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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ice and snow sports par-
ticipation,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exercise self-efficacy 
between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ice and snow sports participati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366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active personality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general self-efficacy, exercise self-efficacy, ice and snow sports participation; 
proactive personality completely affects ice and snow sports participation through self-efficacy.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exercise self-efficacy play a chain-mediated role between proactive per-
sonality and ice and snow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exercise self-efficac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on ice and snow sports participation. Conclusion: The study extends the research 
field of personality and further validates and illustrates the significant explanatory power of 
self-efficacy on behavior, and further prove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domain self-efficacy (such 
as exercise self-efficacy) on domain behavior (such as ice and snow sports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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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主动性人格与冰雪运动参与的关系，揭示一般自我效能和锻炼自我效能在主动性人格与冰雪运动

参与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采用问卷法对36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主动性人格与一般自我效

能、锻炼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行为显著相关；主动性人格完全通过自我效能对冰雪运动参与行为产

生影响。一般自我效能和锻炼自我效能在主动性人格和冰雪运动参与行为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锻炼

自我效能对冰雪运动参与行为具有更显著的直接影响。结论：本研究结果拓展了人格的研究领域，进一

步验证和说明了自我效能对行为发生的重要解释力，并进一步证明了领域自我效能感(如锻炼自我效能感)
对领域行为(如冰雪运动参与行为)有更大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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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群众体育的发展规模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水平，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为冰雪群众

体育繁荣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以冰雪为健身的体育运动较以前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还未形成冰雪健身

气氛和热潮(程文广，刘兴，2016)，那么有哪些心理因素影响大众冰雪运动参与呢？本文将从人格和自我

效能的角度进行分析。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者们一直在探究人格对行为的影响，而社会认知理论、

自我效能理论等都强调自我效能在人的行为及实现目标中的重要作用。主动性人格是大五人格模型没有

涉及的一种独特的人格特征，是指个体不受情景阻力的制约，主动采取行动以改变其外部环境的倾向。

而这种人格特征对行为会有怎样的影响？是主动性人格重要还是自我效能更重要，它们在冰雪运动参与

行为的发生中具有怎样的关系和影响？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深入揭示主动性人格、自我效能感对冰雪运

动参与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探索主动性人格、自我效能感(一般和特殊)影响冰雪运动参与行为的路

径关系，并鉴于以往研究较为缺乏的现状展开进一步研究。 
主动性人格的研究表明，个体内在的差异通过主动的动机状态间接的影响个体目标和目标结果。积

极的改善环境提高行为绩效是主动性人格区别其它人格的重要特征。具有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具有更高

的创新行为(张振刚，余传鹏，李云健，2016)、求职行为(曹科岩，戴健林，2016)和学习行为(王晓丹，2013)
等，其在生活工作中很少受到环境的制约，善于发现有利条件解决困难，取得成功。因此，主动性人格

对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关乎到事件的成败。锻炼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表明，大五人格中外向性、神经质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1122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阿丽，丁其玉 

 

 

DOI: 10.12677/ap.2019.911220 1828 心理学进展 
 

和尽责性影响锻炼行为，Major 等研究提出相比大五人格，主动性人格是一种复合型人格特质，与大五人

格的外倾性、严谨性、神经性和宜人性高度相关。相比大五人格主动性人格具有更大的增值效度(Major, 
Turner, & Flether, 2006)。那么，主动性人格会对锻炼行为有怎样的影响呢？本研究假设，主动性人格与

冰雪参与行为显著相关，能显著预测冰雪运动参与。 
主动性人格的研究还表明，主动性人格具有主动的动机加工机制，对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

个体目标及结果。主动性人格不仅正向影响一般自我效能(Hui-Hsien & Huang, 2014; Hou, Wu, & Liu, 
2014)，而且与领域自我效能有密切相关，如主动性人格正向预测学业自我效能(赵粉，2013)、职业决策

自我效能(曲可佳，鞠瑞华，张清清，2015)、创业自我效能等。同时研究也表明，一般自我效能感对锻炼

行为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马爱民，刘守祥，2015；裴玲玲，2015)，一般自我效能对大学生的主观锻炼

体验有影响(崔运坤，贾燕，2014)，锻炼自我效能是影响身体活动的重要因子(Ygh, Mu, & Davis, 2016)，
影响体育锻炼坚持性(Cramp & Bray, 2011)，并影响锻炼时间的长短。研究还提出，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主

动性人格与主动行为关系的中介变量，如学业自我效能是主动性人格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变量(赵粉，

2013)。那么，自我效能感很可能是主动性人格与锻炼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所以本文假设，自我效能感

在主动性人格与冰雪运动参与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感是社会学习理论的核心内容，指个体对有效控制自己生活诸方面能力的知觉或信念

(Bandura, 1989)，是克服困难的关键，是个体自我调节的中心机制。自我效能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付出的努力程度和人们的思维和情感反应模式。自我效能受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不断的增强或

转移。所以在自我效能感领域一直有着自我效能感界定方面的争论，认为自我效能感有一般自我效能感

和领域自我效能感之分。一种是班杜拉提出的特殊领域的自我效能感，认为由于不同生活与工作领域要

求的技能和能力千差万别(Bandura, 1997)，所以需要的自我效能也不会相同，因此不可能有一般自我效

能，在研究自我效能时应该和具体领域相联系，如管理自我效能、学习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等。一

种是 Jerusalem 和 Schwarzer 认为的覆盖生活与工作领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认为自我效能是个体的一种

稳定特质和状态(Chen et al., 2000)，一般自我效能具有普遍性，是个体处理困难的一种总体的自信程度，

所以存在一般自我效能感。还有学者针对特殊领域自我效能感提出，领域效能感和一般效能感具有相同

的作用，如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管理自我效能感都能预测工作绩效(陆昌勤，方俐洛，凌文辁，2001；Judge 
& Bono, 1997)、一般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自我效能感都与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谢义忠，宋岩，2017；
冯冬冬，陆昌勤，萧爱铃，2008)、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学业自我效能感都能影响学业成绩、一般自我效

能感和锻炼自我效能都能影响锻炼行为等。那么，一般与特殊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同一概念还是两个互

不相关的变量，一般与特殊之间谁更能有效的预测有关变量？有些学者认为一般自我效能与特殊自我效

能之间相互影响，Chen 等人认为一般自我效能主要通过特殊自我效能对工作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如一

般自我效能通过管理自我效能对管理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绩效产生间接作用(陆昌勤，凌文辁，方俐洛，

2004)。以上研究表明，特殊领域自我效能在一般自我效能与预测变量之间起中介作用，一般与特殊自

我效能感也可能共同影响预测变量。因此，本研究推测锻炼自我效能在一般自我效能与冰雪运动参与行

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主动性人格、一般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锻炼参与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研究假设，主动性人格通过一般自我效能和锻炼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对冰雪运动

参与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同时，锻炼自我效能在一般自我效能和冰雪运动参与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如
图 1 所示)。本文从大学生视角出发，探讨主动性人格与一般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和冰雪运动参与行

为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以期为冰雪运动参与的干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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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lationship model among active personality, general self-efficacy, 
exercise self-efficacy and ice and snow sports participation 
图 1. 主动性人格、一般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之间的

关系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研究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方便抽样的方式，在我国东北部辽宁省的三所综合性大学里对 400 名在

校本科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366 份，有效率为 91.5%。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20.58 岁(SD = 
1.60)，其中男生 156 人，女生 210 人。大一 130 人，大二 65 人，大三 116 人，大四 55 人。文科生 191
人，理科生 175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主动性人格 
采用王伟等(2016)修订的 10 条目的大学生主动性人格量表。量表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从 1“非常

不符合”到 7“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主动性人格越积极。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
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为 χ2/df = 1.41，RMSEA = 0.03，NFI = 0.98，CFI = 0.99，GFI = 0.98。 

2.2.2. 一般自我效能量表 
采用 Jerusalem和Schwarzer编制，由张建新1997翻译，在国内运用广泛的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SES)。

包括 10 个条目(如我自信能有效地应付突如其来的事情)。量表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同

意”，4 表示“完全同意”。计算 10 个题项总分，得分越高，表明自我效能感越强。本研究中，问卷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为 χ2/df = 3.01，RMSEA = 0.07，NFI = 0.93，CFI = 0.95，
GFI = 0.95。 

2.2.3. 锻炼自我效能量表 
选用李哲(2014)修订的《锻炼自我效能量表》，5 级量表，“1”表示“完全不可能坚持有规律的体

育锻炼”，“5”表示“肯定能够坚持有规律的体育锻炼”。该量表共 18 个条目，4 个维度：身体因子(如
当我疲劳时)，活动因子(如因疾病而使我停止锻炼康复后)，精神因子(如在经历家庭问题后)，冲突因子(如
当有其它有趣的事情去做时)。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0、0.86、0.82、0.86，验证性因素

分析拟合指标为 χ2/df = 1.96，RMSEA = 0.05，NFI = 0.90，CFI = 0.95，GFI = 0.94。 

2.2.4. 冰雪运动参与调查 
本研究以大学生冰雪锻炼的频次代表冰雪运动参与行为。大学生冰雪运动参与的调查，自编问题如

下：过去的一年，您共进行了几次冰雪锻炼(包括滑雪或滑冰，都计算在内)？选项为：1) 0 次，2)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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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次，4) 3 次，5) 4 次及以上(统计处理删除 0 次的学生，其他学生计算平均频次)。调查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主要采用 SPSS21.0 和 AMOS24.0 对数据进行处理，通过相关性检验、验证性因素分析、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等探索主动性人格、一般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与冰雪运动参与行为的关系。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为检验数据在收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程序控制和 Harman 单因素方法进行检验。

程序控制，在问卷发放过程中由调查者反复强调“本次为匿名性调查，数据仅用于科研”；为避免系统

误差，量表采用不同的计分方式；问卷在 20 分钟内填写完毕当场收回。Harman 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

有 9 个因子的特征值 > 1，且第 1 因子的解释变异率 22.15% (<临界值 40%)，表明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

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相关分析 

考察大学生主动性人格与一般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行为四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

系，结果见表 1。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of active personality, general self-efficacy, exercise self-efficacy and ice and snow sports partic-
ipation  
表 1. 主动性人格、一般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和冰雪参与行为的相关矩阵列表 

变量 M SD 1 2 3 4 

1 主动性人格 4.65 1.01 1    

2 一般自我效能 2.76 0.48 0.52** 1   

3 锻炼自我效能 12.14 2.37 0.38** 0.36** 1  

4 冰雪参与行为 2.34 1.05 0.15* 0.16** 0.22** 1 

**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 
 

表 1 可知：冰雪运动参与行为与一般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主动性人格均有显著的正相关。主

动性人格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关系较为密切。 

3.3. 主动性人格、一般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行为的关系模型 

为进一步探讨主动性人格、一般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和冰雪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运用 AMOS
建立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如图 2 和表 2 所示。 

表 2 可知，模型各项指标拟合良好。图 2 可知，在本模型中主动性人格不对冰雪运动参与行为产生

显著的直接影响，一般自我效能不对冰雪运动参与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但一般自我效能对锻炼自

我效能产生显著影响，一般自我效能通过锻炼自我效能的完全中介作用间接的影响冰雪参与行为。为进

一步探讨主动性人格影响冰雪运动参与行为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通过锻炼自我效能的完全

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冰雪运动参与行为，主动性人格通过一般自我效能和锻炼自我效能的链式多重中介作

用间接预测冰雪运动参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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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lationship model of active personality, exercise self-efficacy,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frequency of ice snow sports participation 
图 2. 主动性人格、锻炼自我效能、一般自我效能与冰雪运动参与频率的关系模型图 

 
Table 2. Model fitting index 
表 2. 模型拟合指数表 

Model x2 df x2/df CFI NFI IFI RMSEA 

研究模型 395.31 257 1.54 0.90 0.92 0.92 0.04 

 
进一步按照中介分析过程，对本研究的多重中介变量，进行 Bootstrap 中介变量检验。样本量选择 5000，

设置 95%的置信区间。路径系数的置信区间包括 0 说明中介效应不显著，不包括 0 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由表 3 可知，在主动性人格影响冰雪运动参与行为的路径中，一般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不显著，锻炼自

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显著；一般自我效能和锻炼自我效能的多重中介效应显著。 
 

Table 3. Indirect effect quantity of each path 
表 3. 各路径的间接效应量 

 效应量 
置信区间(95%) 

Boot SE 
LL95% UL95% 

主动性人格→一般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 0.28 −0.03 0.14 0.04 

主动性人格→锻炼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 0.34 0.13 0.11 0.01 

主动性人格→一般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冰雪参与效能→锻炼行为 0.35 0.05 0.60 0.02 

主动性人格→一般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 0.50 0.01 0.50 0.11 

一般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 0.52 0.02 0.36 0.08 

注：连续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带入 Bootstrap。 

4. 讨论 

4.1. 主动性人格对冰雪运动参与的影响 

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与冰雪运动参与行为的相关系数为 0.15，具有较弱的相关性。但加入锻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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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感后，“主动性人格→锻炼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行为”方程的效应量达到了 0.34，这说明，

主动性人格对冰雪运动参与行为的影响完全通过锻炼自我效能感而发生作用。因此，一个人，即使具有

主动性人格特征，要想使其参与冰雪锻炼，也一定要提升他(她)锻炼方面的自我效能和自信心。 

4.2. 一般自我效能对冰雪运动参与的影响 

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冰雪运动参与行为的相关系数为 0.16，具有较弱的相关性。但加入锻

炼自我效能感后，“一般自我效能感→锻炼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行为”方程的效应量达到了 0.52，
这说明，一般自我效能对冰雪运动参与行为的影响完全通过锻炼自我效能感而发生作用。因此，一个人，

即使具有一般自我效能感，要想使其参与冰雪锻炼，也一定要有锻炼方面的自我效能感，这一结果说明

了领域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4.3. 关于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一般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行为”方程的链式中介作

用的效应量为 0.35，与“主动性人格→锻炼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行为”方程的中介作用效应量(0.34)
相比，相差无几，这说明是否加入一般自我效能感对主动性人格与冰雪运动参与行为的关系影响不大，

只要有锻炼自我效能感的加入就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因此，再次证明领域自我效能感可能对特定领域行

为具有独特价值。同时方程“主动性人格→一般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行为”中介变量的不显著性也

说明了同样的事实。这一结果验证了班杜拉提出的特殊领域自我效能感观点，认为由于不同生活与工作

领域要求的技能和能力千差万别(Bandura, 1997)，所以需要的自我效能也不会相同，在研究自我效能时应

该和具体领域相联系。 

4.4. 愿效能的力量与你相随 

本研究结果，证明了自我效能感对行为发生的重要影响作用。通过本研究中三个方程效应量的对比，

“主动性人格→一般自我效能→锻炼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行为”方程的链式中介作用的效应量为

0.35、“主动性人格→锻炼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行为”方程的中介作用效应量为 0.34、“一般自我

效能感→锻炼自我效能→冰雪运动参与行为”方程的中介作用效应量为 0.52。我们再次发现，自我效能

对行为的预测和解释力最强大。也许每一个领域的自我效能感的累积强大了一个人的一般自我效能感，

而一般自我效能感又能增强人们在做某一件事情时的领域自我效能感。在冰雪运动参与中，一个具有一

般自我效能感的人，也许会多一些学会冰雪运动的自信，也就更有可能参与冰雪运动，而锻炼自我效能

感，更增强了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冰雪运动参与行为的自信和信念。那么如

何增强人们冰雪锻炼的自我效能感呢？按照班杜拉的观点，可从四个方面考虑：多参加各种体育项目和

活动，感受乐趣和成功体验，增强自信拓展于冰雪运动；观看优美的滑冰、滑雪录像或现场，激发冰雪

兴趣和动机；寻找身边榜样现身说法或劝说；提供教练技术支持、设备、安全保障等使人们增强参与冰

雪运动的自信、降低焦虑和紧张情绪。 

5. 结语 

主动性人格与冰雪运动参与行为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相关较弱。而锻炼自我效能感在主动性人

格与冰雪运动参与行为间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加入锻炼自我效能感后主动性人格对冰雪运动

参与行为的影响完全通过锻炼自我效能感而起作用，因此显示了锻炼自我效能感对冰雪运动参与行为的

巨大影响作用。因此后续的干预工作一定要从自我效能感入手，特别是领域自我效能感入手，从而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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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自信，扩大冰雪锻炼人群，打好冰雪运动群众基础，加速推进实现 3 亿人上冰雪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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