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 卷第 3 期 

2009 年 3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16 No.3

M a r . 2 0 0 9 

 

 

     
 

“封闭式学生体育锻炼长廊”对大学生 

体育锻炼态度的影响 
 

陈平，许冠忠，朱俊英15 

（中国海洋大学 体育系，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通过对“封闭式学生体育锻炼长廊”及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的研究发现，男女大学

生的体育锻炼意向都不强，参加锻炼的积极性都不高，但经过坚持“长廊”锻炼后都有明显提高。

经常性地参加“长廊”锻炼对男女生的锻炼行为习惯影响最为突出，“长廊”锻炼对男生锻炼态度

的影响要大于女生。基于“长廊”的锻炼管理办法可有效落实“阳光体育运动”，提高学生的体育

参与意识，进而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形成终身体育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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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e “Enclosed Student Physical Exercise Corridor” on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physical exerc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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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Enclosed Student Physical Exercise Corridor” and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physical 

exercising, the author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both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did not have a strong will for 

physical exercising, and were not very active in participating in exercising, but their attitude was significantly im-

proved after they had kept exercising at the “Corridor”; regularly participating in exercising at the “Corridor”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xercising behaviors and habits of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the “Corridor”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attitude toward exercising of male students than on the same of female students; exercising manage-

ment methods based on the “Corridor” can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Sunny Sport Movement”,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of participating in exercising, thus improve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and promote them to form a life-

time exercising h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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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身体健康一直是党和国家十分关注的重大

问题，针对近年来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持续下降的

形势，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2006 年教育部、国

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全国亿

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同期，教育部、国家体

育总局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

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要求各级各类学校通过各

种方式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切实提高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找出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根本原因，合

理整合学校体育资源，克服学生中普遍存在的怕苦怕

累思想，养成体育锻炼习惯，找到适合各级各类学校

开展增强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有效办法，是当前我国

学校体育工作所面临的紧迫和重大的课题。 

专家研究表明，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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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运动不足、运动参与不够，学生普遍缺乏积

极的运动体验，没有形成正确的体育锻炼态度，所以

较少参与锻炼[1-9]。而造成学生运动不足的主要原因，

一是学生自身缺乏运动的主动性，二是学校缺乏督促

学生运动的有效办法和措施，三是学校缺少融趣味性、

健身性于一体的有效锻炼设备。尽管我国各级各类教

育文件中都提出加强开展学生体育工作，但如何开展

却没有太多具体措施，客观上形成了对于学生锻炼有

口号但无内容、有要求无措施，课外活动要求学生经

常锻炼却难以考勤的局面，使课外体育活动流于形式。

因此，寻求适合学生的强制性锻炼机制与主动锻炼引

导教育相结合办法是开展学校体育锻炼活动，增强学

生体质的根本出路。使用学校“封闭式学生体育锻炼

长廊”，可通过对学生锻炼“量”的要求，达到学生参

与“质”的提高。 

随机选取中国海洋大学上体育课的各年级学生共

1 000 人，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00 人。

实验组要求学生自 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１月底(1 学

期)，每周必须参加“长廊”锻炼 3 次以上，并通过“长

廊”配套的电脑管理系统进行监督；对照组不要求“长

廊”锻炼。学期结束时对两组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

体育锻炼态度情况。共发放调查问卷 1 000 份，回收

975 份，回收率为 97.5%，回收有效问卷 952 份，回

收有效率为 95.2%。测试中选取对照组与实验组各 30

名男女生 4 周后进行重测，平均相关系数为 0.88。 

采用 SPSS13.0 软件对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  “封闭式学生体育锻炼长廊”功能 
在我校设计并建成了“封闭式学生体育锻炼长廊”

(简称“长廊”)1 处，该“长廊”是宽 5 m、长约 150 m

的封闭式通道，内设 4 道，其中男子 2 道、女子 2 道，

内有 10 种锻炼项目组合(详见表 1)，两端设有电子管

理装置。学生锻炼时从单向入口(刷卡)进入，完成各

项目锻炼后，由出口(刷卡)结束。系统通过使用智能

卡出入刷卡可自动记录学生锻炼的次数、时间等，并

可通过设置于出口的显示屏显示本人本次锻炼所用时

间、累计锻炼次数、最好成绩等信息，并可通过系统

的管理分析软件对全校各院系学生锻炼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便于学校对各院系学生锻炼情况的考核。

 

表１  “封闭式学生体育锻炼长廊”主要锻炼项目及功能 

序号 锻炼项目 主要锻炼功能 

１ 上、下坡跑 发展下肢的蹬伸能力，提高下肢力量 

2 蹬台跳下 提高下肢力量，提高踝关节力量，提高下肢跳深能力 

3 
平行云梯(男) 

抓踩前行(女) 
增强上肢肌肉耐力，促进肩部、臂部灵活性，提高身体平衡能力 

４ 蛇形跑 发展全身的协调性、灵活性，提高在疾跑变向中身体的平衡能力 

5 腾空跳跃 提高身体在运动中跨越障碍的能力，提高身体的协调性、灵活性 

6 软网攀爬 提高上肢力量，发展人的攀爬能力，增强身体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7 荡桥急行 提高在不稳定状态下，身体维持平衡的能力，发展全身的的灵活性、协调性 

8 梅花桩 发展全身的灵活性、协调性，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 

9 支撑跳跃 提高上肢、腰腹、下肢力量及协调性 

10 穿越隧道 提高腰腹肌及下肢力量，锻炼在低重心下身体的控制能力 

 

２  坚持“长廊”锻炼对学生体育锻炼态度

的影响 
坚持通过“长廊”进行锻炼，对学生体育态度的

影响可见表 2。 

根据态度-行为关系理论可知，体育锻炼态度会

影响人的锻炼行为[10]。行为习惯、目标态度、行为认

知、情感体验、主观标准共同影响行为态度；行为态

度影响行为意向；行为意向又影响行为，而且行为又

受行为习惯、行为态度和行为控制感的直接影响。因

此必须从人们对体育锻炼的态度入手来改变和提高人

们对体育锻炼的认识，以达到促进人们进行身体锻炼

的目的。通过组织学生坚持参加“长廊”锻炼，把众

多没有健身习惯的学生以半强制性的要求引入体育锻

炼者的队伍，强制其每星期不少于 3 次来到运动场上

进行锻炼，并通过“长廊”这种集趣味性、科学性、

健身性于一体的组合体育设施进行科学锻炼，使学生

在参加“长廊”锻炼的同时形成运动的习惯、体验运

动的快乐，最终改善体育锻炼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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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照组与实验组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得分( x ±s)结果 

性别 组别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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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分 

对照组 208 26.1±5.4 44.0±8.2 24.6±5.4 32.7±6.0 24.0±4.1 34.2±5.2 24.0±4.2 20.1±3.5 229.7±29.2 

男 实验组 292 28.0±3.5 50.1±6.2 28.3±4.1 35.3±6.6 24.9±404 36.1±5.6 24.6±5.0 18.9±3.8 246.2±26.4

P 值 0.002 0.000 0.000 0.001 0.125 0.009 0.297 0.012 0.000 

对照组 210 26.8±5.5 46.6±6.7 27.2±4.2 30.6±6.8 22.8±4.1 33.2±6.6 21.5±4.8 19.6±3.5 228.4±30.0 

女 实验组 240 27.1±3.4 47.1±5.9 27.5±4.3 33.5±5.7 23.8±3.4 35.2±5.0 23.6±4.1 19.7±3.0 237.4±24.1

P 值 0.627 0.539 0.699 0.001 0.039 0.014 0.001 0.742  

 

对照组男女生体育锻炼态度得分比较：“行为态

度”“情感体验”“主观标准”和“总分”P＞0.05，差

异无显著性；“目标态度”“行为习惯”“行为意向”P

＜0.05，差异有显著性；“行为认知”“行为控制感”P

＜0.01，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实验组男女生体育锻炼态度得分比较：“行为认

知”“情感体验”“行为控制感”“主观标准”P＞0.05，

差异无显著性；“行为态度”“行为习惯”“行为意向”

P＜0.05，差异有显著性；“目标态度”“总分”P＜0.01，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1)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自己参与锻炼的肯定、

否定或中性的评价(满分为 40 分)，行为态度的得分越

高，对进行锻炼的行动评价越高。调查显示，男女大

学生在此方面得分都不高，对自身进行锻炼程度的评

价不够积极。男生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具有非常

显著性(P<0.01)，而女生在锻炼前后差异无显著性

(P>0.05)，男女生之间在“长廊”锻炼前差异无显著性

(P>0.05)，实验组男女生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反映出男女生之间的差异是由于男大学生引

起，坚持“长廊”锻炼对男大学生行为态度有较大的

影响，对女生影响较小。 
2)目标态度。是对体育锻炼的总体评价，指个体

在不同的概括水平上对锻炼的肯定、否定或中性的评

价(满分为 60 分)。此指标得分整体较高，得分率是各

指标中最高的，这表明大学生不论是否经常锻炼，普

遍都对锻炼有积极的评价。调查显示：男生实验组与

对照组之间表现出较大差异，而女生两组之间无差异，

“长廊”锻炼对女生目标态度无影响，对照组与实验

组男女生之间均表现出差异，男生不参加“长廊”锻

炼得分小于女生，而参加“长廊”锻炼得分超过女生，

“长廊”锻炼可显著增强男生体育锻炼的目标态度。 

３)行为认知。是指个体对参与锻炼导致某种结果

的确定认知[11]，以及对这种认知的评价(满分为 35 分)，

得分越高，对锻炼导致某种结果的认知越正确。男生

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表现出较大差异，女生实验组与

对照组之间无差异，同时，对照组男女生之间有较大

差异（男生低），而实验组无差异，这种变化可能是由

于男生的改变引起，“长廊”锻炼对男大学生的行为认

知有较大的影响，对女生影响较小。 

４)行为习惯。是指锻炼活动成为个体的一种需

要，成为一种自动化的行为模式（满分为 50 分）。调

查显示，实验组男女大学生的行为习惯与对照组相比

都有显著差异，“长廊”锻炼能有效改善男女大学生的

行为习惯，对其锻炼习惯的养成有较好的效果。同时，

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男生的得分要明显高于女生，可

见不论是否参加“长廊”锻炼，男生在行为习惯方面

始终都优于女生。 

５)行为意向。是指个体是否有参与锻炼的打算，

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去参与锻炼，计划为此付出多大的

努力(满分为 40 分)。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实验组与

对照组男大学生行为意向无差异，而女生有明显差异，

男女生之间也都存在差异，男生得分始终高于女生。

这显示，男生的锻炼行为意向始终高于女生，“长廊”

锻炼对男生的行为意向无太大影响；女大学生对于体

育锻炼的行为意向偏低，虽然她们对体育锻炼价值认

知程度较高，但在行动上却大相径庭，不愿意为之付

出努力，“长廊”的锻炼对女生参与锻炼的意向有促进

作用。 

６)情感体验。是指个体在参与锻炼时所体验到的

情感或想到时所激发的情感，得分越高说明对锻炼的

情盛体验越深刻越丰富(满分为 50 分)。调查显示，实

验组的男、女大学生情感体验都高于对照组，“长廊”

锻炼对加强学生的锻炼情感体验有积极作用，而且，

男女大学生之间无论锻炼与否都无差异，这反映出男

女大学生锻炼的情感体验相同。 

７)行为控制感。是指个体对从事锻炼行为难易程

度的知觉，感到参与锻炼是否有充分的自主权，得分

越高说明大学生对于锻炼行为难易程度的知觉就越

高，参与锻炼的自主性就越高(满分为 40 分)。在此指

标中，男大学生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无差异，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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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显著差异，“长廊”锻炼可使女大学生的锻炼行为

控制感得以加强；同时，对照组男女生之间有显著差

异，男生得分高于女生，而实验组男女生之间无差异，

这反映出经过“长廊”锻炼，男女大学生行为控制感

趋同。 

８)主观标准。是指个体在参与锻炼所感知到的社

会压力，对个体有重要影响的人(父母、长辈、朋友等)

对参与锻炼的支持程度(满分为 35 分)。在所有指标中，

主观标准都是偏低的。经过半强制性的“长廊”锻炼，

男大学生的主观标准下降，显示出锻炼时感知的社会

压力在减小，锻炼更多地是来自自身的要求；女大学

生主观标准未发生变化，“长廊”锻炼对女大学生感知

的社会压力无影响，无论是否参与“长廊”锻炼，男

女大学生之间都无差异，对社会压力的感受相同。 

9)总分。关于体育锻炼态度的总体得分情况，实

验组与对照组的男女生，分值都不高，总体得分率均

在 65%~70%，这也说明现阶段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意向

不强，参加锻炼的积极性不高，但经过坚持“长廊”

锻炼后，都有明显的提高。无论是否参加“长廊”锻

炼，男生的总体得分率始终高于女生，同时“长廊”

锻炼对男生的影响要大于女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男

生对锻炼的参与程度始终都强于女生，而女生要提高

体育锻炼的态度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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