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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的影响 

——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与互联网使用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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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台州  317000) 
 

摘      要：探讨城市空巢老人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和身体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互联网使用在

三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为制定提高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策略提供参考依据。采用相关成熟量

表对城市社区 1 670 名 60 岁以上空巢老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社会主观支持、客观支持

和支持利用度对城市空巢老人自我效能和身体活动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自我效能对城市空巢

老人身体活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在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

用；(3)互联网使用在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自我效能和身体活动影响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即

随着互联网使用水平的提高，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自我效能和身体活动的直接效应逐渐增强。

研究拓展了社会支持对身体活动行为的作用边界，提示在提升空巢老人社会支持整体水平的同时，

加强他们能动性的数字融入可以更好地促进其参与身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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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on physical activity of urban empty-nest elderly：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and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Internet use 
XIE Jin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Taizhou University，Taizhou 317000，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self-efficacy and physical activity of urban 

empty-nest elderl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net use among them,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physical activity of urban empty-nest elderl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 670 empty-nest elderly aged over 60 in urban community by using the related maturity scale.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social subjective support, objective support and support utilization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self-efficacy and physical activity of urban empty-nest elderly; (2) self-effica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hysical activity of urban empty-nest elderly, and also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physical activity of urban empty-nest elderly; (3) Internet use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the self-efficacy and physical activity of urban empty-nest elderly, that is, as the level of 

Internet use increases, the direct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self-efficacy and physical activity of the urban 

empty-nest elderly are gradually enhanced. The study extends the role range of social support on 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 and suggests that while enhanc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of empty-nest elderly, strengthening 

their active digital inclusion can better promote their physic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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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潮流，也是人类

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2021 年 5 月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发布，60 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2.64 亿，占总

人口 18.7%，较上个 10 上升 5.44%[1]。随着我国老龄

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表明，我国超过 1.8 亿老年

人患有慢性病，患有 1 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

75%[2]。老年人口的健康问题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任

务，这就使得与老年人健康相关，尤其是身体活动促

进研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规律的身体活动

被证实有助于预防和治疗非传染性疾病，如高血压、

心脏病、脑卒中、糖尿病以及超重和肥胖等，并且可

以改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在复杂的社会网络关

系下，老年人身体活动与来自家庭、朋友或其他等社

会支持水平有着密切关系。社会支持被广泛用于身体

活动和体育锻炼行为方面的研究并得到了一定证实。

由于我国现存老人空巢率超过 50%，空巢老人在常见

患病率方面明显高于非空巢老人，并且普遍存在孤独

和抑郁等心理问题[3]。因此，探讨社会支持与空巢老人

身体活动的关系更具现实意义。 

国内对老年群体的多项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够

促进老年人进行更多的身体活动，有亲朋好友支持和

社区环境支持的老年人参与锻炼频率更高[4-5]。国外研

究发现，有情感社会支持的老年人体力活动达到标准

的可能性将增加 41%[6]。美国的 1 项关于空巢老人参

与体育活动动机的研究表明，建立良好的社交环境、

构建老人主观情感支持体系有助于促进空巢老人参与

体育活动[7]。Kim 等[8]综述了韩国老年人群日常体育参

与研究得出，获得良好的主观情感支持和运动环境支

持可以有效激励韩国老年人口参与身体活动。尽管现

有研究普遍表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身体活动具有正向

影响，但是单一的外部支持因素难以完全解释个体的

身体活动行为，还需要结合个体心理因素对其行为进

行考察。研究已证实，社会支持是促进个体自我效能

感发展的重要变量[9]。社会支持能够帮助个体获得更多

的成功体验，从而提升自我效能感[10]。也就是说，良

好的社会支持环境可以使个体提高参与体育活动的信

心、提高运动自我效能感。社会认知理论的创始人班

杜拉认为，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是影响身体活动的关

键因素[11]。一般来说，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人对自

身某种行为活动的信念也较强，更有可能采取健康的

行为方式。自我效能与身体活动行为的相关研究在不

同群体中得到了一定应用，证实了自我效能与个体身

体活动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12-13]。自我效能在相关研

究中被作为预测个体身体活动常见的中介变量，也是

连接社会支持和体育活动的可靠中介变量[14]。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1：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

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2：自我效能在社会支持

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伴随着老龄化到来的还有高速信息化。据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11 亿，其中 60 岁以

上网民占全体网民的 12.2%，且中老年群体网民规模

增速最快[15]。显然在老龄化背景下，存在互联网使用

的老年群体增长趋势日益明显。对比传统媒介，网络

对老年人再社会化的作用更加明显，而且互联网使用

能促进老年人的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健康和生活满意

度都有着正向影响[2,16]。研究表明，老年人使用互联网

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亲人、朋友保持联系，能够让老

年人扩大或保持社会联系、增加信息获取量；缓解孤

独感、提升社会认知；改善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和幸福感[17-18]。可见，互联网给老年人带来的不仅仅

是社会网络的拓展，而且对于积极情绪体验和心理情

感方面有着积极影响，使得老年人以更好的心理状态

去应对遇到的难题。此外，有研究证实经常使用互联

网的老年人日常身体活动频次明显较多，每周进行中

高强度体育锻炼的频次也较多[19]。具体而言，高互联

网使用水平意味着老年人有更多机会与亲人、朋友、

社会互动和联结，能够强化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自我效

能和身体活动的积极影响，进一步提高老年人参与身

体活动的积极性和应对体育活动过程中所遇到困难的

能力，有助于增强身体活动。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互联网使用在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自我效能的

影响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假设 4：互联网使用在社

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的影响过程中具有调

节作用。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假设模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样本与数据收集 

选取广州、杭州、上海、北京为调查地点，这些

省市是我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其老龄化

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于

2021 年 5—8 月采用目的性抽样方式兼顾方便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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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研究团队与调查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和沟通，由

他们协助招募符合纳入标准的空巢老人作为研究样

本。纳入标准为：(1)年龄≥60 岁；(2)户籍为城市的常

住居民；(3)能正常沟通和独立完成问卷调查；(4)知情

同意并自愿参与。空巢老人判断标准为：子女不在身

边一同居住或无子女的独居或偶居老人。通过集中宣

讲形式在每个调查地点的城市社区发放 500 份问卷，

共发放问卷 2 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 670 份，有效率

为 83.5%。样本显示，男性 775 人(46.4%)、女性 895

人(53.6%)；全体平均年龄为(69.33+5.12)岁，60~69 岁

790 人(47.3%)，70~79 岁 660 人(39.5%)，80 岁及以上

220 人(13.2%)；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 469 人

(28.1%)，初中 912 人(54.6%)，高中及以上 289 人(17.3%)；

有配偶 1207 人(72.3%)，没有配偶 463 人(27.7%)。 

1.2  测量工具 

1)社会支持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20]

测量城市社区空巢老人的社会支持情况。全表由主观

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 3 大维度、共 10 个条目

组成，分值越高表明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好。其中，

主观支持指来自家人、朋友或其他等所有精神层面的

支持，客观支持指包含家人、朋友或其他等所有物质

支持的总和，支持利用度是指当个体需要支持时，家

庭、朋友、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根据测量对象特点

与实际情况，对量表的个别字词进行替换并重新检测

信效度，得出量表 Cronbach’s α值为 0.875，各维度

Cronbach’s α值分别为 0.858、0.883 和 0.862。验证性

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2.320、RMSEA=0.061、CFI=0.951、

IFI=0.958、TLI=0.943，表明量表信效度较好。 

2)自我效能采用 Schwarzer 等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

感量表(GSES)，中文版由王才康等翻译和修订，结果

表明 GSES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1]。该表共 10 个条目，

采用李克特 4 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自我感知

能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66，

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出：χ2/df=2.932、RMSEA=0.068、

CFI=0.942、IFI=0.933、TLI=0.948，表明量表信效度较好。 

3)身体活动采用《修订版 Beacke 身体活动量表》

(MBQ)[22]测量城市空巢老年人身体活动情况。全表对体

育活动、娱乐活动、日常家务活动 3 个方面的身体活

动进行测量，共 18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5 级评分法，

按照“不活跃—活跃”赋值“1~5”分，满分 90 分，

分值越高表示测量对象身体活动水平越高。本研究中

该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 值 为 0.887 ， 各 维 度 的

Cronbach’s α值分别为 0.853、0.882 和 0.876。验证性

因素分析得出：χ2/df=3.108、RMSEA=0.071、CFI=0.935、

IFI=0.941、TLI=0.936，表明量表信效度较好。 

4)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是指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通过

计算机等终端使用互联网的行为[2]。本研究中的互联网

使用指的是调查对象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设

备使用网络并获取服务的行为。参考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CGSS2018)问卷 A28 题中的“过去一年，您对以下

媒体(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是？”设置问卷题项“过去

一年，您通过手机、平板或者电脑等上网工具对互联

网的使用情况是？”对城市空巢老人互联网使用进行

测量，采用 5 点计分法(1=从不，2=很少，3=有时，4=

经常，5=非常频繁)得分越高表示对互联网的使用程度

越高。 

1.3  数据处理 

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 SPSS 25.0 及 AMOS 24.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运用可靠性分析和验证

性因素分析对测量工具进行信效度检验。其次，在对

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基

础上，采用层级回归分析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身

体活动的直接影响。再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建立自

我效能在社会支持与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之间的中

介作用模型。如果拟合指数 χ2/df 小于 5，CFI、IFI、

TLI 值大于 0.9，RMSEA、SRMR 值小于 0.08，表明模

型拟合较好[23]。采用 Bootstrap 检验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进一步验证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如果 95%置信区

间不包括 0，表示效应显著[24]。最后，采用逐步回归分

析互联网使用在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影

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共同方

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未经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得

出的第 1 个单因子解释变异量为 23.58%，低于 40%的

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 

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见表 1)，结

果显示，空巢老人的社会支持总均分为 41.356，处于

中等水平，各维度得分均值依次为主观支持(20.163)、

客观支持(12.731)和支持利用度(8.462)。城市空巢老人

的自我效能、身体活动和互联网使用平均得分为

2.456、41.872 和 2.832，均略低于平均值，表明空巢

老人自我效能感、平时总体的身体活动和互联网使用

情况处于一个中等稍偏低水平。相关性分析显示，主

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自我效能、身体活动

和互联网使用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其

相关系数在 0.263~0.632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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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社会支持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 自我效能 身体活动 互联网使用

社会支持 1       
主观支持 0.7362) 1      
客观支持 0.6922) 0.5532) 1     
支持利用 0.7222) 0.6122) 0.6322) 1    
自我效能 0.4112) 0.4252) 0.3922) 0.4132) 1   
身体活动 0.3232) 0.3532) 0.2932) 0.3142) 0.2832) 1  

互联网使用 0.3212) 0.3052) 0.3142) 0.3322) 0.3512) 0.2632) 1 
M 41.356 20.163 12.731 8.462 2.456 41.872 2.832 
SD 8.362 3.972 3.051 2.022 0.412 8.523 0.615 

1)P<0.05；2)P<0.01 
 

2.3  回归模型分析 

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建立 5 个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2 所示。模型 4 显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

用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458、

0.421、0.402，且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

社会支持各维度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支持研究假设 1。模型 2 显示，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对城市空巢老人自我效能的回归

系数分别为 0.352、0.326、0.305，且均在 0.01 水平上

显著正相关，表明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自我效能

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城市空巢老人自我效能对身

体活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25，P<0.01，模型 5)。

模型 5 在加入自我效能中介变量后，与模型 4 比较发

现虽然主观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仍有显著正

向影响(β=0.317，P<0.01)，但影响系数明显下降，由

0.458 减少到 0.317。同样，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对城

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的影响系数分别由 0.421 减少到

0.245、由 0.402 减少到 0.233，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自

我效能在社会支持影响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水平的

过程中可能具有中介作用。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性别 0.106 0.105 0.4572) 0.4162) 0.4282)

年龄 -0.0272) -0.0252) -0.1162) -0.1032) -0.1152)

教育程度 0.046 0.045 0.3101) 0.2981) 0.2831)

婚姻状况 0.1251) 0.1231) 0.3352) 0.3012) 0.3432)

主观支持  0.3522)  0.4582) 0.3172)

客观支持  0.3262)  0.4212) 0.2452)

支持利用  0.3052)  0.4022) 0.2332)

自我效能     0.3252)

R2 0.008 0.205 0.026 0.237 0.275
ΔR2 0.006 0.186 0.012 0.215 0.238
F 2.3212) 38.8422) 2.1252) 36.3222) 39.5232)

1)P<0.05；2)P<0.01 
 

2.4  中介作用分析 

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建立自我效能在社会支持与城

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见图 2)，并

进一步探究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水平影

响的内在机制。模型配适度指标为：χ2/df=3.165、

RMSEA=0.053、SRMR=0.058、CFI=0.938、IFI=0.946、

TLI=0.943，各指标均达到了拟合标准，表明模型可以

接受。 

根据模型的路径系数显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

和支持利用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均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表明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

动水平越活跃，由此进一步证实研究假设 1。主观支

持对身体活动的路径系数为 0.436，较客观社会支持

(0.383)和支持利用(0.412)高，说明家庭成员或朋友在

精神上的慰藉和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的影响

最大，提示空巢老人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支持需求

较高。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对城市空巢老

人自我效能感均具有直接正向作用，表明城市空巢老

人获得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其身体活动自

我效能感的形成。同时，自我效能对城市空巢老人身

体活动的路径系数为 0.315 并具有显著影响，表示自

我效能越好，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水平越活跃。 

 

 

图 2  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模型 

 

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95%置信区间)，

进一步验证自我效能在社会支持和城市空巢老人身体

活动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见表 3)显示，主观支持对

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的直接效应为 0.436、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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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112、总效应为 0.548；客观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

身体活动的直接效应为 0.383、中介效应为 0.104、总

效应为 0.487；支持利用度对空巢老人体力活动的直接

效应为 0.412、中介效应为 0.092、总效应为 0.504，以

上均达到 0.001 水平上的显著效应。同时，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的直接

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均未有包含 0，验证了自

我效能在社会支持和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之间起到

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故研究假设

2 成立。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 

95%的置信区间 
变量 效应 

标准化 
估计值 

标准误 P 值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548 0.026 <0.001 0.468 0.627 
直接效应 0.436 0.024 <0.001 0.382 0.490 主观支持→体力活动 

间接效应 0.112 0.023 <0.001 0.072 0.152 

总效应 0.487 0.024 <0.001 0.396 0.578 
直接效应 0.383 0.029 <0.001 0.302 0.465 客观支持→体力活动 

间接效应 0.104 0.027 <0.001 0.068 0.141 

总效应 0.504 0.030 <0.001 0.421 0.588 
直接效应 0.412 0.028 <0.001 0.301 0.523 支持利用→体力活动 

间接效应 0.092 0.029 <0.001 0.064 0.121        
 

2.5  调节作用分析 

为检验互联网使用在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自

我效能和身体活动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根据有中

介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25]，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

程度、婚姻情况下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建立回归分析模

型。首先，做身体活动对社会支持、互联网使用以及

社会支持和互联网使用乘积项的回归，构成模型 6。

其次，做自我效能对社会支持、互联网使用以及社会

支持和互联网使用乘积项的回归，构成模型 7。最后，

做身体活动对社会支持、互联网使用、社会支持和互

联网使用乘积项以及自我效能的回归，构成模型 8。

分析结果见表 4。模型 7 和 8 显示，社会支持与互联

网使用的乘积项对城市空巢老人自我效能(β=0.187，

P<0.01) 和 身 体 活 动 产 生 显 著 正 向 影 响 (β=0.150 ，

P<0.01)，说明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调节自我效能在社

会支持与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之间中介路径的前半

段和两者之间的直接路径，研究假设 3 和 4 均成立。

另外，采用 AMOS22.0 软件进一步给出包含互联网调

节作用的整体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3)，得出：χ2/df=3.205、

RMSEA=0.056、SRMR=0.059、CFI=0.942、IFI=0.953、

TLI=0.956，表示模型拟合较好。图 3 显示了互联网使

用正向调节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身体活动和自我效能的

促进作用，调节效应系数分别为 0.253 和 0.167，由此

也进一步支持研究假设 3 和 4。 

为更清晰地揭示互联网使用对自我效能中介路径

及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将互联网使用得分通

过均值、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分出高、中、低 3 种互

联网使用水平，考察不同水平互联网使用的调节效应。

结果显示，在不同互联网使用水平下，社会支持对城

市空巢老人自我效能的直接效应均显著(P<0.01)，效应

值依次为 0.417、0.313、0.235，95%CI 为(0.325，0.509)、

(0.243，0.383)、(0.162，0.308)。同时，在不同互联网

使用水平下，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的直

接效应均显著(P<0.01)，效应值依次为 0.448、0.371、

0.292，95%CI 为(0.363，0.533)、(0.301，0.441)、(0.211，

0.373)。综上表明，随着互联网使用水平的提高，社会

支持对空巢老人自我效能和身体活动的直接效应逐渐

增强。 

 
表 4  调节效应检验模型 

变量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性别 0.4322) 0.121 0.4312) 
年龄 -0.1132) -0.0322) -0.1082) 

受教育程度 0.2871) 0.047 0.2831) 
婚姻状况 0.3052) 0.1921) 0.3022) 
社会支持 0.4392) 0.3322) 0.3892) 

互联网使用 0.3432) 0.3012) 0.1832) 
社会支持 x
互联网使用

0.2102) 0.1872) 0.1502) 

自我效能   0.3162) 
R2 0.241 0.207 0.269 
ΔR2 0.232 0.193 0.237 
F 36.2562) 37.7352) 38.3612)

1)P<0.05；2)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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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整体结构方程模型 

 

3  讨论 
3.1  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支持

和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

显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均对城市空巢老

人身体活动具有正向直接作用，支持研究假设 1。具

体而言，家庭、朋友和社会对于城市空巢老人在物质

经济、情感层面的支持程度高，或者当老人需要支持

时，他们的参与度高均有利于提高空巢老人的身体活

动水平。国外的一项定性研究表明，政府和社区提供一

定的物质经济帮助可以促进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有

利于老年人口健康化[26]。还有客观支持中的体育设施建

设[27]、良好的运动环境[8]以及主观支持中的情感支持[28]

都能对老年人身体活动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本研究与

此类研究结果一致，也进一步强调多元化的社会支持

网络在空巢老人身体活动行为促进中的重要性，从而

提示政府、社区和家庭需要联合行动，共同推进公共

体育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给予老年人活动场所、

经费、技术指导、情感关怀等方面的支持，提升社会

支持整体水平以促进老年人体育参与。 

在本研究中，主观支持较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对

空巢老人身体活动的积极影响更为突出。王富百慧[4,29]

的两项研究分别指出，经常与子女见面或者电话联系以

及有同伴支持的老年人进行体育锻炼的几率大大提高。

显然，本研究与前人研究具有一致性，可以理解为空

巢老人由于子女不在身边，从而代际关系发生了一定

变化，再加上独自居住而造成情感慰藉缺乏，此时子

女的代际支持和朋友的陪伴尤为重要。研究也进一步

证实，通过子女陪伴和提供帮助可以促使老年人获得

心理上的慰藉感和满足感，因此更愿意主动参与体育

活动[30]。同时，亲密的伙伴关系在老人空巢期填补了

子女的空缺，通过相互鼓励和共同参与能形成一种集

体归属感，可以促进双方心理和情感的共同交流，更

有利于提高身体活动水平。这一结果提示，强化子女

“反哺”功能和赡养的责任意识，提高代际互动质量

是提升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水平的有效手段。 

3.2  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构建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模型，验证

了自我效能在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的影

响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支持研究假设 2。结果显示，

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动行为具有积极影

响，也反映出在这个积极的影响过程中自我效能作为

中介因素的效应。具体来说，表示单纯的提高物质经

济帮助、亲朋好友的运动陪伴和运动支持可以改善空

巢老人身体活动情况，也可以通过增强空巢老人的自

我效能感来提高身体活动水平。国内同类研究大多对

青少年和大学生进行测量，表明亲密的同伴关系和家

庭支持能对身体活动产生影响，并检验自我效能在朋

友支持与身体活动之间的中介作用[11,31]。本研究以城市

空巢老人这一特殊人群为研究对象，得到了同样结果。

这一发现拓展了之前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不仅能直

接影响空巢老人的身体活动情况，还可以与空巢老人

自我效能相互协同，共同提高他们的身体活动水平。

该结果符合社会认知理论描述的“三元交互决定论”，

即个人因素、物理和社会环境因素与行为因素三者之

间相互影响。 

研究结果还显示，社会支持能显著正向影响城市

空巢老人的自我效能，即空巢老人获得的社会支持程

度越高，越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

是个体对自己能够完成各种身体活动的信念，是一种

对自身胜任力的信心。如果空巢老人获得的外界社会

支持完备，能从中获得物质经济、心理情感、帮助支

持时，感觉自己完成身体活动的胜任感更容易形成。

以往研究发现，自我效能对体力活动行为有正向影响，

自我效能越高体力活动水平越高[32]。本研究与上述研

究结果一致，也表明自我效能感能够正向预测城市空

巢老人的身体活动。综上所述，完善的社会支持能提

高空巢老人的自我效能，同时自我效能又是预测空巢

老人身体活动的重要前提因素，三者互相关联，形成

社会支持—自我效能—身体活动的作用路径关系。因

此，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得到较好印证。 

3.3  互联网使用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发现，互联网使用调节

了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自我效能和身体活动的影

响关系，验证了研究假设 3 和 4。具体而言，与互联

网使用水平低的空巢老人相比，社会支持更容易对互

联网使用水平高的城市空巢老人自我效能和身体活动

产生积极影响。随着媒介社会的快速发展，以互联网

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冲击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

生活，个体身体活动行为既受到社会环境、心理认知

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媒介使用的左右。国内一项关

于代际支持和互联网使用关系的研究指出，互联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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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空通信特征满足了空巢老人与其子女进行交往的

需求，为空巢老人获得代际支持提供可能[33]。空巢老

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子女联系和交流，进行同伴交往、

知识寻求及休闲娱乐等活动，极大增强了主观支持和

支持利用度，使自身获得社会支持的渠道更为广泛，

从而进一步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加强社会支持对空巢

老人身体活动的积极作用”这一结论的合理性。 

如今互联网技术已经应用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拓宽了知识信息的传播渠道，使得通过互联网获取信

息的老年人逐渐增多。老年人利用互联网扩大自己的

社会网络，增强社交、娱乐和学习的现象也越来越普

遍[34]。这些都有助于扩大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的范围，

赋予老年人更多的身体活动机会。本研究进一步证实

互联网使用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因素对身体活动的积极

影响来保持和提升空巢老人的身体活动水平。从理论

层面来看，这一研究结果对于社会支持对身体活动行

为的作用边界进行了拓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空巢

老人身体活动行为的影响机制是复杂多元的，由社会

环境、工具因素、心理因素等相互作用决定。从实践

层面来看，该研究结果提示在信息化的媒介时代背景

下，在为空巢老人提供一定社会支持的同时，还要充

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的作用，扩大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

的范围，赋予他们更多的身体活动机会。在当今人口

老龄化快速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交汇在一起的时代，

需要提高老年群体能动性的数字融入，引导他们以积

极健康的心态更好地参与体育活动。 

本研究综合探讨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身体活

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证实高互联网使用水平能够强

化社会支持对空巢老年人自我效能和身体活动的积极

作用，对于提升老年人身体活动水平具有一定的实践

指导意义。对于身体活动促进领域而言，研究丰富了

老年人身体活动促进的理论与方法路径，拓展了互联

网使用在社会支持对身体活动促进领域的应用和实践

探索。对于城市空巢老人而言，提高社会支持和自我

效能是进一步提高身体活动水平的有效途经。此外，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关注老年群体健康融入网络

社会，发挥好互联网技术在提升老年人身体活动层面

的巨大潜力也十分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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