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 (16)2022,4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65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体育课学习投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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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对某民族院校300名大学生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体育课学习投入的现状及其关系

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体育课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水平低，体育课学习投入程度整体水平低，大学生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和体育

课学习投入之间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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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of	300	college	students	in	a	national	
colleg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of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input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are	low,	the	overall	level	of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input	is	
low,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learning	input	in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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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 , 青年强则国家强”。

当前我国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滑,身心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体育锻炼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的最经济、最有效的重要手段之一，
学校体育教育是提高大学生健康水平的主阵地。然而，大部分“学
生普遍存在心不在焉、学习投入不足的现象。因材施教，满足大学
生的基本心理需要可能促进学习投入，提高体育课学习效果。

1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研究
基本心理需要理论（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Theory，BPNT）

是自我决定理论的分支理论之一，主要探究动机与基本心理需要的
关系，认为增强内部动机和促进外部动机内化的社会环境因素应满
足三种基本心理需要 ：自主需要 (autonomy)、归属需要 (relatedness)
和胜任需要 (competence)[1]。自主需要指自己选择和自己做决定的需
要 ；归属需要则是指人们感觉自己是安全的 , 并与重要他人保持密
切关系的需要 , 比如 , 体育课中，学习者主动与小组成员交流动作
的技术技巧等 , 这是一种关系需要 ；胜任需要指个体感觉自己有能
力克服困难的需要 , 对大学生上体育课而言 , 即感觉自己能够应对
其上课比赛中挑战的需要 [2]。

Rein	both 等人研究结果显示 ,	教练员行为以青少年运动员的心
理需要满足感为中介，可以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 [3]。另有研究
结果表明，能力需要和自主需要的满足程度与幸福感、主观活力、
积极情感正相关 ,	与焦虑负相关 [4]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可以提高幸
福感 [5] 和学习投入。

2 学习投入的研究
国外学者 Maslach 和 Leiter 最早提出了学习投入概念，学习投

入（Engagement	in	learning）是指个体在学习时具有充沛的精力和
良好的心理韧性，学生自身能认识到学习的意义（认知投入），对
学习充满热情（情感投入），主动沉浸于自己的学习之中（行为投入），
在学习中表现出对学习的一种持续的、充满积极情感的状态 [6]。但
是，Schaufeli 团队则将学习投入分为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

王勇宏的研究发现，学习投入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学业成
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教师 - 学生交互、学生 - 学生交互、学
生与学习资源之间的交互等，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积极参与度，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习投入有积极作用，因此直接或间接地提高

他们的学业成绩 [7]。应斌等人研究发现，学生的学习投入可以降低
焦虑。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学生对英语的学校投入时间和精力
越长，学习自信心和效能感就会随之提升，产生焦虑情绪的可能性
随之减少。反之，学习投入较少的中学生，其学习效果较差，学习
成绩表现差，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 [8]。班杜拉研究表明 ：大学生
的学习投入与自我效能具有显著相关性。学习投入水平高的学生愿
意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来解决富有挑战的问题，相信自己能够战胜
困难，对他们的自我效能感有积极的影响 [9]。乔晓熔等的研究表明，
大学生学习投入水平越高，既可能获得好的学业成就，还可获得更
好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 [10-11]。

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首先，在内部
因素中，有研究发现，积极情绪促进大学生体育课学习投入，已有
研究表明，积极乐观的心理品质和坚韧的人格特质能正向预测学习
投入水平，个体所拥有的自信等积极特质越多，坚韧性越强，学习
投入水平就会越高 [12]。自我效能促进大学生体育课学习投入。高
中生基本心理需要、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两两变量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心理资本在基本心理需要与学习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13]。
屈晓婷等究认为,提高学习投入水平需要更多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
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自主权和学习责任意识 [14]。其次，在外部因素中，
学习投入受学习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师生关系、学生的学习方式和
学生参与实践的过程 [15]。李永占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正向预测学
生的学习投入程度。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表现出积极、良好的教养方
式时，能够对高中生的学习投入起到促进作用 ；父母消极的教养方
式则会对高中生的学习投入产生负面影响 [16]。

已有研究缺少对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体育课学习投入
之间关系的研究 , 且学习投入量表有待达成共识。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某民族院校四个年级的 300 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男

生 160 名，女生 140 名），分析大学生体育课学习的基本心理需要
满足与学习投入的现状，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3.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基本心

理需要满足与学习投入的研究现状。对任教 10 年以上的老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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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访谈。编制《大学生体育学习投入量表》（量表 1），包含认
知投入、情感投入、行为投入三个维度，每个题目采用 likert5 级评分，
从“1= 完全不符合”到“5= 完全符合”分别计 1-5 分 , 总分越高，
学习投入程度越高。编制《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量表2），
包含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三个维度，每个题目采用 likert5 级评
分，从“1= 完全不符合”到“5= 完全符合”分别计 1-5 分，总分
越高，表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越高。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 300 份，

回收率和有效率 100%，采用 SPSS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研究工具的信效度检验

（1）量表的信度检验
采用克伦巴赫 α 系数对量表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由表 1 可

知，《大学生体育学习投入量表》和《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
均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 1	量表 1 和量表 2 的信度检验（n=300）

项目 认知投入 情感投入 行为投入 量表 1总量表 自主需要 归属需要 胜任需要 量表 2总量表

克伦巴赫 α系数 0.823 0.691 0.753 0.871 0.859 0.885 0.876 0.873

（2）量表的效度检验
编制半开放式访谈大纲，对某民族院校任教 10 年以上的体育

教育训练学和心理学领域的专家进行访谈（见表 2），根据专家意
见完善量表，使其具有较好的效度。

表 2 专家情况（n=15）

单位 专家数量 专家级别 研究专长
中南民族大学 15 副教授 10 名

教授 5 名
体育教育训练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
体育运动心理学

4.2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体育课学习投入的现状
由表 3 可知，大学生体育课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水平低，大

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整体得分较低，大学生在体育课上缺少自
主选择的机会，师生、生生之间交流少，影响学习效果，降低胜任
感，学生的基本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

表 3	大学生体育课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情况（n=300）

极小值 极大值 M±SD
自主需要 2 10 6.33±1.63
归属需要 3 15 8.60±2.28
胜任需要 2 10 6.89±1.44

表 4 显示，大学生体育课学校投入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整体
水平偏低。

表 4 大学生体育课学校投入的基本情况 (n=300)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认知投入 5 47 18.24 3.552
情感投入 3 15 9.71 2.136
行为投入 4 20 13.99 2.626

总分 12 82 41.94 8.314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学习投入的认知投入维度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p ＜ 0.05），女生略高于男生，而其他几个维度则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表 5	学习投入的性别差异
变量 性别 n 均值 标准差 t Sig.( 双侧 )

认知投入
男 160 12.44 1.999

-2.459 0.02*
女 140 13.93 1.141

情感投入
男 160 13.06 1.526

-1.406 0.171
女 140 13.79 1.251

行为投入

活力
男 160 11.75 1.915

-2.033 0.052
女 140 13 1.359

奉献
男 160 6.13 1.31

-0.289 0.775
女 140 6.29 1.729

专注
男 160 11.25 1.342

-0.45 0.656
女 140 11.5 1.698

注 ：*p<0.05，**p<0.01。
4.3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体育课学习投入的关系
Pearson 相关系数结果显示（见表 6），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与体育课学习投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表 6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学习投入的相关分析

认知投入 情感投入 行为投入 自主需要 归属需要 胜任需要
认知投入 1
情感投入 .690** 1
行为投入 .579** .777** 1
自主需要 .507** .567** .642** 1
归属需要 .510** .630** .687** .650** 1
胜任需要 .545** .698** .718** .582** .765** 1

注 ：*p<0.05，**p<0.01。
5 结语
大学生体育课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水平低，体育学习投入整体

水平不高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体育课学校投入各维度之间
呈正相关。今后的体育教学中，教师应给学生提供自主支持 ；因材
施教，提高学生的胜任感；适当采用小组教学，满足学生的归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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