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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健康自我管理认知对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为提升大学生体育教学效果提供

科学依据。方法：于2023年9~10月选取广西2所高校470名大学生，采用成年人健康自我管理能力认知

分量表、体育活动等级量表进行调查。结果：体育专业大学生健康自我管理认知量表评分(62.74 ± 6.376)
分，体育锻炼行为量表评分(43.47 ± 25.846)分，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居住地、自觉身体状况
在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健康信念是体育专业大学生

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B = 0.856, P < 0.01)。结论：健康信念是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

因素，具有正向作用，可针对性制定提升体育教学效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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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health self-management cognition on the physical ex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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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From September to October 2023, 470 
college students from 2 universities in Guangx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to conduct the survey using 
the Adult Health Self-Management Ability Cognitive Subscale and Physical Activity Rating Scale. Re-
sults: The scores for the health self-management cognition scale for sports major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62.74 ± 6.376) points, and for the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scale were (43.47 ± 25.846) 
points.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1) in the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scale scores when comparing different genders, educational levels, family residences, and self- 
perceived health conditions. Health belief was identified as an influencing factor for the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of sports major university students (B = 0.856, P < 0.01). Conclusion: Health be-
lief is the influencing factor of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whi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an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hysical edu-
cation teaching can be formulated in a targeted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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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高等教育阶段是大学生体育锻炼意识形成、健康素养提升的

重要阶段[1]，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中坚力量，体育专业大学生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

的动力保证[2]，此阶段是大学生提升健康素养、培养健康体魄的重要节点[3]，具有较强的自我管理动机

与认知，能采取更健康的行为[4]。体育专业大学生是高校学生中的特殊群体，除了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外，

还要求具备扎实的专业运动技能[5]，而健康自我管理自 21 世纪引入我国[6]，实施健康自我管理可减少

危害健康的行为[7]，提高健康意识[8]，促进学生主动参与体育活动[9]，其中，健康信念和自我效能对大

学生的健康行为有着重要影响[10]。由此可见，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健康自我管理认知与其体育锻炼行为之

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对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2. 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于 2023 年 9~10 月于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2 所高校，采用整群抽样方

法选取体育教育、运动防护、社会体育、体能训练、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二年级全体学生为调查对象。

共发放问卷 47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445 份，有效率为 94.7%，所有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软件发放问卷，由任课教师线下课堂现场集中指导、组织填写，当场发放、当场回收。

问卷由 3 部分构成：一般人口学资料问卷，包括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为单

亲家庭、是否有慢性损伤史、直系亲属是否有慢性损伤史、自觉健康情况、体育锻炼行为；成年人健康

自我管理能力认知分量表(AHSMSRS)，由赵秋利等人[11]编制，共 14 个条目，含健康信念与自我效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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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评分越高，说明其健康自我管理认知水平越高。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2；体育活动等

级量表(PARS-3)，由梁德清等人[12]于 1994 年修订而成，依参加体育锻炼的强度、次数和持续时间三维

度评价体育活动量，计算公式为“体育活动量 = 强度 × 时间 × 频率”，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07。 

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逐步

线性回归探究健康自我管理认知对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 

3. 结果 

3.1. 体育专业大学生健康自我管理认知与体育锻炼行为基本情况 

大学生健康自我管理认知量表评分(62.74 ± 6.376)分，其中 14~27 分低水平 0 例(0%)，28~55 分中水

平 59 例(13.3%)，56~70 分高水平 386 例(86.7%)。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量表评分(43.47 ± 25.846)分，其中

<19 分小运动量体育锻炼 110 例(24.7%)，20~42 分中运动量体育锻炼 101 例(22.7%)，>43 分大运动量体

育锻炼 234 例(52.6%)。 

3.2. 体育专业大学生健康自我管理认知与体育锻炼行为在人口学变量上的比较 

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居住地、自觉身体状况在大学生健康自我管理认知与体育锻炼行为评分比

较差异上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人口学变量上的比较 

变量  N (%) 健康自我管理认知 体育锻炼行为 

性别 

男 357 (80.2) 63.29 ± 6.14 46.10 ± 25.63 

女 88 (19.8) 60.49 ± 6.85 32.83 ± 24.06 

t  3.511*** 4.573*** 

受教育程度 

本科 238 (53.5) 62.09 ± 6.78 50.20 ± 24.01 

专科 207 (46.5) 63.49 ± 5.81 35.74 ± 25.78 

t  −2.346** 6.095*** 

家庭居住地 

城市 59 (13.3) 63.44 ± 7.10 50.49 ± 25.13 

县城 54 (12.1) 63.22 ± 5.55 45.50 ± 26.14 

乡镇 69 (15.5) 63.80 ± 5.75 47.28 ± 23.05 

农村 263 (59.1) 62.43 ± 6.52 40.49 ± 26.30 

t  0.986 3.279** 

自觉身体状况 

健康 234 (52.6) 64.48 ± 5.47 42.21 ± 26.47 

良好 117 (26.3) 62.24 ± 5.66 45.62 ± 23.98 

一般 78 (17.5) 59.82 ± 7.13 44.00 ± 26.98 
体弱 9 (2) 55.22 ± 8.07 34.11 ± 28.07 

很差 7 (1.6) 55.14 ± 10.12 56.29 ± 29.629 

t  16.175*** 1.076 

注：**P < 0.05，***P < 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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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体育专业大学生健康自我管理认知对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 

将体育锻炼行为与健康信念、自我效能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健康信念对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

锻炼行为存在显著性影响(r = 0.140, P < 0.01)，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2.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体育锻炼行为 健康信念 自我效能 健康自我管理认知 

体育锻炼行为 1    

健康信念 0.140** 1   

自我效能 0.081 0.591** 1  

健康自我管理认知 0.130** 0.931** 0.845** 1 

4. 讨论 

4.1. 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水平均较高 

行为是具有认知、思维、情感和意志等心理过程的个体对内外环境刺激做出的能动反应[13]，因此，

健康自我管理认知提升，促进体育专业大学生主动采取积极的健康自我管理行动，为其生活、学习和工

作带来正面影响。本调查还显示，体育专业大学生健康自我管理认知评分为(62.74 ± 6.376)分，其中中水

平及以下认知学生为 13.3%，整体健康自我管理认知水平较高，与丁可等人[14]研究结果一致，其原因可

能与我国长期实行健康促进相关政策，学校积极组织体育活动并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学生健康意识逐步

增强，国家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等因素相关。 
由于体育教育特殊性，体育专业大学生对自身身体素质与健康素养具备较高要求[15]。本调查显示，

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评分为(43.47 ± 25.846)分，高于潘雨晴等人[16]调查的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

总平均得分(35.71 ± 27.61)分，其中处于中等及以上学生达 75.3%，其原因可能与体育专业大学生在进入

大学前系统规范接受过专业体育训练，自身身体素质较普通大学生强，对体育运动参与热爱度较高，对

自身健康关注度较高，接受体育与健康教育较多等因素有关。此外，有 24.7%的体育专业大学生为低体

育活动价值，符合程靖等人[17]研究的大学生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呈现“高认知，低行为”状态，说明体育

专业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仍有提升的空间，需要高度重视，其原因可能与多年考学为目的专业体育训练

导致产生疲劳厌倦情绪、运动损伤影响运动体验相关，应制定针对性措施，促进此部分学生提高体育锻

炼参与，以免出现健康问题或无法胜任体育专业从业要求。 

4.2. 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与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相关 

本调查显示，本科层次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锻炼运动量高于专科层次体育专业大学生，与巢旭等人

[18]研究受教育程度与体育参与意识呈正相关关系的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本科层次体育专业大学生受

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接受健康教育层度深影响大，有利于理解“体育人”对身体素质的高要求，知晓体

育锻炼对健康的意义，健康自我管理认知水平较高，主动实施健康行为，理解并遵循健康促进的各项举

措，能积极利用身边体育环境资源参与体育锻炼。此外，男性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相比女性体

育专业大学生高，这可能是由于男女大学生心理、生理结构上存在差异，男性运动能力较女性强，活泼

好动，通过体育锻炼能获得自信心与愉悦感，其次，运动后冲凉等男性较女性方便，因此，男性对体育

锻炼的参与度更高，而女性大学生相较于男性更注意自身形象与外表，对于体育运动热情较低。本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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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显示，父母文化程度高、家庭居住地城市化发展快、家庭经济来源良好的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活动价

值较高，其原因可能是家庭接受教育程度越高，父母健康素养较高，更关注儿女健康状况，积极鼓励儿

女参与体育锻炼，家庭居住地城镇化较高，相应体育公共设施与卫生保健设施较完善，可选择体育活动

方式较丰富，家庭经济来源较好生活压力较小，精力和思维不过多因生活琐事耗费，更关注自身身体的

健康与心理的愉悦，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体育锻炼促进自己身心舒畅，提升健康素养。 

4.3. 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变化主要是受到健康信念的影响 

本调查发现，健康自我管理认知是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具有正向作用，体

育专业大学生健康自我管理认知越高，体育锻炼行为参与价值越高。而健康自我管理认知健康信念与自

我效能两维度中，主要是健康信念维度对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产生影响。我国体育健康促进的

大力推广与实施下[19]，体育专业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体育建设主力军，应积极树立科学运动健康生活认

知，提升健康素养整体水平，摒弃危害健康行为，采取健康行为，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为建设祖国扎实

打好身体基础。自我效能对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影响不大，可能是由于体育专业大学生自身身

体状况与运动素质较强，年纪较小身心发展状态好，未参加过工作和社会实习，对长期维持自身健康的

能力有较大自信。 

5. 总结 

综上，体育专业大学生健康自我管理认知水平较高，且对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具有正向作

用。因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进行干预，提升体育教学效果：1) 学生因

素，进一步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认知水平，注重学生自我效能提升，指导学生增强健康信念，提升健康素

养，强化健康锻炼行为，定时对自身运动能力做合理评定，避免因过高预期自身运动能力而造成不必要

的运动损伤或疾病；2) 学校因素，高度重视学生体育锻炼参与情况，在保证专业课程教学需求的背景下，

细化学校体育管理制度，充分利用体育场地，丰富体育器材，组织体育活动，因地制宜，创新创建符合

学生锻炼方式，鼓励学生积极健康参与体育锻炼；3) 教师因素，加强学生健康教育，用专业知识指导学

生参与运动的方法、时间、强度、频率及注意事项，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4) 家庭因素，家人参与、

陪伴、提供更具活力的体育氛围与社会支持，督促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与学生、教师建立主动沟通

的渠道。本调查仅为 2 所学校样本调查，所得结论应谨慎应用。后续调查应扩大样本量，从健康信念等

角度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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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学生健康自我管理能力路径研究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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