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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lescence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eriods in the life. Meanwhile, deviant behaviors are 
very easy to be found during adolescence. It is very meaningful to reduce teenagers’ deviant beha-
vior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ir overall development in the aspects of physiology, psychology and 
social morality through participating sport. The previous studies only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teenagers’ physical health without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on teenagers’ mental health and deviant behaviors. Th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give an overal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teenagers’ deviant behavior by utilizing the muti-methodology, 
such as literature analyzing, data visualizing, visual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The relevant theories, 
such as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ocial Bond Theory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inner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scientific intervention means of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doles-
cents through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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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是出现偏差行为的高峰期，通过体育运动减少青少年的偏差行为，

促进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道德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过往研究大多关注体育运

动对青少年身体素质发展的影响，未能系统地分析运动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可视化分析与统计，结合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联结理论等相关理论对运动影响青

少年偏差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以探寻通过运动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及科学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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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自古希腊开始，“运动”便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直到今天，古希腊开始兴起的

奥运会仍然是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会。奥运会倡导通过运动促进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道德全面发展。可

见，体育运动不仅可以提高身体素质，还有利于心理健康发展，与人类的身心发展息息相关。 
在人们的整个发展历程中，青少年时期是出现偏差行为的一个高峰期。因为青少年正处于“角色同一

性”和“角色混乱”的阶段，面临着“依赖”与“独立”的双趋冲突(Moffitt, 1993)，若缺乏正确的引导和

教育，青少年极容易因为对社会规范认识不充分，对规则准绳出现认知偏差，从而发偏差行为。因此，在

青少年时期，有效地预防和矫治其偏差行为，将有利于青少年日后发展。在 19 世纪中期，英国人已经把“运

动”作为对青少年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体育运动似乎是一种预防青少年出现偏差行为的有效工具。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体育教育要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而国内也有不少研究开始关注体育运动与青少年偏差行为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体

育运动影响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究。 

2. 理论解释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除了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同伴、娱乐环境等因素在其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Fredricks & Eccles, 2008)。体育锻炼作为青少年最热爱的课外活动之一，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存在

着密切联系。因此，学者们纷纷提出“运动参与”对“青少年偏差行为”存在影响的相关理论，尝试从

不同的角度对两者间具体关系进行解释。 

2.1. 社会连结理论 

Hirschi 在 1969 年提出的社会连结理论(Social bonding theory)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违法犯罪的原因是，

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与外界社会形成不同强度的连结，受到外在环境的教养、陶冶和控制。社会连结

存在四个要素：依附(attachment)、承担责任/奉献(commitment)、信仰(belief)和参与(involvement)。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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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参与运动对这四个要素存在积极的影响(Agnew & Petersen, 1989; Hass, 2001)。运动可以增强依附感，

尤其是青少年参与团体运动时，会与队友、教练有情感联结，从而产生强烈的依附感，这种依附感是遏

制青少年偏差行为的一个重要力量；在参与运动的过程中，青少年乐于奉献自身的精力、力量投入运动，

从而减少参与违规活动的机会；参与运动也有助于青少年形成鉴定的信念、正确的价值观，他们在运动

中还学会了遵守规则、道德规范；最后，因为青少年经常参与运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被运动占据，降

低了青少年出现偏差行为的概率。 

2.2.“运动塑造性格” 

“运动塑造性格”的观点则认为，坚持运动可以对青少年的性格、品德、生活技巧等有积极的影响

(Sage, 1990; Segrave, 1983)。即长期参与运动可能存在着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即运动带来的影响会

从运动领域溢出到日常生活领域中。相似地，从体育活动的道德社会化作用看来，体育游戏和体育竞赛

促进了道德社会化的过程，人们在体育运动中逐渐学会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游戏有相应的规则，人

们在这种典型的操作条件反射作用下，学会了遵守规则、遵守体育运动规范，并将这种学习迁移到其他

社会道德规范中(季浏，2005)。运动员会更愿意去根据规则判断对与错，在日常生活中会表现得更为遵守

社会规范、更加道德(Arnold, 1992)。 

2.3. 社会认知理论及游戏理论 

Bandura 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和思想都是通过在社会环境中学习到的。体育运动提供了一

个观察学习规则的社会环境，有利于青少年道德发展。根据社会认知理论，适应不良的行为是功能不良

的学习的结果。不适应的反应和一般行为的学习一样，通过直接经验而习得，或通过观察到不当的或“病

态”的楷模而学得，自我效能感的缺乏是导致偏差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Bandura 在社会学系理论基

础上提出了社会认知理论，尤其关注个体的成长与发展，及个体自我效能感的发展。过去研究发现参与

体育运动可以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袁贵勇&张美玲，2015)。因此，参与体育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

过影响青少年的认知从而减少其偏差行为的发生机率。 
社会认知理论还强调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和个体行为的三元交互。即环境因素对青少年的认知发展

乃至是青少年的行为都存在着影响，同时青少年的行为也会影响其自身的认知水平。因此，基于社会认

知理论的三元交互决定论，认为体育教学环境对青少年的规则意识、自我控制水平以及偏差行为都会存

在一定的影响。 
相似地，皮亚杰的游戏理论(Piaget’s theory of play)也提到，体育本质上是一种游戏，还在在参与游

戏过程中，学会了遵守规则，从而形成了规则感。而规则训练是道德行为的开端，道德的实质就是遵守

规则(Piaget, 1973；魏丕勇&于涛，2003a，2003b)。 

3. 研究进展 

3.1. 国内外研究趋势 

通过设置“sport* or exercise or physical activity”与“delinquen* or aggressi* or external* or crim* or 
deviant or behavioral problem or antisocial”以及“youth* or juvenile or adolescen* or child*”为关键词，对

1996~2018 年间 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收录的运动与青少年偏差行为关系的研究进行检索，

检索结果如图 1 所示，可见近年来相关研究呈递增趋势。 
使用关键词“运动”、“体育”和“偏差”、“问题行为”、“攻击”以及“青少年”在 CNKI 数

据库进行搜索，得到文献 479 篇，国内相关研究发文趋势如图 2。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 3 所示，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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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外研究在近年来都呈上升趋势。 
 

 
Figure 1. Number of relevant publications about “sports”, “teenager” and “deviant 
behaviors” from 1996 to 2018 on Web of Science™ 
图 1. 1996~2018 年 Web of Science™“运动”、“青少年”、“偏差行为”相关

文献数 
 

 
Figure 2. Number of relevant publications about “sports”, “teenager” and “de-
viant behaviors” from 2004 to 2018 on CNKI 
图 2. 2004~2018 年 CNKI“运动”、“青少年”、“偏差行为”相关发文趋势 

 

 
Figure 3. Visualized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researches about the in-
fluence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on teenagers’ deviant behavior 
图 3. 运动影响青少年偏差行为相关研究可视化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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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itespace5.3.R4 引文分析软件得到可视化结果发现，运动影响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

分为三大观点，一部分人认为运动对青少年具有积极影响，有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减少青少年

不良行为的发生率；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运动可能会给青少年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提高偏差行为发生率；

还有学者认为，运动与青少年犯罪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可见，关于“参与运动”和“青少年偏差行为”

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争议。 

3.2. 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体育运动是青少年最受欢迎的课余活动之一(Ntoumanis et al., 2012)，由于青少年正处于可塑性最大

的阶段，恰当地参与体育锻炼将有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证明，体育运动确

实可以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运动不仅可以改善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武海谭&季浏，2017；Kenney, 
Wilmore, & Cosill, 2015)，还可以有效地提升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缓解压力的能力，提高其身体自我概念

及自尊水平，改善认知功能，降低其焦虑或抑郁水平等等(杨剑等，2005；姜媛等，2018；Trudeau & Shephard, 
2010；Singh et al., 2012；Smith, 2013)。因为体育运动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与教练、队员甚至是竞赛对手

的社会交往平台，运动规范以及道德风气对青少年的道德发展都存在着重要的影响(Spruit et al., 2018; 
Bruner et al., 2016; Rutten et al., 2011)。而近年来，不少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为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发

展提供了证据。如有氧耐力水平高的青少年在进行事件相关电位(ERPs)成分分析时，P3 成分的波幅更大

(Hillman et al., 2009；Pontifex et al., 2009；温煦，2015)。 
基于运动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诸多好处，学者们认为参与运动可以有效地减少青少年的偏差行为，

甚至是减少犯罪。Spruit 等(2018)的一篇元分析发现，青少年在参与体育运动强健体魄的同时，偏差行为

也会相应减少。运动不仅增强了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朱风书，吴雪萍，&周成林，2016；朱风书，周

成林，&颜军，2017)，还增加了同伴接纳与青少年的合作行为(李娜，洪丝语，胡广富，颜春辉，彭聪，

&许昭，2018；Shields & Bredemeier, 1996)。再者，运动参与度高的青少年常常会有更高的情绪调节能力

和自尊水平(Adachi & Willoughby, 2014; Findlay & Bowker, 2009)。除此之外，运动还可以有效地降低对青

少年的一些负面同伴影响，从而有效地预防青少年出现偏差行为(Wild et al., 2010)。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

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体育锻炼可以改善青少年偏差行为(朱风书，吴雪萍，&周成林，2016)。由此可见，越

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运动能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这一观点。 
有学者甚至把体育锻炼作为一种干预手段，考察有氧运动是否能有效改善患有精神病的青少年的症

状，经过为期 9 周，每周 3 天的有氧运动，患者的整体活力和自我效能感都有提升(Brown, 1992)。Marvul 
(2012)也发现，在进行为期 5 个月的体育锻炼以及考勤后，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青少年的旷课现象显著

减少。国内也有研究利用足球运动对网瘾青少年进行为期 8 周的干预，发现运动对矫治青少年网瘾行为

的效果同样显著(孙利红，孙志勇，&江小霞，2016)。在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干预治疗中，体育锻炼逐渐成

为一种有效的干预工具。 

3.3. 运动失范行为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 

近年来，有研究也发现运动可能会通过影响青少年的道德判断水平、道德认同感从而导致攻击行为

的发生(李彦儒&褚跃德，2018)，运动导致青少年偏差行为增加的原因可能在于，青少年作为队伍中的一

员，容易受到年长成员的不良行为或者运动失范行为的影响(Segrave & Hastad, 1983; Moffitt, 1993)。尤其

是长期处于竞技运动场景下的运动员，他们的道德判断水平通常比较低(Bredemeier et al., 1986)，较低的

道德判断水平则可能会导致青少年运动员的偏差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的增加(Stams et al., 2006)。 
但同时 Segrave 和 Hastad (1983)也指出，并不是体育运动的参与程度会影响青少年的偏差行为，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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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某种类型的运动会增加他们的攻击行为，对运动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Spruit 
et al., 2016)。因此，在探究运动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影响时，应对运动类型进行系统分类，如慢跑、游

泳等有氧运动可能对青少年的道德判断水平不会造成显著影响，而一些竞技类运动如足球、篮球等，若

没有在规范的指引下进行运动，则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的道德判断水平及道德认同感，从而导致其偏差行

为的增加。 
因此，我们除了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也要注意引导他们在遵守体育规范的情况下进行体

育锻炼，才能更有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4. 局限与展望 

4.1. 争议存在的原因 

过去研究对“参与运动”和“青少年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定论。首先，以往研究很少对

体育运动的类型进行具体分类，Bredemeier 等人的研究也只把运动区分为竞技类运动和非竞技类运动。

因此，没有办法具体探究不同类型的运动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具体影响，存在一概而论的局限。 
除了把不同类型的运动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影响进行分类讨论以外，青少年在体育运动过程中是否

遵守运动规范也是影响其道德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及皮亚杰的游戏理论，

青少年会在规范进行体育运动的过程中，学习到规则，形成良好的规则意识，从而迁移到日常生活中。

因此，日后的研究应该详细探讨青少年在规范引导进行体育运动与存在运动失范行为的体育锻炼情况下，

对其偏差行为造成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并且利用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及强调遵守体育运动规则的重要

性。 

4.2. 实证研究及应用性研究的欠缺 

根据相关文献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对于体育运动和青少年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大

多数研究只停留在问卷数据分析，描述性分析的阶段。与之相对应的实证研究和应用性的研究比较欠缺。

因此，将来可以利用实验室实验、准实验对体育运动和青少年偏差行为、青少年德育发展之间的关系进

行深入探究，例如结合心理学实验，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对体育运动影响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

进行剖析。 
国内外有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利用运动作为干预手段(Marvul, 2012；孙利红，孙志勇，&江小霞，2016)。

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矫治固然重要，但在学校教育中，应做到防患于未然。科学地制定体育锻炼方案，

将体育教育与德育教育有机结合，将更有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4.3. 体育运动影响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内在机制 

4.3.1. 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社会认知心理学家 Kopp 认为，自我控制是指个体根据个人价值和社会期望，对自身行为进行自主

调节的能力。它可以导致或停止一些特定的行为，如抑制冲动、延迟满足或适应社会环境等等。青少年

的自我控制能力是不断缓慢地发展的(Duckworth & Steinberg, 2015)。 
根据 Bronfenbrenner (1992)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 theory)，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会

受到包括个体因素、宏观环境、微观环境等许多因素的影响。且有研究发现自我控制能力水平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预测青少年日后发展的收入水平、身心健康水平及不良行为，如物质使用障碍等(Duckworth, 
2011)。2015 年新西兰的一项追踪研究发现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低下往往会导致错误的决策，从而导致

偏差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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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不少实证研究也证明体育运动可以通过影响青少年的自我控制，从而影响其偏差行为的

发生率。朱风书等(2016)利用 Go/No-go 范式对不同身体活动水平的大学生的反应抑制能力进行考察，通

过行为和 ERP (事件相关电位)结果对其进行分析，发现身体活动水平高的大学生，对不良行为相关的图

片的抑制能力更强，推断其不良行为的发生的可能性更小。李娜等(2018)采用问卷法也重复出了相似的结

果，发现体育锻炼可以有效地预防和降低青少年偏差行为，且体育锻炼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影响通过自

我控制来实现，验证了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Figure 4. Hypothetical model of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participation on teenagers’ de-
viant behavior 
图 4. 运动影响青少年偏差行为内在机制设想图 

4.3.2. 规则意识的调节作用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体育运动是一种带有规则的游戏，只有规范地进行体育锻炼，在运动

过程中遵守相应的运动规则，养成规则意识，才能真正地通过运动提高身体素质、认知能力以及自我控

制能力。Spruit 等(2018)发现运动道德风气与年轻运动员的道德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且队员之间的影

响尤为显著。在竞技场上，只有遵守体育规范、竞赛规则才能形成良好的运动道德风气。根据皮亚杰的

游戏理论，青少年在规范地进行体育运动过程中，学会了遵守规则，形成良好的规则意识，从而促进了

其自身的道德发展，减少了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运动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参与运动可能通过提高青少年自我控

制能力来预防和矫治其偏差行为，且规则意识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图 4)。引导青少年规范地参与体育

锻炼十分必要，只有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参与体育运动，青少年才能真正地通过体育培养规则意识，提

高自身的自我控制能力，从而养成较高的社会道德感，减少偏差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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