 0.076

反应时 0.064 0.801 0.001

组别伊偏好 正确率 1.024 0.314 0.008

反应时 0.135 0.714 0.001

偏好 / 组别 P
反应时 偏好一致 0.036

偏好不一致 0.009

正确率 专业组 0.003

业余组 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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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水平不同造成的决策习惯差异可能是专业守门

员反应时更长的另一个原因遥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表明袁先验信息可以显著影响

足球守门员的知觉预测遥 其中专业守门员比业余守

门员更善于整合先前的线索和运动学身体信息袁进
而更准确地预测点球的方向遥与业余守门员相比袁专
业守门员在基于先验信息进行知觉预测时能更加准

确地预判罚点球运动员的射门方向袁 即在知觉预测

上存在专家优势遥总的来说袁准确且有效的赛前信息

对于守门员的信息整合以及最终决策都有较大帮

助遥但这种信息渊如对手动作偏好冤并非必然事件袁最
终行为结果仍然需要守门员结合对手动作和自我身

心状态进行决策遥

本研究的第一个局限为受试者均是男性袁 这在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确保参与者的同质性袁 但未来的

研究可以探索女性守门员的知觉预测袁 将性别视为

一个可能的因素遥其次袁可以考虑更多水平或等级的

运动员袁 以进一步研究专业水平与动作预期的先验

信息之间的交互作用遥除此之外袁本文未在基线水平

渊偏好一致袁即踢左 50%袁踢右 50%冤测试守门员知

觉预测的正确率和反应时袁无法进行基线对比遥
本文基于先验信息针对专业组和业余组的足球

守门员知觉预测能力进行了分析袁 但对于数据分析

结果的成因没有更进一步的具体探索遥 相关的生物

视觉搜索策略和神经心理机制的详细情况也待研

究遥且本文的实验预测是基于视频成像袁在一定程度

上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了影响袁在未来的研究中袁若
采用真实场景袁实验结果将会更加准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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