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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身体自尊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少年的自我认知、情感反应和行为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

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桂西北地区初中生男生的身体自尊水平要高于女生，男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要

强于女生，初三年级的总体身体自尊现状要高于初一年级和初二年级，特别是身体素质和身体自我价值两个维度上。建议：加强对初中

生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身体观念，能够做出正确的自我评价。特别是对女生更要加强引导，让女生能够在青春

发育期正视和接纳自己的身体，树立其对自身素质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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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初中生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开始阶段，是个体发育的第二个高

峰期，这个时期，青少年学生的身体和心理机能发生了急剧变化，

更是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们的身高、体重增长迅速，

身体比例以及骨骼、肌肉的发育已经逐渐接近于成人，心理机能

落后于身体机能也在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从而使得青少年学生的

身心发展处在一个不平衡、不稳定的状态，进而出现了各种心理

矛盾和心理冲突。这个阶段的学生对其身体自尊的认识也产生了

很大的变化，基于此，本文以桂西北地区初中生身体自尊现状调

查研究为研究对象，分析桂西北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阶段的

初中生身体自尊状况，找出其中的影响因素，并针对这些影响因

素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措施，以提高学生身体自尊水平对学生养成

身心健康、磨炼学生坚强意志、培养良好品德，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具有促进作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桂西北地区初中生身体自尊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国内有关自尊及身体自尊专著和大量期刊，为研究打下

了较完善理论基础；另外，查阅大量有关少年儿童心理、生理方

面期刊，较好了解了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2.2.2 调查问卷法

本次调查共发放学生问卷共 300 份，回收问卷 300 份，有效

问卷 296 份，有效率为 98.6%。其中有效问卷中男生 171 人，女

生有 125 人。

本研究选用段艳平（2000）研制的《少年儿童身体自尊量表》。

该量表共有 78 个条目，5 级李科特记分。各分量表的克隆巴赫 a

介于 0.52-0.79 之间，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效

度指标基本符合测量学要求。

2.2.3 数理统计法

在研究中，运用 SPSS 软件处理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调查获取的

数据，采取夏皮洛 - 威尔克试验，检测小样本数据正态分布情况 .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年级初中生自尊情况

由表 1 可以看出，不同年级健康、身体吸引力、运动技能等

多数维度的显著性均大于 0.05。这表明在这些方面，初一、初二、

初三年级学生间无显著差异，即各年级学生在这些自尊维度的表

现较为相近。但力量维度是个例外，其显著性为 0.011，小于 0.05。

这意味着不同年级学生在力量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受各年级

学生身体发育阶段不同，以及体育课程安排、运动锻炼习惯等因

素影响，使得不同年级学生在对自身力量的感知和评价上有所不

同。

3.2 不同性别初中生自尊情况

由表 1 可以看出，在健康、运动技能、身体活动、力量、耐力、

身体价值及整体自尊这些维度上，显著性均小于 0.05。这意味着

男生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显著优于女生，比如男生在健康自我认知、

运动技能自信度等方面远超女生。而在身体吸引力、外貌、速度、

柔韧、协调维度，显著性大于 0.05，说明男女生在这些维度差异

不明显。整体而言，该校男生在多个关键维度的自尊表现呈现出

显著优势。

表 1　桂西北初中生自尊情况显著性分析

年级 性别 运动时长
健康 0.260 0.006 0.040

身体吸引力 0.508 0.316 0.075
运动技能 0.171 0.008 0.001

外貌 0.824 0.331 0.454
身体活动 0.816 0.000 0.000

力量 0.011 0.010 0.060
速度 0.252 0.111 0.156
柔韧 0.946 0.144 0.063
耐力 0.333 0.005 0.005
协调 0.590 0.077 0.013

身体价值 0.409 0.002 0.039
整体自尊 0.183 0.022 0.028

3.3 不同运动时长初中生身体自尊情况分析

由表 1 可以看出，健康、运动技能、身体活动等多个维度呈

现显著性别差异。健康维度，男生均值高且显著性小于 0.05，反

映其健康认知优势明显。运动技能与身体活动方面，男生显著强

于女生，身体活动维度差异尤为突出。力量、耐力和身体价值维

度同样如此，男生表现更佳。而在身体吸引力、外貌、速度等维度，

因显著性大于 0.05，男女生差异不显著。整体自尊上，男生也显

著高于女生。这为学校针对性别差异开展教育工作，提升学生自

尊水平提供了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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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影响桂西北地区初中生身体自尊的因素

（1）锻炼强度对身体自尊的影响

通过对桂西北地区初中生锻炼强度的调查，发现这些初中生

的锻炼强度不同，他们的身体自尊水平也有明显差异。初中生身

体锻炼强度比较小，他们的身体自尊水平就比较低，他们身体锻

炼强度比较大，初中生的身体自尊水平也不是很高，只有中强度

的身体锻炼，初中生的身体自尊水平才是最好的，特别是身体自

尊水平中的自我价值感和身体状况这两个维度差异最明显。造成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初中生身体锻炼强度比较小，其锻

炼强度就不够，其身体自尊水平达不到有效成果和提升，如果锻

炼强度过大，很容易让身体产生疲劳，进而会影响到初中生的情绪，

进而会影响到他们的自尊水平。

（2）每次体育锻炼持续时间对身体自尊的影响

通过对桂西北地区初中生锻炼持续时长的调查，发现这些初

中生的锻炼时长不同，他们的身体自尊水平总体身体状况、身体

素质等维度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但对初中生身体吸引力的影

响不够明显。且随着时长的增加，初中生身体自尊水平提升越明显。

调查发现，每次持续锻炼时间在 30 分钟以上的身体自尊水平要明

显高于每次体育锻炼持续时间在 30 分钟以内的，体育时间锻炼时

间在 1 小时以上的，初中生的身体自尊水平要高于每次体育锻炼

持续时间在 30 分钟的，身体自尊水平最高。可见，初中生要想提

升其身体自尊，他们每次体育锻炼的持续时间就不能够低于 30 分

钟。

（3）锻炼频率对身体自尊的影响

通过对桂西北地区初中生锻炼频率调查，发现这些初中生的

锻炼频率不同，其身体自尊的维度影响就不同，初中生锻炼频率

越高，学生的身体状况和身体素质就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而身体

吸引力和自我价值感这两个维度的变化就不明显。结果显示，初

中生体育锻炼频率越高，其身体自尊水平越明显，每天参加一次

锻炼的自尊水平明显要高于每周一次或者每周两次的锻炼频率，

并且随着初中生体育锻炼次数的增加，运动频率的提升，他们的

身体自尊水平以及各维度水平也在不断地提升。

（4）性别对身体自尊的影响

通过对桂西北地区初中生男女生的调查，发现不同性别他们

的身体自尊水平也有明显差异。从各维度上看，男生均值大都高

于女生。速度、柔韧、耐力、协调以及身体价值维度，男生均值

均高于女生。整体自尊水平上，男生平均值也高于女生。总体而言，

在桂西北地区的初中生中，男生在自尊的多数维度表现均优于女

生。可见，性别对初中生身体自尊有很大影响，因此我们在平时

体育教学中要关注到学生性别差异。

（5）锻炼量对身体自尊的影响

通过对桂西北地区初中生锻炼量的调查，发现这些初中生的

锻炼量不同，其身体自尊也不同，初中生的锻炼量对于学生身体

自尊水平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特别是身体自尊水平中的身体状况、

身体素质这两个维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自我价值感和身体吸

引力这两个身体自尊维度的影响相对来说不大。调查结果显示，

初中生的锻炼量越大，他们的身体自尊维度就会不断上升，初中

生锻炼越少，他们的身体自尊维度就会降低，由此可以看出，初

中生的体育锻炼量与他们的身体自尊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锻

炼量对身体自尊水平的影响很大。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通过调查发现，桂西北地区初中生身体自尊现状受体育

运动锻炼量、锻炼时长、锻炼强度、锻炼频率的影响很大，且这

些体育锻炼对于初中生身体自尊中的身体素质和身体状况两个维

度影响很大。

（2）通过对桂西北地区不同性别初中生身体自尊现状调查，

发现总体来说，男生的身体自尊水平要高于女生，男生参与体育

运动的积极性要强于女生，这与这个年龄阶段的生理特征和心理

特点决定的。

（3）通过对桂西北地区不同年级初中生身体自尊现状调查，

发现初三年级的总体身体自尊现状要高于初一年级和初二年级，

特别是身体素质和身体自我价值两个维度上，这是因为初三年级

的学生已经经过两到三年的体育训练，在身体素质方面要明显优

于初一和初二年级的学生。

4.2 建议

（1）加强对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加强，积极引导青少年学

生树立正确的身体观念，能够做出正确的自我评价。特别是对女

生更要加强引导，让女生能够在青春发育期正视和接纳自己的身

体，树立其对自身素质的信心。

（2）不断优化学校的体育活动，丰富学校体育课程内容，鼓

励并组织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同时，教师还要以身作则，采

取适当的态度和行为积极引导学生自己的身体形象，通过体育锻

炼来提升其身体自尊水平。

（3）改善家庭与社会环境，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中，多对初中

生进行陪伴和指导，特别是在青春发展的关键时期，更要重视对

其积极陪伴和开导。此外，在体育锻炼中，培养初中生的体质健

康意识，在体育锻炼内容和教法上尽量满足初中生的情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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