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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影响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的因素，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

统计法等方法。对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的体育消费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并对调查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希望能够对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的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消费观念提

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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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orts consumption of students in the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in this paper, the bibliographic method, the questionnaire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s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2.104084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2.104084
http://www.hanspub.org


薛向前 
 

 

DOI: 10.12677/aps.2022.104084 591 体育科学进展 
 

survey method and the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are adop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rts 
consumption of students in the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was in-
vestigated, researched and analyzed, and targete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problems 
that arose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on. I hope to provide some useful help to the students of the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to establish a correct concept of sports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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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体育方面的锻炼，因此这就带动了一系列体育产业的兴起。

其中体育消费在人们日常消费中的比重越占越多，并且引起各大学校的高度重视。调查山西大同大学体

育学院的学生对于体育消费投入的比重，不仅有助于理解体育消费意识、行为和体育消费在学生总体消

费中的位置，也可以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和健康的体育消费。同时，对发展、培育和完善适合大学生体育

消费水平的消费产业和体育市场具有现实意义[1]。 
本文从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的现状出发，总结并分析了影响体育消费现状的原因，

试图对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规律作一些探索，寻找到对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

消费有利的实现途径，并且为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树立合理的体育消费观念。 

2. 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的学生 150 人(其中男生 100 人，女生 50 人)。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实验的需要，在知网中进行查阅，并获取大量的有益的信息，为完成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有力的

理论依据。 

2.2.2. 问卷调查法 
通过问卷的发放，本文在一定的信息基础上，对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的学生在体育消费观念上进

行了问卷调查。 
问卷效度检验：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来提高问卷的效度。本次一共发放问卷 180 份，回收到 163 份，

经过筛选后其中有效问卷 150 份，有效率为 92.02%。 
问卷信度检验：采用复测信度分析方法，对同一组的同一份问卷在不同时间段进行信度检验，然后

根据两次测量结果的差异程度对问卷的信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两种测量结果几乎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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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数理统计法 
用 EXCEL 的方式，对本次发放的问卷进行整理和回收统计，采用一定的方法对有效的问卷进行归

纳和整理，为本文提供可靠的依据条件。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的意识 

见表 1，在调查的学生中对体育感兴趣的有 81 人，而对体育不感兴趣的人有 60 人，约占总人数的

40%，而不确定自己对体育是否感兴趣的占 6%。由此可以看出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还有很大一部

对于体育不感兴趣，其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体育消费意识的薄弱[2]。 
 

Table 1. Degree of interest in sports 
表 1. 对体育感兴趣程度 

对体育的兴趣与否 有体育兴趣 无体育兴趣 不确定 

人数 81 60 9 

百分比 54.0 40.0 6.0 
 
见表 2，数据显示约 80%的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每个学期都有体育消费。这与大学生们没有

稳定的个人收入有关。 
 

Table 2. Sports consumption per semester 
表 2. 每学期体育消费情况 

有无消费 每学期有体育消费 每学期无体育消费 其他 

人数 120 18 12 

百分比 80.0 12.0 8.0 
 
见表 3，大约有 40%的学生没有形成固定的体育消费概念，他们还不懂花钱买健康的重要性，目前

体育消费意识还处于较低的水平[3]。 
 

Table 3. Whether there is the concept of sports consumption 
表 3. 有无体育消费概念的情况 

有无体育消费概念 有体育消费概念 无体育消费概念 不确定 

人数 75 60 15 

百分比 50.0 40.0 10.0 
 
见表 4，相聚增进友谊、花钱买快乐与运动享受和强身健体的百分比几乎一样，而排在第四名的是

提高运动技术，最后才是为了体育成绩合格用来购买专业道具。选择其他的仅占 6.7%。 
 

Table 4. Basic Situation of sports consumption consciousness 
表 4. 体育消费意识的基本情况 

方式 相聚增进友谊 花钱买快乐与 
运动享受 强身健体 提高技术 为了成绩优秀 

购买专业道具 其他 

人数 35 34 35 26 10 10 

百分比 23.3 22.7 23.3 17.3 6.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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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消费的基本情况 

3.2.1. 体育消费水平 
见表 5，数据显示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是依靠家庭的供给，通过其他来源

的学生只占一小部分。 
 

Table 5. Economic sources 
表 5. 经济的来源情况 

经济来源 家庭供给 其他来源 

人数 140 10 

百分比 93.3 6.7 

3.2.2. 观赏性消费现状 
见表 6，数据表明此项中消费男生、女生的数量均不高且没有明显差异。其原因可能是，山西地区

重大体育赛事不多，也有可能是山西大同大学承办的高水平的体育表演以及体育竞赛较少，没有为学生

提供一个可消费的市场[4]。 
 

Table 6. Situation of ornamental sports consumption 
表 6. 观赏性体育消费的情况 

是否有观赏性体育消费 有 无 对该问题不感兴趣 

男 13 人 70 人 17 人 

女 6 人 30 人 14 人 

3.2.3. 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的内容 
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体育消费形式以及体育消费内容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它受社会经

济的发展所制约，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注重体育场地设施以及各种运动校队的增加，这就为学生体育劳

务消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见表 7，体育消费主要以实物消费为主，排在第一名的是体育服饰，运动鞋；运动饮料、食品的消

费等排在第二位；健身娱乐活动、各类比赛门票消费等排在第三位；健美操、街舞补习班等在第四位[5]。 
 

Table 7. The content of sports consumption of studen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表 7. 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的内容 

位次 消费内容 <100 元每年 100~300 元每年 >300 元每年 

1 购买运动服饰、运动鞋等 22.5% 44.7% 32.8% 

2 运动饮料、食品的消费等 29.3% 42.2% 28.5% 

3 健身娱乐活动、各类比赛门票消费等 79.3% 15.5% 5.2% 

4 健美操、街舞补习班等 6.1% 92.4% 1.5% 

5 其他 未知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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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响山西大同大学学生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 

4.1. 经济条件对山西大同大学学生体育消费的影响 

见表 8，由于当代大学生的经济来源除了家庭所给的生活费外，基本上没有别的收入。但是也存在

有些在外兼职的同学，除了家里的生活费，还会依靠自己的能力赚取一部分收入。调查发现大学中的学

生们每个月的生活费也是参差不齐的，仅有 3 名同学生活费在 2000 以上，部分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一个月

的生活费可达 2000 元左右但其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稍微正常的家庭同学的生活费也可以维持在

1000~1500 元之间；极少部分家庭稍微苦难的同学他们的生活费大约在每个月 600~800 元不等，一个月

生活费低于 600 元一下的只有 4 名同学[6]。 
 

Table 8. Basic information of monthly living expenses 
表 8. 每月生活费的基本情况 

生活费 2000 以上每月 2000 左右每月 1000~1500 每月 600~800 每月 600 以下每月 

人数 3 18 85 40 4 

百分比 2.0 12.0 56.7 26.7 2.7 

 
见表 9，在这些学生中我们又进行了调查，调查研究显示生活费在 2000 元的同学们由于手头宽裕，

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生活费中的小部分用来投入体育消费；而对于生活费在 1000~1500 元的同学们，在他

们看来每个月除去吃饭生活这些必须费用留给自己的费用也不多，所以真正热爱体育的同学他们会省吃

俭用省下钱去投入体育消费中，但是对于大部分不重视体育的同学则表示可有可无；最后对于每个月生

活费在 600~800 元的学生中，每个月的伙食生活费都已然成为了很大的问题，对于体育消费即使他们有

心也显得力不从心了。由此可以说经济收入对体育消费的影响是决定性的[7]。 
 

Table 9. Investigation on sports consumption intention 
表 9. 对体育消费意愿的调查 

是否愿意进行体育消费 愿意 不愿意 不确定 

2000 元以上或 2000 元左右群体 21 0 0 

1000~1500 元群体 60 22 3 

600~800 元或 600 元以下群体 0 34 10 

4.2. 消费观念对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的影响 

见表 10，消费观念对体育消费影响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伴随着现在社会生活质量的迅速提高，

目前花钱买健康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在当代大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爱上了运动，爱上了体

育，所以对于他们心甘情愿的进行着必须的体育消费，如：购买运动鞋；购买篮球鞋；购买健身器械等。

在调查中发现有着明确热爱运动项目的大学生，非常愿意对体育消费进行投资。因为在体育运动中有些

消费是十分有必要的。比如拿篮球来说，虽然一颗 20 元的皮球可以打，一颗 200 元的斯伯丁篮球也可以

打。但是在手感上面两颗篮球给人的感觉是大相径庭的。对于初学者或许对于器材的需求并不是相当明

显，但是随着你的技术长进，器械的差距会使你的技术水平受到制约，所以必须的体育消费是很有必要

的。但是对于那些不是很热爱体育的学生体育消费似乎显得并没有那么重要，他们愿意投资更多资金到

游戏，娱乐中。所以消费的观念对于体育消费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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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Investigation on sports consumption attitude 
表 10. 对体育消费态度的调查 

觉得体育消费是必要 必要 不必要 无所谓 

人数 125 5 20 

百分比 83.3 3.3 13.4 

4.3. 课余时间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见表 11~13，在调查的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中有 100 人觉得课余时间充分，而 40 人表示课余时间

不够充分，还有 10 人不确定。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大一、大二的新生刚进入校园活力正旺盛，学业压力不

大，所以他们拥有了更多的课余时间来投身到自己喜欢的运动中，所以他们更加注重体育运动中的感觉，

因此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用来投资体育消费[9]。但是对比大三、大四的学生，由于工作压力，学业压

力，毕业压力等，使得这些的学生没有闲暇时间去参加体育运动，所以在体育消费方面自然不会投入太

多。因此可以得知一个结论课余时间对体育消费还是具有一定影响的[10]。 
 

Table 11. Distribution of number and grade in the survey 
表 11. 调查中人数年级分布情况 

年纪 大一年级 大二年级 大三年级 大四年级 

人数 40 50 30 30 

百分比 26.7 33.3 20 20 

 
Table 12. Investigation on the sufficiency of after-school time 
表 12. 课余时间充分与否的调查情况 

课余时间是否充分 是 否 不确定 

人数 100 40 10 

百分比 66.7 26.7 6.6 

 
Table 13. Investigation on whether they are willing to devote their spare time to sports 
表 13. 是否愿意将课余时间投入体育运动中的调查情况 

是否愿意将课余时间投入体育运动中 愿意 不愿意 不确定 

大一 35 1 4 

大二 40 4 6 

大三 25 2 3 

大四 15 10 5 

4.4. 其他客观因素对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的影响 

见表 14，数据说明除了上述几点因素以外还有许多影响因素。诸如学校体育场地器材不足，缺乏专

业的技术指导，以及体育比赛缺乏吸引力等等，都会对学生对于体育热请的投入产生一些影响，进而影

响到学生们的体育投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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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4. Factors affecting sports consumption 
表 14. 影响体育消费的因素 

影响因素 场地器材不足 缺乏专业的技术指导 体育比赛缺乏吸引力 其他 

人数 44 36 23 47 

百分比 29.3 24 15.3 31.4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1.1. 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的学生体育消费的总体意识比较淡薄 
尽管大部分人对体育感兴趣并且多数人每学期都有体育消费，但是对体育消费概念的模糊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学生的体育消费水平。 

5.1.2. 观赏性体育消费还处于较低水平 
从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观赏性消费目前处于很低的水平。

因此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的体育消费已经成为山西大同大学学生消费上的短板。 

5.1.3. 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的内容主要以实物型消费为主 
目前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的消费内容中，实物型体育消费仍占很大比重，制约着整体的消费

水平。 

5.1.4. 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受经济条件的制约 
经济条件直接影响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的体育消费，研究表明还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没有足够

的资金用来体育消费。 

5.1.5. 课余时间对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有一定的影响 
大三大四的学生学业压力繁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将精力投入到体育消费中，这极大地降低了高年级

学生的体育消费水平。 

5.1.6. 其他因素对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的影响 
除了以上因素外，其他因素对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中场

地器材不足、缺乏专业的技术指导、体育比赛缺乏吸引力等是具有代表性的。 

5.2. 建议 

5.2.1. 进一步加强培养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的意识 
领导们应该重视对于体育消费概念的学习，让学生可以从多种途径中了解并且彻底认识体育消费这

一概念，从而推动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 

5.2.2. 加大观赏性体育消费的比重 
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领导们应该注意多组织高水平的体育表演，和各种体育竞赛。激发学生对观

赏性体育消费的积极性，来加大体育消费的水平。 

5.2.3. 加大实体类型体育消费的发展 
要继续加大实体类型体育消费的发展，让体育消费体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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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对部分经济困难而不能参与体育消费的学生进行资助 
学校应重视因经济条件问题而不能参加体育消费的学生，这是整体体育消费的短板，必须补齐短板

才能提高上限。可以对这部分学生进行贫困补助，或允许他们在外兼职等，进一步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5.2.5. 减轻高年级大学生的学习负担 
由于高年级大学生学习任务繁重导致体育消费水平不高，所以学校应该尽量降低高年级大学生的学

习任务，让他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来投入体育运动中，进而促进体育的消费。周末是比较好的锻炼娱

乐时间，建议高校可以在周末开展一些大学生喜爱的体育项目。 

5.2.6. 克服其他因素对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学生体育消费的影响 
山西大同大学应注意扩大体育场地的投资，加强对体育场地的建设。注意要经常对学生进行专业的

技术指导。提高体育比赛的强度，吸引更多的学生来观看体育比赛。尽量克服其他因素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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