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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行为对大学生体育锻炼意愿的研究
———基于ＳＯＲ理论的技术接受模型

高洪涛１，王　舜１，魏　江２

（１．淮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安徽 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２．北京师范大学 体育与运动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００）

摘　　　要：基于ＳＯＲ理论，以技术接受模型（ＴＡＭ）为中介，构建高校行为对大学生体育锻炼意愿的假设
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对假设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并对其作用机制加以讨论．结果表明：政策信息宣传、
场地器材设施、个体锻炼需求及感知体育锻炼的有用性与易用性均会影响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意愿；政策信息宣

传虽然不直接影响大学生体育锻炼意愿但会通过场地器材设施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体育锻炼意愿；场地

器材设施与个体锻炼需求显著影响锻炼意愿．建议：适当开展体育宣传，构建良好学校体育文化；完善场地器材，
引导科学健身；合理激发内部锻炼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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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管理，各地高校为确

保学生生命安全多采用封闭式管理．然而在长期封
闭式管理下，大学生容易产生一些消极情绪，影响

身心健康．体育锻炼作为排遣不良心绪的有效手段
之一，显著作用早已被证明．虽然部分高校开展了
诸多行动计划促进大学生体育参与，但大部分高校

对校园体育行动方案的设计还没有足够重视，所提

出的大学生体质干预方案干预效果并不显著，对促

进大学生体育参与的行动方案探索还处在起步

阶段［１］．
笔者将体育锻炼场景下高校行为定义为：高校

为促进学生在校内进行体育锻炼而采取的组织、管

理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基于此，为探求疫情防控
常态化管理下高校行为对大学生体育锻炼意愿的

影响因素，以刺激—机体—反应（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Ｒ）理论为框架，结合技术接受模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ＴＡＭ），通过结构方
程模型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旨在为高校促进学

生参与体育锻炼提供决策依据．

１　理论基础

１．１　ＳＯＲ理论
ＳＯＲ理论是由著名学者 ＡｌｂｅｒｔＭｅｈｒａｂｉａｎ和

ＪａｍｅｓＡ．Ｒｕｓｓｅｌｌ于１９７４年提出，即“刺激—机体—
反应”．该模型认为个体在内外环境刺激下能够处
理有效信息做出适当行为决策［２］．ＳＯＲ理论能够
将刺激、机体、反应三个维度紧密联系起来，清楚反

映之间关系．高校行为作为“刺激源”，为促进学生
体育锻炼所出台的一系列举措可作为环境刺激，因

此，在探讨个体行为意愿影响因素时，以ＳＯＲ理论
作为框架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１．２　技术接受模型

１９８９年 ＦｒｅｄＤ．Ｄａｖｉｓ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
用于判断个体在面对新信息或技术时的意愿与行

为表现［３］．技术接受模型见图１，ＴＡＭ由感知有用
性与感知易用性构成，在体育锻炼情景中分别表示

为感知高校行为对其体育锻炼效率的提升程度和

感知高校行为对其体育锻炼过程是否存在帮助．因
此将技术接受模型中的感知变量作为ＳＯＲ理论的
中介变量，从高校促进行为下学生的感知角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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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探究学生体育锻炼意愿．

图１　技术接受模型

２　研究路径假设

２．１　感知特质对锻炼意愿影响
根据技术接受模型可知，感知有用性受到感知

易用性的影响，感知易用性通过感知有用性的中介

作用间接影响使用意愿．感知有用性对个体意愿的
影响更大．在体育锻炼领域，如果学生在锻炼过程
中感知受益良多，则参与体育锻炼的意向就会更加

强烈；如果学生在参与体育锻炼过程中感觉操作简

单、器材熟练、设施便利等，体会到体育带来的诸多

益处，他们对待体育锻炼的态度就能更加积极．因
此，做出假设：

Ｈ１　感知有用性显著影响大学生体育锻炼
意愿．

Ｈ２　感知易用性显著影响大学生体育锻炼
意愿．

Ｈ３　感知易用性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
２．２　政策信息宣传对各变量的影响

政策信息宣传主要是指高校中各学院体育部

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微博等途径，宣传体

育活动与体育运动健康知识，以此促进学生了解体

育、接受体育，最终达到参与体育的目的．研究发
现，学校在宣传管理及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信息宣

传、学校体育政策的适用性及知晓程度均会影响学

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意愿［４］．同时，学校体育政策宏
观调控是否得当、政策内容是否完善，也对场地器

材设施产生影响［５］．因此，做出假设：
Ｈ４　政策信息宣传将会显著影响感知有

用性．
Ｈ５　政策信息宣传将会显著影响感知易

用性．
Ｈ６　政策信息宣传将会显著影响场地器材

设施．
Ｈ７　政策信息宣传将会显著影响大学生体育

锻炼意愿．
２．３　场地器材设施对各变量的影响

场地器材设施是大学生体育锻炼的必备条件，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环境能够制约锻炼意愿的积极

程度．高校器材设施的完善与科学规范的体育指导
能够提高学生锻炼过程的安全性，更有助于提升学

生们的体育锻炼意愿［６］．因此，做出假设：
Ｈ８　场地器材设施将会显著影响感知有

用性．
Ｈ９　场地器材设施将会显著影响感知易

用性．
Ｈ１０　场地器材设施将会显著影响大学生体

育锻炼意愿．
２．４　个人锻炼需求对各变量的影响

体育锻炼能够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体

育锻炼中，社会交往、阶层认同及健康状况等因素

对大学生获得幸福感起到重要中介作用．同时，改
善睡眠质量、缓解焦虑及抑郁情况也是大学生参与

体育锻炼的重要原因［７］．当人们体育需求强烈时，
相应的配套设施与相关法规政策也应该随着需求

而改变．为满足每一个公民的体育需要，保障每一
个公民的体育健身权利，政府要提供社会体育管理

和公共服务［８］．当学生体育需求强烈时，相应的政
策信息宣传也应随着需求而改变，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高校行为．因此，做出假设：
Ｈ１１　个人锻炼需求将会显著影响感知有

用性．
Ｈ１２　个人锻炼需求将会显著影响感知易

用性．
Ｈ１３　个人锻炼需求将会显著影响政策信息

宣传．
Ｈ１４　个人锻炼需求将会显著影响场地器材

设施．
Ｈ１５　个人锻炼需求将会显著影响大学生体

育锻炼意愿．
基于对上述假设的归纳，研究变量的具体模型

如图２所示．

图２　锻炼意愿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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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工具与方法

３．１　变量测试与数据采集
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中的锻炼意愿相关指标，

进一步咨询专家意见后，结合实际情况，拟定了具

有适用性的测试指标．具体内容见表１．
表１　变量及测试指标

变量 测试指标

政策信

息宣传

Ｐ１学校经常举办运动与健康知识讲座

Ｐ２学校宣传了体育锻炼价值

Ｐ３学校运用多渠道宣传体育

Ｐ４学校体育政策措施的落实较好

场地器

材设施

Ｇ１场地器材设施开放时段有所加长

Ｇ２场地器材设施能得到及时的补充和维护

Ｇ３参与锻炼能够得到科学指导

个体锻

炼需求

Ｄ１参与体育锻炼很值得

Ｄ２参与体育锻炼使我更健康

Ｄ３参与锻炼能满足我内心需求

Ｕ１体育锻炼可以提高运动技能

感知

有用性

Ｕ２体育锻炼可以消除负面情绪

Ｕ３体育锻炼可以丰富社交生活

Ｕ４总而言之，体育锻炼对于我有益

感知

易用性

Ｅ１我可以正确的使用锻炼器材

Ｅ２体育锻炼的场地设施很便利

Ｅ３进行体育锻炼并不困难

锻炼意愿

Ｗ１我未来会经常去锻炼

Ｗ２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坚持锻炼

Ｗ３总的来说，体育锻炼已经成为我的生活
习惯

３．２　预调查
为了保证效度，在投放问卷之前，测试题项已

经通过了６位学校体育与体育心理学专家的审阅，
一致认为所设计的问卷能够反映出对应题项的操

作定义．同时选取４所高校进行预调查，通过线上
发放问卷形式，共发放１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４４
份，有效率为９６％．通过 ＳＰＳＳ２４．０对问卷的信效
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６个变量中的信效度均在
克隆巴赫系数（０．７～０．８５，大于０．７为理想水平）
的修正标准范围之内，其中政策信息宣传为

０７８２、场地器材设施为 ０．７１５、个体锻炼需求为
０７１３、感知有用性为０．８２３、感知易用性为０．７９２、
锻炼意愿为０．８３３．最终确定正式问卷共２０个题目．
３．３　正式调查

在问卷内容中以 “您是否为在校大学生”作为

必选题项，以此来确保受访者身份，若不是在校大

学生则将其数据排除．第一部分调查受访者姓名、
年龄、年级等基本情况；第二部分调查受访者对于

高校行为的看法态度、感知态度、锻炼意愿．测试题
目共有２０个，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６级量表，程度“６～１”由
高到低依次递减．受疫情影响，问卷主要以线上发
放为主，利用问卷星编制问卷进行数据收集．截止
到２０２２年４月，通过各类社交软件平台发放问卷
８００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７６４份，
有效率为９５．５％．

４　结果与分析

４．１　信效度检验
采用克隆巴赫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对问卷信

度进行修正，当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在０．７以上时，
问卷的信度被认为是理想水平状态．由表２可知，
所有题项的系数值均高于０．８，说明变量中各题项
的设置较为合理，由此可见该量表可信度较高．

表２　各题项信效度参数与克隆巴赫系数

变量 题项
题目信

度ＳＭＣ
组合信

度ＣＲ
收敛效

度ＡＶＥ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系数

政策信

息宣传

Ｐ１ ０．８６ ０．９４ ０．８１ ０．９４

Ｐ２ ０．９０

Ｐ３ ０．９３

Ｐ４ ０．９０

场地器

材设施

Ｇ１ ０．９０ ０．９２ ０．８０ ０．９２

Ｇ２ ０．９０

Ｇ３ ０．８８

个体锻

炼需求

Ｄ１ ０．８２ ０．８７ ０．６９ ０．８７

Ｄ２ ０．８１

Ｄ３ ０．８６

感知

有用性

Ｕ１ ０．９３ ０．９６ ０．８５ ０．９６

Ｕ２ ０．９３

Ｕ３ ０．９３

Ｕ４ ０．８９

感知

易用性

Ｅ１ ０．８４ ０．８８ ０．７１ ０．８８

Ｅ２ ０．８９

Ｅ３ ０．８０

锻炼

意愿

Ｗ１ ０．７４ ０．８５ ０．６６ ０．８３

Ｗ２ ０．７８

Ｗ３ ０．９０

　　效度分析主要包括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聚合
效度各项数据因子载荷均在０．７以上（大于标准
值０．７），政策信息宣传的组合信度与收敛效度为
０．９４与０．８１；场地器材设施的组合信度与收敛效
度为０．９２与０．８０；个体锻炼需求的组合信度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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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效度为０．８７与０．６９；ＴＡＭ模型中的三变量组合
信度与收敛效度均大于标准值０．７与０．６，表明测
试模型的聚合效度较好．同时采用 ＡＶＥ法进行区
分效度检验，当 ＡＶＥ值开根号后大于该因子与其

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则说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区分

效度．具体结果见表３．对角线括号内 ＡＶＥ值开根
号均大于对角线以外的标准化相关系数，说明区分

效度良好．
表３　区分效度与描述统计分析

变量 平均值±标准差 政策信息宣传 场地器材设施 个体锻炼需求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锻炼意愿

政策信息宣传 ４．８９±０．９０ （０．９０）

场地器材设施 ４．８０±０．８２ ０．６２２ （０．８９）

个体锻炼需求 ４．０３±１．０５ ０．４１７ ０．４０６ （０．８３）

感知有用性 ４．４０±１．０６ ０．４５８ ０．５８３ ０．４９８ （０．９２）

感知易用性 ４．４９±０．９８ ０．４７４ ０．６０２ ０．４８３ ０．７６９ （０．８４）

锻炼意愿 ４．４４±０．９７ ０．４１６ ０．５３３ ０．４４１ ０．６６９ ０．６９７ （０．８１）

　　注：括号内为ＡＶＥ值开根号，由于样本量较大，所以显著性水平设定为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１，下文同此．

４．２　模型与假设检验
模型适配度是以绝对拟合度和相对拟合度等

指标为参考，反映样本与模型之间的拟合程度，模

型适配度越高，说明二者的拟合度越好．通过使用
ＡＭＯＳ２４．０软件对高校行为下大学生体育锻炼意
愿影响因素进行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见表４．通
过对比各指标标准值（表５）可知，ＣＦＩ，ＧＦＩ，ＴＬＩ均
大于适配标准值，ＲＭＳＥＡ和ＳＲＭＲ都低于标准值，
说明所构建模型的绝对拟合度与相对拟合度优于

标准值，理论模型与数据拟合度较高．
表４　假设模型适配度数据表

统计检验量 χ２ ＤＦ ＣＦＩ Ｇ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检验结果 ２３２４．７１１５５０．９８０．９６０．９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３

是否适配 是 是 是 是 是

表５　模型拟合度评价指标比较

检验量 指标 统计检验量 判断值

绝对适配

度指数

χ２ 卡方值 Ｐ≥０．０５

ＲＭＳＥＡ 近似残差均方根
≤０．０５优良；
≤０．０８良好

ＳＲＭＲ 残差均方根 ≤０．１０

ＧＦＩ 良性适配指数 ≥０．９０

ＡＧＦＩ 调整后良性适配指数 ≥０．８０

增值适配

度指数

ＮＦＩ 规则适配指数 ≥０．９０

ＴＬＩ 非规则适配指数 ≥０．９０

ＣＦＩ 比较适配指数 ≥０．９０

　　通过对模型进行路径检验，结果见表６．所提
出的１５个假设中仅有 Ｈ４、Ｈ５与 Ｈ７不成立，其余
假设均成立．体育锻炼的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
性、场地器材设施、个体锻炼需求均会正向显著影

响体育锻炼意愿，感知易用性、场地器材设施及个

体锻炼需求皆可以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

性受到个体锻炼需求与场地器材设施的显著影响，

个体锻炼需求与政策信息宣传可对场地器材设施

产生显著影响．政策信息宣传对感知路径与锻炼意
愿的影响不显著．结构方程模型的具体路径如图３
所示（实线箭头表示假设成立，虚线箭头表示假设

不成立）．
表６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关系 β 检验结果

Ｈ１ 感知有用性→锻炼意愿 ０．３８ 成立

Ｈ２ 感知易用性→锻炼意愿 ０．３３ 成立

Ｈ３ 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 ０．７０ 成立

Ｈ４ 政策信息宣传→感知有用性 －０．０１ 不成立

Ｈ５ 政策信息宣传→感知易用性 ０．０５ 不成立

Ｈ６ 政策信息宣传→场地器材设施 ０．５８ 成立

Ｈ７ 政策信息宣传→锻炼意愿 ０．００ 不成立

Ｈ８ 场地器材设施→感知有用性 ０．１１ 成立

Ｈ９ 场地器材设施→感知易用性 ０．４９ 成立

Ｈ１０ 场地器材设施→锻炼意愿 ０．１０ 成立

Ｈ１１ 个体锻炼需求→感知有用性 ０．１１ 成立

Ｈ１２ 个体锻炼需求→感知易用性 ０．３１ 成立

Ｈ１３ 个体锻炼需求→政策信息宣传 ０．４７ 成立

Ｈ１４ 个体锻炼需求→场地器材设施 ０．１９ 成立

Ｈ１５ 个体锻炼需求→锻炼意愿 ０．０６ 成立

５　结论

５．１　行为感知与锻炼意愿的关系
高校行为对于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意愿受 ＴＡＭ

中感知变量的直接影响，而政策信息宣传能够对其

产生间接影响．这与ＦｒｅｄＤ．Ｄａｖｉｓ等［９］的研究结果

是相同的，即用户的使用意愿受到有用性与易用性

的影响，感知易用性会通过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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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高校行为对大学生锻炼意愿影响因素的路径模型

间接影响锻炼意愿．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方
面，学生在锻炼过程中可以感受体育的功能与价

值，当感知到体育锻炼能使他们保持健康、释放学

业压力、丰富业余生活后，对待体育锻炼的态度就

更加积极；另一方面，高校行为在影响大学生锻炼

意愿的作用机制中，感知易用性会间接影响锻炼意

愿，所以学生在锻炼过程中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越少，

参与过程越便捷，使用器械场地越容易或者能够较

快掌握某项运动的技术动作时，内心对锻炼的好感

度就会越高，对于参与锻炼的价值观也就越认同．
５．２　个体锻炼需求与锻炼意愿的关系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背景下，学生的个体锻

炼需求对他们的锻炼意愿产生重要作用．从研究结
果中可以发现，个体锻炼需求对锻炼意愿的直接效

应虽然显著，但系数较小．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
学生自身对于体育锻炼的需求会影响他们在体育

锻炼时的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通过感知行为

的中介作用能够间接影响锻炼意愿；二是学生对于

体育锻炼的需求能够让他们更轻易地感知到高校行

为在当前特殊时期是否具有促进体育锻炼意愿的作

用，以及有助于在校大学生更好地认识与评价高校

在封闭管理前后对学生体育锻炼的促进是否达到理

想效果，随之影响他们对体育锻炼的感知属性，进而

影响体育锻炼意愿．因此，根据结果可以得出，相较
于外部环境刺激，大学生的内部需求刺激同样也能

影响体育锻炼意愿．
５．３　场地器材设施与锻炼意愿的关系

高校行为下场地器材设施对大学生体育锻炼

意愿产生重要影响．通过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学生
的体育锻炼需求需要通过场地器材设施的间接影

响才能发挥作用，干预体育锻炼意愿．同样，政策信
息宣传也是通过场地器材设施影响行为感知，最终

影响到锻炼意愿．场地器材设施在此模型中发挥了
突出的中介作用，这与董宝林［１０］的研究结果大致

相同，学校体育硬件器材设施及科学指导是影响锻

炼意愿的重要因素．完备的学校体育场馆、场地、器
材设施及体育锻炼指导可以为大学生体育锻炼提

供必要的机会与条件保障．除此以外，合理的场馆、
场地、器材和活动空间布局等物质条件可作为大学

生适应社会发展与构建人际关系网的平台与媒介，

增强同学之间的互动．因此场地器材设施变量是体
育锻炼参与的重要环境保障．
５．４　政策信息宣传与锻炼意愿的关系

研究结果说明政策信息宣传对大学生体育锻

炼意愿并不产生显著影响．这与袁诗婧、游茂林［１１］

的研究有些许差异，可能因为高校出于防控需要时

常需要进行封闭式管理，在此背景下，国家或高校

出台一系列措施促进学生进行体育锻炼，高校已经

接受并习惯了各类政策信息的引领与指导，久而久

之，学生们对政策信息宣传的敏感程度下降，最终

导致该变量对于锻炼意愿的影响越来越小．因此，
高校在推动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中应适当在

各类媒介社交平台中进行政策信息的宣传与普及，

或是线下开展各项体育宣讲活动，但不可以将大量

精力都放在宣传上，应该合理利用高校资源．

６　建议

６．１　适当开展体育宣传，构建良好学校体育文化
首先，在政策信息宣传方面，高校应该在封闭

管理期间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线上媒体大力宣传

正确科学的体育锻炼知识、健身方法及体育自身所

具有的功能价值（如强身健体、丰富社交、排遣不

良心绪等）．其次，应注重线上线下宣传的协同合
作，形成“线上＋线下”联动宣传模式，引导各学院
的体育部或是相关社团举办一些非竞技性的体育

赛事．最后，在封闭式管理期间高校可定期举办体
制健康监测活动，让学生更全面了解自己的身体健

康水平及疾病倾向等情况．针对影响自身健康的不
利因素，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运动处方与营养处

方，进行针对性的体育锻炼．
６．２　完善场地器材，引导科学健身

场地器材设施是影响大学生体育锻炼意愿的

重要影响因素，要想吸引更多在校大学生积极主动

参与体育锻炼，可以配备一定的专业人员教授体育

动作，进行科学的体育锻炼指导．对此可以培养一
部分基本功扎实的体育专业学生或者具有较高体

育素养的非体育专业学生参与指导，这类学生具有

一定的运动基础，对各类体育项目有一定了解．同
时，场地器材设施作为体育锻炼的必要条件同样是

不可或缺的，高校需要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场地器

材，并保证开放与使用时间，满足大学生的自主性

选择需求，在提高学生内部动机的同时，寻求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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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或者手段将学生的外部动机进行内化，以此来

提升他们的锻炼意愿．
６．３　合理激发内部锻炼动机

个体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意愿是以“内部动

机”作为前提条件，反思个体对于体育锻炼的需

要，同时结合体育锻炼的价值认知形成锻炼意

愿［１２］．主观能动性在个体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中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可以从以下途径加以
提升：１）满足锻炼乐趣的需要．体育不同于其他学
科，它是一门需要实践的学科，具有挑战性与趣味

性，因此在参与体育的过程中能够获取体育知识与

运动技能的满足感，以及挑战成功的喜悦感．２）满
足集体归属感的需要．大学生活是集体生活，学生
在一些集体性运动项目中得到他人的赞许与认同，

会增强其集体荣誉感，当感受到同伴的支持，会更

有利于提升锻炼意愿．３）明确自身锻炼需求．当前
仍有许多学生还没有明确自身体育锻炼的目的，因

此没有强烈参与体育锻炼的欲望．高校应该合理运
用强化手段，积极开展有关活动，帮助大学生正确

认知自身的身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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