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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数据统计法，探究青少年活动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对研究中的各变量之间

的路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受调查对象活动量多集中于中等；男生活动量、同伴支持、周末

参与培训情况优于女生；锻炼意愿、同伴支持、周末培训可正向预测青少年活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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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mainly us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data statistics to explore the amount of tee-
nagers’ sports activities and its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analyzed the path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variables in the study. The main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the amount of activity of 
the respondents was mostly concentrated in the middle; the amount of activity, peer support and 
weekend training of boys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girls; the willingness to exercise, peer support 
and weekend training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the activity of adolescent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15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151
https://www.hanspub.org/


刘军 等 
 

 

DOI: 10.12677/ae.2023.133151 951 教育进展 
 

Keywords 
Adolescent Activit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raining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近两年，随着《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颁布和实施，是否有利于青少

年体质健康的促进，是否有利于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成为学校体育工作开展的遵循。把学生从课业负担中

解放出来，使之能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成为学校教育管理者、政府和家庭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体育

培训机构等社会力量注意到围绕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所产生的利益增长点，进而积极参与其中。已有诸

多研究表明，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促进与其活动量息息相关。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青少年的活动量入手，

解析相关影响因素，进而给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 

2. 被试及内容 

以淮南市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量以及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以淮南市田家庵区青少年为调查对象，

发放问卷 410 份，回收 410 分，回收有效问卷 401 份。问卷的发放主要借助问卷星平台进行，在发放过

程中 IP 进行了设置，保障每个学生只能填写 1 份。问卷内容主要测量青少年的活动量，学校、家庭、体

育培训等因素与活动量之间的关系。 

3. 测量工具 

3.1.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评定主要依据梁德清的体育活动等级量表对受调查对象的活动强度、持续时间和锻炼频率进行评定，

对以上三个指标进行赋值，0 代表最低，4 代表最高，分数越高代表强度越大、持续时间越长、锻炼频率

越高。体育活动量 = 强度 × 时间 × 频率。该量表广泛应用于体育锻炼的测量中，重测信度为 0.823 [1]。 

3.2. 父母自主支持 

父母自主支持量表借鉴董宝林[2]的研究，设计 4 个题项对该维度进行可操作性定义。偏度在[0.290, 
0.780]之间，峰度在[−0.082, 1.130]，单变量偏度绝对值不超过 3，峰度绝对值不超过 8，数据在合理区间。

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97，折半信度为 0.905。验证性因子分析中，CFI、TLI、IFI、NFI 均大于 0.900，
RMSEA = 0.042 < 0.05，χ2/df = 3.478 < 5。 

3.3. 锻炼意愿 

借鉴范卉颖等[3]、焉石[4]等的研究形成 9 个题项。对量表中的题项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偏度在[0.290, 
0.780]之间，峰度在[−0.162, 1.130]之间，单变量偏度绝对值不超过 3，峰度绝对值不超过 8，数据在合理

区间。内部一致性信度在为 0.897，折半信度为 0.851。验证性因子分析中，CFI、TLI、IFI、NFI 均大于

0.900，RMSEA = 0.037 < 0.05，χ2/df = 4.05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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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变量的测量 

在问卷中，设计了家庭月平均体育消费、家庭距离体育场所的距离、社区锻炼情况、体育培训班参

与情况等，以便探究相关因素与青少年活动量之间的关系。 

4. 结果与分析 

4.1. 青少年活动量基本情况分析 

活动量等于或低于 19 分为小运动量，在 20~42 之间为中运动量，大于等于 43 为大运动量。通过在

SPSS 中“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的操作中，进行频数统计发现：受调查对象体育活动量的平均值为

36.244，其中小运动量检出 140 人(34.9%)、中运动量检出 114 人(28.4%)、大运动量检出 147 人(36.7%)。
这说明受调查对象的活动量大多数处于中运动量及以上，活动量相对较大。 

4.2. 相关变量在男女性别上的差异 

Table 1. Difference analysis of relevant variables in different genders 
表 1. 相关变量在不同性别上的差异性分析 

变量 性别 个案数 平均值 SD t p 

活动量 
男 238 41.307 27.341 

4.753 0.000 
女 163 28.853 23.289 

锻炼意愿 
男 238 22.913 5.829 

2.461 0.014 
女 163 21.455 5.829 

父母自主支持 
男 238 3.920 1.076 

0.292 0.771 
女 163 3.888 1.095 

同伴支持 
男 238 2.960 1.100 

2.210 0.028 
女 163 2.710 1.137 

周末培训 
男 238 1.760 0.861 

2.367 0.018 
女 163 1.560 0.763 

社区锻炼 
男 238 2.500 1.078 

−1.118 0.264 
女 163 2.620 1.014 

锻炼坚持时长 
男 238 2.480 1.218 

1.680 0.094 
女 163 2.270 1.233 

 

如表 1 所示，男生活动量平均值为 41.307，女生活动量平均值为 28.853，男生显著高于女生(t = 4.753, 
p = 0.000 < 0.001)。男生的锻炼意愿平均值为 22.913，女生的锻炼意愿平均值为 21.455，男生显著高于女

生(t = 2.461, p = 0.014 < 0.01)。男生获得的同伴支持显著高于女生(t = 2.210, p = 0.028 < 0.05)。男生参与

周末培训的次数显著高于女生(t = 2.367, p = 0.018 < 0.05)。在父母支持、社区锻炼以及锻炼坚持时长方面，

男女之间的差异不具备显著性。 

4.3.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 2 所示，除父母自主支持、社区锻炼外，其他变量与活动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显著(p < 0.01)。在

变量两两之间关系中，朋友支持、周末培训、场地易寻与父母自主支持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具备显著性。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151


刘军 等 
 

 

DOI: 10.12677/ae.2023.133151 953 教育进展 
 

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099~0.411 之间，相关具备显著性水平。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activity and related variables 
表 2. 活动量与相关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1 2 3 4 5 6 7 

活动量 1       
锻炼意愿 0.411** 1      

父母自主支持 0.064 0.194** 1     
朋友支持 0.227** 0.270** 0.034 1    
周末培训 0.326** 0.284** 0.070 0.215** 1   
社区锻炼 0.086 0.222** 0.102* 0.288** 0.099* 1  
场地易寻 0.179** 0.317** 0.064 0.244** 0.153** 0.302** 1 

注：**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4.4. 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evant variables and activity level 
表 3. 相关变量与活动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B 标准误差 Beta t p 容差 VIF 

(常量) −9.552 7.79  −1.226 0.221   
锻炼意愿 1.486 0.226 0.329 6.573 0.000 0.783 1.277 

父母自主支持 −0.211 1.129 −0.009 −0.187 0.852 0.922 1.085 

同伴支持 2.285 1.146 0.097 1.994 0.047 0.835 1.198 

周末培训 2.361 1.904 0.107 4.524 0.032 0.896 1.116 

社区锻炼 −1.005 1.325 −0.04 −0.759 0.448 0.708 1.412 

场地易寻 1.266 1.497 0.042 0.845 0.398 0.804 1.244 

学校场地 
满足情况 

−1.754 1.743 −0.047 −1.007 0.315 0.901 1.110 

社区设施满足 −0.013 1.195 −0.001 −0.011 0.991 0.717 1.395 
 

在问卷发放过程中了解到部分青少年在课外和周末会选择小区和学校场地进行锻炼，因此回归分析

中除了把锻炼意愿、父母自主支持、同伴支持周末培训、场地易寻纳入自变量外，学校场地和社区场地

也相应的考虑其中。如表 3 所示，锻炼意愿、周末培训和朋友支持对活动量有正向解释作用。通过系数

大小比较可以发现，锻炼意愿对活动量的预测能力最强，(β = 0.329, p = 0.000 < 0.01)，周末培训对活动量

的预测能力次之(β = 0.212, p = 0.000 < 0.01)，朋友支持正向预测活动量(β = 0.097, p = 0.047 < 0.05)。 

5. 讨论 

5.1. 激发青少年体育锻炼意愿是提升青少年体育活动量的重要手段 

已有诸多研究表明，青少年锻炼意愿是决定其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锻炼意愿的强度能有

效预测实际锻炼行为的频率，青少年个体的锻炼意愿越强，其主动进行体育活动的概率就越大[5]。计划

行为理论表明，青少年只有真切体会到体育锻炼的益处才能形成对体育锻炼的正确认知，进而具备坚持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151


刘军 等 
 

 

DOI: 10.12677/ae.2023.133151 954 教育进展 
 

体育锻炼的意识。在本研究对青少年锻炼动机的调查中，排在前五位的依次为锻炼身体(68.8%)、学习运

动技能(55.6%)、纯粹喜欢运动(49.1%)、缓解压力(49.4%)、应付体育考试(48.9%)。这说明受调查的青少

年大都具备良好的锻炼动机，对体育锻炼有着科学的、客观的认知。 
在影响青少年锻炼意愿的因素中，有研究者利用社会生态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学校、朋友、社区和

家庭是其重要影响因素[5]。郭可雷(2019)认为学校体育环境与青少年的身体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6]。曾

丽(2016)指出，良好的家庭运动氛围有助于子女养成积极的运动意愿[7]。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

青少年体育工作”，这就要求在青少年锻炼意愿的培养中，实现场域全覆盖，学校、家庭、社区积极构

建青少年健康服务体系，加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能力，为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5.2. 利用体育产业市场撬动社会力量助力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积极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周末培训维度上的得分为 2.63，说明多数学生在周末会参加体育培训，意味着体

育培训班已成为青少年周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实施以来，学生的课内外作业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课余空闲时间相应的宽

裕，同时体育在中考中权重的增加也刺激了家长对孩子体育锻炼的重视。在此背景下，体育门类正成为

填补“双减”之下学校课后服务内容的主力，2021 年，我国体育培训机构数量达到 38.80 万家。随着体

育培训机构数量的增多，培训机构的类型也愈加丰富，满足了青少年多方面的诉求。在此背景下，学校、

家庭、体育培训机构协同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体育培训机构在场地设施建设不足、

教练员队伍水平良莠不齐、培训内容同质化的现象，学校体育主管部门应及时关注社会力量在青少年体

质健康促进中的积极作用，在场地和人力资源方面谋求合作，打通相关壁垒。家庭方面也应了解青少年

的诉求和兴趣点，使之在体育培训中既增强专项运动技能，又能促进体质健康。 

5.3. 创造环境，引导青少年结成良好的同伴关系 

已有研究表明，年龄在 7~8 岁之间的青少年每周参加体育活动的频率与朋友支持之间存在着显著正

相关关系[8]。在本研究中，同伴支持正向预测青少年体育活动量，说明同伴支持水平越高，青少年体力

活动量越大。 
徐尤洲(2012)发现团队互动对同伴身体活动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9]。基于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场所和

时间大多集中在学校，建议学校体育工作者重视体育社团的发展。《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

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支持大中小学校成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在以学校为主导建立符合本校

定位的体育俱乐部的同时，也应积极引进公益类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总局

办公厅等多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提升学校体育课后服务水平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通知》中对此给

予有力的支持[10]。在家庭层面上，建议父母重视青少年进行同伴关系的引导，鼓励孩子在课余时间多结

交热爱体育运动并具有一定专项技能的同伴。良好的同伴关系能够直接或间接促进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

水平，且相对于父母支持，同伴支持更能直接促进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量[11]。 

5.4. 学校和社区应为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创造更多的空间 

表 3 表明，学校场地和社区体育设施均不能成为青少年体育活动量的预测变量，这说明在本研究中，

两者在青少年体育锻炼过程中未能发挥作用。 
多项实证研究表明，青少年的主要人际场域和活动(如体育锻炼)空间正逐渐由家庭迁移至学校[4]。

较为遗憾的是，学校在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还需进一步强化，尚未达到预期[12] [13]。
由此，学校体育场地面积、设施功能、开放程度对青少年体育锻炼显得尤为重要。与欧美国家相比，我

国体育器材的投入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但这很难满足新发展阶段学校体育的需求[14]。建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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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学校场地投入的同时，学校应积极谋求与社会力量的合作，更新和完善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在强化

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硬环境建设的同时，给青少年创造良好的体育活动空间。目前社区体育设施中，健

身路径、健身器材的融合力度不足，体系化的体育活动场域难以形成，青少年以社区为场域进行体育活

动也就难以为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本研究中社区锻炼、社区设施与青少年活动连之间相关关系

不显著的结论。分析近年来颁发的政策、文件、意见发现，学校、家庭、社区协作是促进青少年体育活

动的一个主流方向，其路径也愈加清晰。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完善联动机制，坚持以学校为主导、家庭

为核心、社区为支持，协同促进全面发展[15]。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明确了锻炼意愿、周末培训、同伴支持是影响青少年活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但未能就以上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进行深度探究，锻炼意愿在同伴支持与活动量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

周末培训的次数是否起到调节作用，这些都可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探究，进而明确相关变量影响青少年活

动量的作用机理，为促进青少年体育参与提供合理建议。本研究中，学校和社区对青少年活动量的影响

不显著，说明两者未对活动量起到明显的作用。事实上，在部分一线城市如上海，学校和社区在促进青

少年体育参与、青少年体质健康干预方面已发挥了积极作用，且成效显著。由此，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后续研究中可增大样本量，以期得出更为适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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