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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对民族地区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进行研究，得出了一下结果：民族地区大

学生男女和年级之间没有太大差异，再结合访谈的内容进行分析，得出女生在行为态度、目标态度、行为认知、情感体验、行为控制感

上表现更好，说明女生对体育锻炼的态度更积极，目标更明确，自我评价更高，且在锻炼中有更丰富的情感体验。而在年级方面，大一

学生在行为态度、目标态度、行为控制感上表现最积极，但行为习惯和行为意向较弱。大二学生在主观标准（社会压力）上感受最强，

但行为态度、行为习惯较弱。大三学生在行为习惯、行为意向上表现最强，但目标态度、行为认知较低。

关键词：民族地区；大学生；体育锻炼

1 前言

在如今社会，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健康意识的逐渐提高，

体育锻炼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学习压力

大、课余时间安排不合理等因素，部分大学生对于体育锻炼的态

度并不积极。根据赵莹莹 [2] 的研究得出由于大学生的上课时间比

较自由，业余的活动也很是丰富多彩，都说年轻就是资本。现代

的大学生通常都是熬夜或者是每天除了上课学习之外就是去食堂

吃东西，导致了超重和肥胖的现象发生，也对我国的大学生体质

健康变化趋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赵益鑫 [3] 研究的大学生体育

锻炼过程中体质健康状况调查得出大学生在课外时间使用情况，

体育锻炼的时间较少，上网和同学聚会的时间较多。大学生对体

育锻炼的兴趣较低，锻炼的次数也较少，无法完成教师制定的体

育锻炼计划，不利于对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

2 调查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调查对象

调查的对象为民族地区大学生，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分

组随机抽样调查，对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大一年级共 243 人，

大二年级共 272 人，大三年级共 241 人。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

本研究以民族地区图书馆、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为搜索内容，

对“态度”“体育锻炼”“体育锻炼态度”等关于锻炼态度的关

键词和关键字进行搜索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和研究成果，最后

对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整合、归纳、分类，并总结相关的内容，

为本论文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2.2.2 问卷调查法

研究选用北京体育大学毛荣建 (2023) 遵循标准化心理量表的

编制程序，经过两轮预调查编制了《锻炼态度量表》，大多分量

表 α 系数都在 0.80 以上，只有主观标准分量表的 α 系数低于 0.80，

但也在 0.60 以上，所以总体上《锻炼态度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是可以接受的。

2.2.3 数理统计法

在研究中，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分析处理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调

查获取的数据分析，在对民族地区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的检测结

果，与数据分析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组合样本秩和检验结果，

探讨由数据分析所表现出来的具体问题，为论文的研究提供了验

证。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民族地区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的总体情况

在行为态度和目标态度上，民族地区大学生在参与体育锻炼

时的自我评价较高；在行为认知上，民族地区大学生对参与体育

锻炼可以促进身心健康有着良好的认知；在行为习惯上，民族地

区大学生对体育锻炼有着较高的自觉性；在行为意向上，民族地

区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意愿较高并能够为其付出一定努力；在

情感体验上，民族地区大学生在锻炼时有着丰富的情绪体验并能

够享受到从运动中获得的愉悦；在行为控制感上，民族地区大学

生参与锻炼时的自控力较高，有着充分的自主性；在主观标准上，

民族地区大学生的锻炼行为受周围人影响较大。总体来看，民族

地区大学生在行为态度、目标态度、行为认知、行为习惯、行为

意向、情感体验、行为控制感、主观标准这几个维度的平均值都

超过总分值的一半，表明民族地区大学生的锻炼态度总体处于中

上水平。

3.2 民族地区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

表 1　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的性别差异分析

男生 女生 p 值
行为态度 28.44±5.209 29.29±5.983 0.287
目标态度 46.10±7.104 48.65±6.840 0.010
行为认知 28.16±3.742 29.44±3.914 0.019
行为习惯 35.71±5.944 35.41±7.556 0.753
行为意向 26.42±3.912 26.38±4.240 0.935
情感体验 37.66±5.044 38.29±6.183 0.430

行为控制感 22.72±4.550 23.78±5974 0.164
主观标准 21.06±4.523 20.12±3.710 0.108

从 行 为 态 度 上 看， 男 生 的 平 均 值 为 28.44， 低 于 女 生 的

29.29； 从 目 标 态 度 上 看， 男 生 的 平 均 值 为 46.10， 低 于 女 生

的 48.65； 从 行 为 认 知 上 看， 男 生 平 均 值 为 28.16， 低 于 女 生

的 29.44；从行为习惯上看，男生平均值为 35.71，略高于女生

的 35.41； 从 行 为 意 向 上 看， 男 生 平 均 值 为 26.42 略 高 于 女 生

的 26.38；从情感体验上看，男生平均值为 37.66，低于女生的

38.29；从行为控制感上看，男生平均值为 22.72，低于女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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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8；从主观标准上看，男生平均值为 21.06，高于女生的 20.12 。  

从平均值上可以看出，男生在行为态度、目标态度、行为认知、

情感体验和行为控制感上要小于女生，然而在行为习惯、行为意

向和主观标准上的表现上男生略高于女生。这表明，女生比男生

在锻炼态度上更好，行为自我评价高，有着很好的目标，锻炼的

自主控制力更好，同时在锻炼中有更富的情感体验。而男生相比

女生在锻炼时受他人影响更高。并且，性别在目标态度和行为认

知上的 p 值都小于 0.05，这说明性别在目标态度和行为认知上存

在显著差异。

3.3 河池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不同年级之间的差异

表 2　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不同年级差异

大一 大二 大三 P 值
行为态度 30.11±5.49 28.22±5.87 28.32±5.22 0.094
目标态度 48.60 士 6.77 47.53±5.93 45.77±8.28 0.072
行为认知 29.19±3.51 29.14±3.16                                                                                              27.94±4.75 0.110
行为习惯 35.56±6.88 34.78±7.21 36.49±5.97 0.331
行为意向 25.98±4.22 26.18±3.84 27.08±4.11 0.262
情感体验 37.92±5.56 37.95±5.57 38.02±5.76 0.995

行为控制感 23.70±5.90 22.79±4.71 23.25±5.28 0.611
主观标准 19.98±3.96 20.93±4.04 20.91±4.52 0.339

虽然年级在行为态度、目标态度、行为认知、行为习惯、

行为意向、情感体验、行为控制感、主观标准这八个维度的 p 值

都大于 0.05，说明年级在行为态度、目标态度、行为认知、行为

习惯、行为意向、情感体验、行为控制感、主观标准这八个维度

中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这八个维度的平均值分析中发现：

从行为态度上来看，大一的平均值 30.11 高于大二 28.22 和大三

28.32，从目标态度上来看大一的平均值 48.60 高于大二 47.53 和

大三 45.77，从行为认知上来看，大一的平均值 29.19 略高于大二

29.14，高于大三 27.94，从行为习惯上来看，大三的平均值 36.49

高于大一 35.56 和大二 34.78，从行为意向上来看大三的平均值

27.08 高于大二 26.18 和大一 25.98，从情感体验上来看，大三的

平均值 38.02 略高于大二 37.95 和大一 37.92，从行为控制感上来

看，大一的平均值 23.70 略高于大三 23.25，高于大二 22.79，从

主观标准上来看，大二的平均值 20.93 略高于大三 20.91，高于大

一 19.98。根据以上数据显示，无论是大一、大二、大三的学生在

体育锻炼态度的情况上都表现出相似的区别，大部分学生还是能

清楚知道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但因为各个学段的不同的心境、在

学校生活的时间和学习上的差异，会导致个别年级对体育锻炼的

影响。

3.4 影响民族地区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的原因分析

结合以上的数据再加上现场对不同年级之间的同学进行抽样

的访谈提问的总结进行影响民族地区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的原因

分析，在对行为态度的分析：大一新生对具体行为结果的达成更

有积极性，可能因刚进入大学时对学习、社交等行为的目标感较

强；随着年级升高，目标可能模糊或压力增加，导致态度下降。

对目标态度的分析：大一学生对实现行为目标的信心和积极性最

高，而大三学生可能因面临毕业、就业压力或目标未达预期，对

目标的积极态度减弱。对行为认知的分析：大一和大二学生对自

身执行行为的能力（自我效能感）及行为后果的认知更清晰，大

三可能因现实挑战（如学业难度、未来不确定性）导致认知下降。

对行为习惯的分析：大三学生的行为更趋向自动化（如学习习惯、

时间管理），可能因长期重复形成惯性；大一和大二学生处于适

应期，习惯尚未稳定。对行为意向的分析：大三学生更明确具体

行动的计划（如考研、求职），而大一和大二学生可能尚未形成

清晰的行动意向。对情感体验的分析：三个年级的情感体验（如

情绪对行为的影响）接近，可能说明情绪状态受年级影响较小，

更多与个体差异相关。对行为控制感的分析：大一新生对行为结

果的控制感较强，可能因目标简单明确；大二学生可能面临更多

复杂任务（如社团、学业平衡），控制感下降；大三学生通过经

验积累部分恢复控制感。对主观标准的分析：大二学生感受到的

社会压力最大，可能处于同伴竞争、家庭期望的关键期；大一新

生尚未完全适应外部压力，大三学生可能已形成独立判断能力。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民族地区大学生的体育锻炼的总体情况相对较好，女生对体

育锻炼的态度更积极，目标更明确，自我评价更高，且在锻炼中

有更丰富的情感体验。女生的锻炼行为更多源于内在动机，而非

外部压力。男生在行为习惯、行为意向上略高于女生，但差异极小。

男生的锻炼行为更容易受到他人期望的影响。不同年级之间也存

在一些较小的差异，大一学生在行为态度、目标态度、行为控制

感上表现最积极，大二学生在主观标准（社会压力）上感受最强，

大三学生在行为习惯、行为意向上表现最强。

4.2 建议

学校应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体育文化活动，让大学生深刻领

悟健康对于生命的重大意义，明白坚持体育锻炼是获取健康的重

要途径之一。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时，提高大学生在体育学习与

锻炼活动中的参与度，有意识地创设利于学生形成正确体育锻炼

态度的情境。通过体育教学、体育知识讲座等渠道，对学生进行

全面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体育锻炼，让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体

育锻炼对于个人、家庭和国家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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