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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 commitment will affect the athlete’s training initiative, persistence of training actions di-
rectly. Based on sport commitment model, investigating a sample of 289 athletes using question-
naire, the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 commitment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gender, education degree and sport level athletes have different 
performance in sport commitment. The six factors are associated with sport commitment signifi-
cantly. Only the factors of sport enjoyment, personal investments, social constraints and social 
support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sport commitment, while involvement alternatives could nega-
tively predict sport commitment. To enhance the athletes’ sport commitment, the coaches, man-
agers and parents should focus on these factors during the daily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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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动承诺将直接影响运动员训练行为的坚持性和稳定性。研究基于运动承诺模型，通过对289名竞技体

育运动员的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进行分析，探索运动承诺及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表明：不同性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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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运动等级的竞技体育运动员在运动承诺中的表现各不相同；六个影响因素与运动承

诺都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其中运动乐趣、个人投入、社会约束和社会支持对运动承诺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参与选择对运动承诺有反向的预测作用。在日常训练和比赛中，教练员、管理人员、家长应积极利用各

影响因素，提高运动员的运动承诺，促进其参与训练的坚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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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承诺通常被定义为个体执着于一种活动或关系的意向，以及在心理上对它的依恋[1]。心理学中，对

行为承诺的研究关注的是个体能否继续执行一个特定行为，从而解释个体行为的坚持性与稳定性。Scanlan
等将承诺概念引入到体育运动的研究领域，并提出了运动承诺模型，认为运动承诺由运动乐趣、参与选

择、个人投入、参与机会、社会约束、社会支持六个因素决定，以此来解释青少年运动员的体育行为坚

持性[2] [3]。由于运动承诺是训练、竞赛的动机来源和潜在结果，并且对运动员心理层面影响显著，20
世纪初运动承诺也逐渐成为运动心理学家的研究重点。 

运动承诺模型最早构建于美国竞技体育背景下，对于模型的检验最初以青少年垒球、棒球竞技运动

员为调查对象展开[4]，随后又涌现了大批针对竞技体育领域的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针对游泳、羽毛球、

橄榄球、足球、排球等多种项目青少年运动员[5]，有些研究针对某一项目的青少年运动员，如足球[6]、
网球[7]、体操[8]等。21 世纪初，国外学者逐渐将运动承诺的研究转向身体锻炼领域。Alexandris 首次把

运动承诺理论应用于健身领域，并认为在不同的情景下，运动承诺影响因素的主次是不同的[9]；也有学

者对网球参与者和舞蹈爱好者的运动承诺进行了研究[10] [11]；Wilson 和 Rodgers 等在原有的运动承诺量

表上，发展了一个适用于身体锻炼情境的“身体锻炼承诺量表”(Exercise Commitment Scale)，并提出了

承诺中想要的(want to)和必须的(have to)两个维度[12]。 
国内关于运动承诺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学者们首先在竞技体育领域对运动承诺模型进行了验证[13] 

[14]。更多关注体育锻炼情景下的相关研究，主要以大学生为样本展开[15] [16] [17]；以及对大学生体育

锻炼坚持性进行的探索性研究[18] [19] [20]。而在大众健身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21] [22]。 
已有的关于运动承诺模型的研究，在国外青少年竞技体育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然而研究结果与理论

模型提出的假设并不一致。在运动承诺的六个决定因素中，运动乐趣和个人投入是具有最强预测能力的

因素，而参与选择和社会约束对运动承诺的预测作用却有不同的结果。因此，对于运动承诺模型的影响

因素仍然存在着不同看法。国内学者更注重于身体锻炼领域的应用，尤其是以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较多，

而竞技体育领域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通过对竞技体育运动员运动承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探索各因素的特点，从而洞察每个影

响因素对运动员承诺的影响情况，可以从运动员心理层面寻找到影响他们能够持续某种运动行为的原因，

从而更好地把握训练侧重点，提高运动员训练的坚持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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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和过程 

2.1. 问卷的编制 

本研究在问卷编制之前，进行了小范围的访谈。针对心理学中承诺的三个维度划分：吸引力、替代

方案的可能性、终止活动的障碍，制定竞技体育运动员访谈提纲，收集运动承诺的影响因素。基于运动

承诺理论，结合访谈所得资料和已有文献，编写初始问卷。在此基础上，请专家对问卷题项进行审定和

修改，并在小范围竞技体育运动员中发放，了解其对题项的理解和接受情况，加以修改和删减。最终形

成运动承诺调查问卷，包括运动承诺 5 题(如我愿意坚持参加训练和比赛等)、运动乐趣 5 题(如训练和比

赛会带给我快乐、我喜欢这个项目等)、个人投入 3 题(如我花时间参加训练和比赛等)、参与机会 6 题(如
参加比赛给我带来了荣誉、长期的训练使我掌握了一种专项技能等)、参与选择 3 题(如运动员经历给予我

读书和进一步深造的机会等)、社会约束 6 题(如为了不让我的父母对我失望，我坚持参加训练和比赛等)、
社会支持 4 题(如我的朋友支持并鼓励我参加训练和比赛等)，共 32 个题项。问卷计分采用 Likert 的 5 点

量表法，“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其他数字代表“1”与“5”之间的不同程度。 

2.2. 问卷的调查 

本研究运用互联网平台、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抽取浙江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不同项目的竞技体

育运动员进行问卷发放。共发放 320 份问卷，回收 303 份，回收率为 94.69%。随后对问卷进行筛选，有

漏选、基本信息不完整或真实性引起质疑的问卷全部删除，最终有效问卷为 289 份，有效率为 95.38%。

用 SPSS22.0 和 Amos22.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3.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运用同质性信度克隆巴赫 α 系数对问卷的可靠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均在 0.774~0.917 之间，具有较好的信度(见表 1)。本研究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测试的构想

效度。结果表明，卡方自由度比值(x2/df)为 2.396，介于 2.0~5.0 之间；RMSEA = 0.070 < 0.08, CFI = 0.891, 
TLI − 0.878, NFI = 0.828, IFI - 0.892，说明构建的模型可以被接受(表 2)。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reliability test of sport commitment factors 
表 1. 运动承诺问卷各因素的描述性统计和一致性检验 

变量 平均数(M) 标准差(Sd.) 克隆巴赫(α系数) 

运动承诺 4.129 0.654 0.869 

运动乐趣 

个人投入 

参与机会 

参与选择 

社会约束 

社会支持 

4.050 

4.324 

4.335 

2.878 

3.595 

4.147 

0.686 

0.585 

0.510 

0.935 

0.899 

0.684 

0.870 

0.774 

0.833 

0.808 

0.917 

0.842 

 
Table 2. Construct validity of sport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表 2. 运动承诺问卷结构效度检验 

 x2/df RMSEA IFI TLI CFI 

模型 2.396 0.070 0.892 0.878 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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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竞技体育运动员，共回收有效问卷 289 份，其中男运动员 144 人，女运动员 145
人，平均年龄为 18.72 岁；样本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 131 人，大学及以上 158 人；样本的运动

等级为：健将级运动员共 101 人，国家一级运动员共 127 人，国家二级及以下共 61 人，平均运动年限为

8.5 年，涉及田径、篮球、排球、网球、乒乓球、艺术体操、武术等项目。 

3.1. 运动承诺及影响因素的特点研究 

从表 1 可以看出，参与选择的得分较低(2.878 ± 0.935)，而运动承诺及其他 5 个因素的得分都较高

(3.595~4.335 之间)，也就是说，除了参与选择这个因素，运动员在运动承诺和其他因素方面的认同程度

较高。从表 3 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的运动员在运动承诺、运动乐趣、个人投入、参与机会四方面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男性运动员得分稍高于女性运动员；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运动员在参与机会、社会约束、

社会支持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中及以下运动员的得分稍高于大学及以上的运动员；不同运动等

级运动员的运动承诺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国家一级运动员的得分稍高于国家二级及以下的运动员。 

3.2. 运动承诺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 

为了确定六因素与运动承诺之间的关系，首先运用相关分析进行判断，从而进行指标的筛选。从表

4 可以看出，运动承诺与六个因素的相关关系都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与个人投入、参与机会、社会约束、

社会支持有正向相关关系，与参与选择有负向相关关系。基于相关分析，以运动承诺为因变量，以运动

乐趣、个人投入、参与机会、参与选择、社会约束、社会支持为自变量，用逐步法作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由表 5 可以看出，运动乐趣、个人投入、社会支持、参与选择、和社会约束进入模型，也就是说，这五

个因素作为运动承诺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运动乐趣、个人投入、社会支持、社会约束对运动

承诺的预测是正向的，参与选择对运动承诺的预测是负向的(如图 1)。 
 
Table 3. ANOVA of sport commitment and influence factors 
表 3. 运动承诺及影响因素的方差分析 

  运动承诺 运动乐趣 个人投入 参与机会 参与选择 社会约束 社会支持 

性

别 

男 4.263 ± 0.665 4.278 ± 0.609 4.414 ± 0.561 4.449 ± 0.478 2.958 ± 1.043 3.670 ± 0.937 4.162 ± 0.730 

女 3.997 ± 0.618 3.823 ± 0.686 4.235 ± 0.597 4.221 ± 0.516 2.798 ± 0.809 3.521 ± 0.857 4.133 ± 0.637 

t 3.513 5.955 2.639 3.901 1.462 1.416 0.356 

p 0.001 0.000 0.009 0.000 0.145 0.158 0.722 

受

教

育

程

度 

高中及以下 4.197 ± 0.613 4.055 ± 0.682 4.341 ± 0.601 4.314 ± 0.519 2.852 ± 0.972 3.814 ± 0.799 4.288 ± 0.593 

大学及以上 4.073 ± 0.683 4.046 ± 0.692 4.310 ± 0.573 4.351 ± 0.503 2.899 ± 0.905 3.414 ± 0.938 4.030 ± 0.732 

t 1.602 0.116 0.445 －0.614 －0.419 3.863 3.311 

p 0.110 0.908 0.656 0.540 0.676 0.000 0.001 

运

动 
等

级 

二级及以下 3.964 ± 0.639b 3.974 ± 0.604 4.191 ± 0.500 4.240 ± 0.479 2.781 ± 0.962 3.475 ± 0.899 4.045 ± 0.606 

国家一级 4.243 ± 0.654a 4.132 ± 0.719 4.394 ± 0.602 4.395 ± 0.539 2.929 ± 0.972 3.717 ± 0.904 4.232 ± 0.702 

健将级 4.087 ± 0.643 3.992 ± 0.685 4.317 ± 0.603 4.315 ± 0.485 2.871 ± 0.873 3.515 ± 0.883 4.102 ± 0.698 

Ｆ 4.149 1.657 2.503 2.020 0.516 2.118 1.901 

p 0.017 0.193 0.084 0.135 0.597 0.122 0.151 

注：同一列的上标 a 表示比上标 b 的对应值高，且两者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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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port commitment and influence factors 
表 4. 运动承诺及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运动承诺 运动乐趣 个人投入 参与机会 参与选择 社会约束 

运动乐趣 0.670＊*      

个人投入 0.665** 0.674**     

参与机会 0.575** 0.683** 0.654**    

参与选择 −0.182** −0.045 −0.087 0.019   

社会约束 0.295** 0.213** 0.160** 0.205** 0.339**  

社会支持 0.589** 0.519** 0.517** 0.533** −0.014 0.400** 

注：**p < 0.01。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port commitment and influence factors 
表 5. 运动承诺及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模型 变量 Ｂ SE β t p 

1 运动乐趣 0.303 0.049 0.318 6.124 0.000 

 个人投入 0.341 0.058 0.305 5.862 0.000 

 参与选择 −0.136 0.028 −0.194 −4.876 0.000 

 社会约束 0.121 0.032 0.166 3.811 0.000 

 社会支持 0.189 0.046 0.197 4.109 0.000 

注：因变量：运动承诺；R2 = 0.616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 commitment and influence factors 
图 1. 运动承诺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4. 分析与讨论 

4.1. 运动承诺及影响因素的特点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运动员在运动承诺、运动乐趣、个人投入、和参与机会中存在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男性运动员均稍高于女性运动员。这与 Wigglesworth 对优秀游泳运动员的研究较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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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观念更多的赋予男性勇于挑战、坚持不懈的角色，因此男性在面对挫折和失败时有较强的抗

挫能力，不会轻易放弃[23]。访谈中，教练也反映“一方面社会对女运动员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而且现

在也有一大部分女运动员被家庭溺爱，吃不了训练的苦。”但 Scanlan 的研究中，不同性别的运动承诺并

没有显著性差异[5]，这或许与我国的社会背景和竞技体育体制有关。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运动员在社会约

束和社会支持中存在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且高中及以下的运动员稍高于大学及以上的运动员。社会

约束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家庭、教练等方面的期望和约束，而社会支持则是来自他人对参与运动的鼓励

和支持，如有运动员谈及到“在面临一些挫折和困难的时候，是家人和教练的鼓励让自己坚持了下来。”

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大学及以上的运动员训练年限较长，进入职业倦怠期，成绩长期得不到提高后准备退

役，教练的期望也会降低；而且在国内的社会背景下，一些家长将大学视为孩子参加训练和比赛的最终

目标，步入大学后，他们对运动员的要求也逐渐放低。另外，不同运动等级的运动员只在运动承诺变量

上存在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且国家一级运动员稍高于国家二级及以下的运动员。 

4.2. 运动承诺及影响因素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中，运动承诺与个人投入、参与机会、社会约束、社会支持有正向相关关系，与参与选择有

负向相关关系。运动乐趣是在对体育运动中的积极情感体验，表现为愉悦、喜欢、快乐等。访谈中绝大

多数的运动员最初参加训练都是出于喜欢和兴趣，也有很大一部分运动员一直保持着对训练项目的热爱。

积极的情感体验会导致较强的运动承诺。个人投入是指个体投入到体育活动中的个人资源，如时间、精

力、金钱等，如果不继续参加运动的话，这些投入是无法收回的。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会引起更多的运

动承诺。在访谈时，教练员提到“要想取得多好的成绩，就要付出多少的努力”，一个成功的运动员必

然投入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时间、精力和汗水。参与机会是通过继续参与体育训练，才能获得的重要机会。

由于中国特殊的竞技体育体制，优秀运动员有着更多的读书机会和就业机会，运动员从事体育训练和比

赛的动机更倾向于追求运动所带来的机会。当参与机会越大，或对个体来说越重要，运动承诺就越强。

社会约束是指来自外部的社会期望和规范，如朋友、父母、教练等。访谈时运动员反映，他们在训练和

比赛中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多数来自于家人和教练的期望、职业道德以及所在运动队的制度和规定。社会

支持是来自教练、家长、队友等周围人的鼓励和支持。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得到的支持和鼓励主要是

来源于家人和教练，而对于团队项目的竞技体育运动员而言，队友的支持也较为重要。参与选择是相对

于当前的体育活动，可另作选择的其他项目的吸引力。结合访谈内容发现，竞技运动员中途选择从事另

一项目的情况是极少数的。 
在这六个因素中，只有运动乐趣、个人投入、社会支持、参与选择、社会约束对运动承诺的预测具

有统计学意义，参与机会对运动承诺的预测无统计学意义。这一研究结果与 Casper 等[10]、Choosakul
等[24]的发现一致，运动乐趣、个人投入、社会支持对运动承诺的预测是正向的，其中运动乐趣、个人投

入对运动承诺的预测作用较强。但社会约束的预测作用则与大多数的研究结果不同，其对运动承诺具有

正向预测的作用。访谈中运动员提到“训练和比赛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来自家庭、教练甚至体制方

面的约束，反而促使我在比赛中发挥出最好水平，不断追求更高的竞赛目标。”因此，可以看出，在本

研究情境下，较高的社会约束对运动承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另外，参与选择对运动承诺有负向的预

测作用，这与 Zahariadis 的研究结果一致，即越高的参与选择将会带来越低的运动承诺。 

5. 结论 

1) 男性运动员的运动承诺、运动乐趣、个人投入、参与机会稍高于女性运动员；高中及以下受教育

程度运动员的社会约束、社会支持稍高于大学及以上运动员；一级及以上运动员的运动承诺稍高于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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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下运动员。因此，在训练和比赛中，教练员应注重培养女运动员坚持不懈的精神和敢于拼搏意志品

质；教练和家长应注重社会因素在运动员训练和比赛中的运用，尤其加强对大学及以上运动员竞技状态

的持续关注。 
2) 六个影响因素与运动承诺都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其中运动乐趣、个人投入、社会约束和社会支持

对运动承诺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参与选择对运动承诺有负向的预测作用。因此，在日常训练中，教练及

管理人员应注重培养运动员对所训项目的兴趣和热情，帮助其制定更高的训练计划和目标，促使运动员

加大在训练中时间、精力和情感的投入；不仅要增强对运动员的约束，给予运动员合理的期望，使其产

生训练和比赛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同样也要经常性给予鼓励和支持，提高运动员的运动承诺，从而坚持

参与训练。 
3) 运动承诺模型构建于美国青少年竞技体育的背景下，国内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应用于休闲健身

方面的研究更少。所以，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该模型在国内不同情境体育领域的本土化研究，同

时关注人口学因素及其他因素对模型及其相关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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