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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高校研究生体育消费现状研究

闰振龙 谭宏彦 陈善平 孙 蔚

摘要
 运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了陕西省 !∀# 名高校研究生的体育消费现状

。

结果表明
 
球类是陕西省高校

研 究生喜爱的参与型和观赏型体育项 目∃ 陕西省高校研究生的体育消费能力较弱
,

并以实物型为主 ∃ 除了体

育服装外
,

其他方面的体育消费是男生高于女生
、

博士高于硕士 ∃ 经济因素是影响研究生体育消费行为的首

要原因
,

其次才是时间
、

场地等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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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生工作条例》明确指出
 

研究生要有
“

健康的体格
” 、

要
“

坚持体育锻炼
” ,

同时

要求学校定期进行德
、

智
、

体全面考核
。

但就 目前情

况来看
,

对研究生的德育和智育要求在不断提高
,

而

体育则是薄弱环节
。

虽然研究生的健康意识普遍较

强
,

但实际上他们的体育锻炼
、

身心健康状况却不容

乐观 ‘’
一
”

。

体育消费能直接或间接反映体育锻炼情

况
,

本文通过调查 !∀ # 名在读研究生的体育消费现

状
,

希望能为提高研究生身心健康和进一步发展高

校研究生体育工作提供相关依据和建议
。

份
,

回收率 ) )
。

采用信息法和逻辑分析法进行筛

选
,

剔除无效问卷 ∗! 份
,

共获得有效问卷 !∀# 份
,

有

效率为 #∀ )
。

运用 +,+ −. &
/

∀ 应用软件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

行统计处理
,

完成有关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

析
,

运用独立样本 0 检验进行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

用

,1 23− 45 系数67 8表示相关程度
。

二
、

分析与讨论

一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
、

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等 # 所大学的 !∀# 名

在读博士
、

硕士研究生
,

其中博士生 &∀# 人
,

硕士生

∗∋∋ 人 ∃ 男生 ∗ !∗ 人
,

女生 &∗% 人 ∃ 年龄在 ∗∗
一

(( 岁

之间69 : ∗ ∀
/

∀ 岁
,

+; 二 ∗
/

# % 8
。

∗
/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
。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 ∋ ∋ 份
,

其中

男生 ∗∀ ∋ 份
,

女生 &∀∋ 份
,

包括硕士一至三年级
、

博

士一至 四年级的每个年级段学生
。

共回收问卷 ! <∗

6一 8研究生的体育锻炼情况

&
/

研究生参与
、

观赏体育项目的情况

通过调查
,

陕西省高校研究生参加体育锻炼的

项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

他们经常参加的锻炼项

目有散步
、

跑步
、

羽毛球
、

乒乓球
、

篮球和足球等
,

选

择人数较少的是太极拳等武术类项目和排球 6见表

& 8
。

可以看出
,

容易进行
、

不受场地和人数限制的散

步
、

跑步是高校研究生经常进行的锻炼活动
,

而球类

运动也依然受到研究生的青睐
。

排球运动由于对场

地
、

人数等条件要求较高
,

不易开展
,

选择的人最

少
。

武术的技术要求较高
、

乐群性低而运动强度又不

太适合年轻人的需要
,

选择的人也不多
。

研究生喜欢

的体育观赏类节 目有篮球
、

足球
、

乒乓球和羽毛球

本文是陕西省人文社科墓金项 目6项 目编号
 ∋ ∀ =44 >> 8的研 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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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呀式与研宾峨教育
洪形伙 了 研究性1他

表 & 研究生参与
、

观赏体育项 目的比较表6多选8

排排序
··

参与项 目目 观看次数数

体体体育项目目 被选次数数 体育项 目目 被选次数数

..... 散步步 &∀ ∀∀∀ 篮球球 &∗ ∀∀∀

∗∗∗∗∗ 跑步步 &! ∗∗∗ 足球球 &&%%%

!!!!! 羽毛球球 #∗∗∗ 乒乓球球 &∋ <<<

((((( 乒乓球球 ?### 羽毛球球 # %%%

∀∀∀∀∀ 篮球球 ∀### 体操操 ? !!!

????? 足球球 !((( 游泳泳 ∀ ???

%%%%% 健身操操 ∗%%% 网球球 ∀ ∋∋∋

<<<<< 游泳泳 ∗ !!! 舞蹈蹈 ( ...

##### 自行车车 .<<< 排球球 ( ∋∋∋

...∋∋∋ 网球球 .%%% 田径径 ! ∗∗∗

...... 舞蹈蹈 .... 赛车车 ! ∗∗∗

...∗∗∗ 太极拳拳 %%% 武术术 ∗ %%%

...!!! 其他他 !!! 举击击 .!!!

...((( 其他武术术 !!! 自行车车 %%%

...∀∀∀ 排球球 &&& 其他他 ∀∀∀

等
,

可见
,

被媒体宜传多的
、

能够愉悦身心和满足审

美观的项目能得到更多研究生的认可
,

这反映了当

代青年更注重体育的娱乐性
、

观赏性
、

趣味性的趋

势
。

而乒乓球
、

羽毛球是我国传统的优势项目
,

有着

广泛的群众基础
,

在高校学生中的开展情况一直很

好
,

也是研究生喜爱的项目之一
。

∗
/

研究生的体育锻炼现状

根据 & ##% 年国家规定的我国体育人口的基本

标准6即每周参加体育活动不低于 ! 次
,

每次活动时

间 ! ∋ 分钟以上
,

具有与自身体质和所从事的体育项

目相适应的中等或中等以上负荷强度者8
,

本调查从

体育活动的时间
、

次数和强度三个方面来了解研究

生的锻炼情况
。

调查发现
,

有 ∗?
/

< ) 的研究生每次锻炼时间在

! ∋ 分钟以内
,

%!
/

∗ ) 的人每次锻炼时间达到或超过

了 ! ∋ 分钟
,

说明仅从每次锻炼的时间来看
,

陕西省

高校大多数研究生还是比较能保证锻炼效果的
。

从

运动生理学角度来说
,

每周的锻炼次数与锻炼效果

有着直接的关系
。

最合适的运动频度是在前一次的

锻炼效果尚未消失之前就进行第二次运动
,

这样
,

每

次的健身效果就能逐渐积累
,

达到提高体能
、

增进健

康的目的
。

两次运动之间间隔时间过长
,

就破坏了

运动锻炼的连续性
,

难以取得应有的健身效果
。

然

而
,

调查发现
,

只有 ∗ #
/

&) 的研究生每周的锻炼次

数能达到 ! 次或 ! 次以上
,

% ∋
/

#) 的人锻炼次数在

! 次以下
,

周锻炼次数的情况非常不理想
。

健身运动

的效果主要取决于适宜的运动负荷
,

其中运动强度

是关键
,

对健身效果起着重要作用
。

运动强度过小
,

不能引起人体必要的应激反应
,

而运动强度过大
,

又

会出现劣变反应
,

适度的运动强度能够取得较好的

身心锻炼效果
。

调查显示
,

!
/

& ) 的研究生每次锻炼

后
“

无感觉
” ,

( ∋
/

( ) 的研究生
“

微微发热
”

或
“

微微出

汗
” ,

∀ ?
/

? ) 的研究生
“

中等出汗
”

或
“

出大汗
” ,

说明

半数以上研究生每次的锻炼强度能达到强身健体和

调节身心的效果
。

综合以上调查结果
,

按照体育人

口的三个指标
,

陕西省高校研究生中的体育人口 比

例为 &? )
。

而由本次调查结果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来

看 .’≅
,

陕西省高校研究生的体育人 口比例大大低于

国家体育总局 ∗∋∋ ! 年公布的中国体育人口 !&
/

∗ )

的比例
,

该情况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

改善和

促进研究生的体育活动状况刻不容缓
。

!
/

不同性别研究生体育锻炼的比较

男
、

女研究生在锻炼时间
、

锻炼强度方面都表现

出了非常大的显著性差异 6, Α ∋
/

∋∋ & 86见表 ∗8
。

在
“

巧 分钟内
” 、 “  ! 一 ∀# 分钟

” 、 “

∃ #
%

! 一  小

时
” 、“

&  一  
%

! 小时
” , “

∋  
%

! 小时以上
”

五个锻炼

时间选项中
,

男性的得分均值为 ∀
%

(∀
,

说明他们每

次的锻炼时间在 )小时左右 ∗ 而女性得分均值为

+
%

,+
,

说明她们每次的锻炼时间只有 ∀# 分钟左右
。

每次体育锻炼后的身体变化分为
“

无感觉
” 、 “

全

身微微发热
” 、 “

∃ 微微出汗
” 、 “

&中等出汗
” 、 “

∋ 出

大汗
”

五个级别
,

男性锻炼的强度 − . 二 ∀
%

,/0 接近
“

中等出汗
” ,

而女性锻炼的强度 −又二 ∀
%

∀#0 接近
‘·

微

微出汗
” 。

对锻炼时间和锻炼强度进行单相关分析
,

1 二 #
%

2(+ 3 3 ,

说明锻炼时间与强度成高度正相关
,

男性的锻炼时间比女性长
,

是导致他们锻炼强度比

女性大的原因之一
。

从参加体育活动的特点来说
,

男性更喜欢对抗性强
、

运动量较大的运动项目
,

如篮

球
、

足球是男生首选的运动项目
,

而女生则偏好轻

松
、

优美和舒缓的体育运动项目
,

如健美操
、

体育舞

阅欠



幸履哄

表 ∗

疚澎热冬 公兮

不同性别研究生的锻炼行为比较

比比较项 目目 男6= 二 ∗∀ ( 888 女6= 二 &∋ ∀ 888 ,,,

锻锻炼时间间 !
/

%! 土 &
/

&!!! ∗
/

<∗ 土 &
/

∋ ###
/

《998
由 止止

锻锻炼次数数 !
/

∋ & 土 &
/

! &&& !
/

!∗ 土 &
/

! %%%
/

∋? &&&

锻锻炼强度度 !
/

<? 土 ∋
/

# ??? !
/

!∋ 土 ∋
/

# ∋∋∋
/

《托心
由由

Β
少 寄衍鑫与研宾城教育

消费方面不可能有太多的支出
。

相关的研究表明
 

表 ! 研究生体育消费支付能力统计

注  ,蕊 ∋
/

∋∀
,

,落 ∋
/

∋&
奋 含 ,

,‘∋
/

∋∋ &
奋 奋 衡

支支付能力力 很强强 比较强强 一般般 较弱弱 弱弱

人人数6
5

888 !!! ∗ <<< &%∗∗∗ &∗ &&& !∗∗∗

百百分比6) 888 ∋
/

<<< %
/

<<< ( <
/

### !!
/

%%% <
/

###

蹈等
。

不同学历的研究生只在锻炼强度方面有显著

性差异 6, Α ∋
/

∋∀ 8
,

硕士生的锻炼强度 69 : !
/

? %8 大

于博士生69 二 !
/

!% 8
。

6二 8研究生的体育消费情况

体育消费是指为满足居民个人生活和健身需要

而耗费的体育实物产品
、

体育劳务产品和体育信息

产品的总和
。

体育消费水平受到消费者的收人
、

受

教育程度
、

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
。

我国的整体体育消费水平基本上和地区经济的

发展水平相适应
,

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高于经济欠

发达的西部地区
,

城镇高于农村
。

研究生体育消费

情况如何呢Χ

&
/

研究生的体育消费支出情况

陕西省高校研究生中 ∀!
/

∀ ) 的人只能接受每

次 &∋ 元以下的消费
,

∗<
/

!) 的人能接受每次 34 Δ

!∋ 元的消费
,

只有 &%
/

∀ ) 的人能接受每次 !∋ 元以

在对花钱进行体育锻炼的态度上
,

<∗
/

<) 的研究生

愿意和期待消费不要太高’( ’
。

体育消费大致可分为四大类
 

实物型消费
、

信息

型消费
、

参与型消费和观赏型消费
。

调查显示
,

陕西

省高校研究生的体育消费呈现出以实物型消费为主

的特征
,

体育实物人均消费 !∗<
/

∋& 元 6器材 &∗(
/

!∋

元
、

服装 ∗∋!
/

%& 元 8
,

体育信息人均消费 !&
/

∋∋ 元
,

而近期体育消费人均只有 ∗∗
/

∀∀ 元 6见表 ( 8
。

陕西

省高校研究生以实物型消费为主的特征
,

是和全国

居民
、

大学生的体育消费特点相类似的‘” 。

由于学生

的家庭经济条件和所学专业不同
,

他们的经济来源

也会有所不同
,

经济来源影响他们的体育消费支出
,

扩大了标准差
。

研究生的体育消费支出没有显著的

性别差异 6,Ε ∋
/

∋∀ 8
。

从学历方面看
,

硕士
、

博士研

究生只在近期体育消费方面表现出了显著性差异

6,鉴 ∋
/

∋& 8
,

博士生平均支出 !#
/

∀& 元
,

而硕士生只

有 &%
/

<∋ 元
。

除了体育服装外
,

男生在体育器材
、

信

上的消费
。

这也同

研究生的体育消费

支付能力评价相符

合 6见表 !8
 
只有

<
/

? ) 的人认为 自

己的体育消费支付

能力很强或者比较

表 ( 研究生体育消费支出现状 6单位  元 8

比比较项 目目 性别比较较 学历比较较 均值值

男男男男 女女 博士士 硕士士士

器器材消费费 &∗ #
/

∗( 土 &<∀
/

( !!! &&<
/

% < 土 ∗ ( ∋
/

?!!! &∗ ?
/

!∀ 士 &!?
/

# ### & ∗!
/

!! 士 ∗∗?
/

% ∋∋∋ &∗(
/

! ∋ 土∗∋ #
/

< !!!

服服装消费费 ∗∋ &
/

! & 土 ∗%∀
/

∀ ### ∗ ∋<
/

<? 土 !∋ !
/

&∋∋∋ &# ∗
/

#∗ 土 ∗!#
/

? !!! ∗∋ ?
/

% & 上 ∗##
/

< &&& ∗∋ !
/

% & 土 ∗ <?
/

<!!!

信信
,

息消费费 !?
/

∋ & 土 % <
/

% ### ∗(
/

∗∋ 土 ( <
/

( ∀∀∀ (∋
/

? ∀ 土 ?(
/

∋ &&& ∗% 二# ∀ 土 ? <
/

# ∋∋∋ ! &
/

以8土 ?%
/

#(((

近近期消费费 ∗%
/

< ! 土 ? &
/

∋ ∗∗∗ 巧
/

科 土 ( ∋
/

!!!! !#
/

∀ & 士 ? !
/

∀ <<< &%
/

< ∋ 土 ( #
/

% !!! ∗∗
/

∀∀ 土 ∀!
/

∀∋∋∋

强
,

(<
/

#) 的人认为自己的体育消费支付能力一般
,

!!
/

% ) 的人认为 自己的体育消费支付能力较弱
,

<
/

# ) 的人认为自己的体育消费支付能力弱
。

由此

看来
,

研究生的总体体育支付能力呈标准的正态分

布
,

中间状态的人多
,

两边状态的人都比较少
。

研究

生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劳动技能
,

开始有了经济

自立的责任和义务
,

但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
,

研

究生阶段的生活补助只能解决基本的吃饭问题
,

经

济来源主要还是依靠家庭资助
,

因此
,

研究生在体育

息和近期体育消费方面均高于女生
,

博士生高于硕

士生
。

∗
/

研究生拥有体育实物的情况

陕西省高校研究生拥有体育器材和体育信息资

料的情况如图 & 所示
 
?%

/

&) 的人拥有 & 一 ∗ 件6套8

体育器材
,

&∗ ) 的人有 ! 件6套 8以上的体育器材
,

但

不容忽视的是
,

还有 ∗ ∋
/

# ) 的研究生没有任何体育

器材
。

体育报刊杂志是了解体育信息的有效途径
,

报刊杂志的拥有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人们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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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呀。涛研宾城嵌才 Β
才

兴趣和对体育信息的关注程度
。

调查结果表明
,

只有

(
/

% ) 的研究生拥有
“

较多
”

或
“

很多
”

体育类报刊杂

志
,

∗ ?
/

( ) 的人拥有量
“

一般
” ,

?# ) 的人则是
“

较少
”

或者
“

没有
” 。

可见
,

大多数研究生体育器材的拥有

量要好于体育信息资料的拥有量
,

这也印证了他们

的实物型消费支出高于信息型消费支出的情况
。

Φ Φ

姗椒悔妙移

费意愿是一致的
 
实物型产品需求最强

,

支付意愿最

强
,

实际消费也最高 ∃ 信息型产品需求最弱
,

支付意

愿最弱
,

实际消费也最低
。

随着体育产业的不断发

展和体育信息产品
、

体育赛事观赏性和娱乐性的增

强
,

各种层次的体育观赏型消费将会成为体育消费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入入入
办办、 之 ΓΓΓ

ΗΗΗ Γ 、、
了了 Γ ΓΓΓ

ΓΓΓ ΓΓΓ
ΓΓΓ ΓΓΓ
从从 ΓΓΓ
、、 Ι 诵诵

(∋!∀!∋∗∀∗∋巧&∋∀

砂 砂
、令 砂 砂

图 & 研究生拥有体育器材
、

体育信息资料的情况

!
/

研究生的体育消费需求和意愿

问卷对体育产品需求和消费意愿的调查采用

ϑΚ Ι1 3Λ − 级量表度量
,

从
“

非常需要
” 、 “

愿意
”

过渡到
“

不需要
” 、 “

不愿意
” ,

分值分别为 & 一 ∀ 分
,

得分越

低
,

表示需要
、

愿意的倾向性越强 ∃得分越高
,

表示不

需要
、

不愿意的倾向性越强
。

调查结果见表 ∀
。

由表 ∀ 可以看出
,

研究生对体育产品需求程度

由强到弱的排列顺序是
 
实物型产品

、

观赏型产品
、

6三 8 影响研究生体育消费行为的因

素

以往的研究认为
, “

缺少时间
”

是影响

研究生体育锻炼的首要原因 ’“
一
”

,

但是
,

本次调查结果却有所不同
。

关于
“

体育方

面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原因
” ,

按研究

生选择的频次排列依次是
 
经济条件限

制
、

没时间
、

场地设施不完善
、

没有体育氛

围
、

周围人的影响和身体条件等
。

而
“

影

响观看体育比赛的原因
”

依次被认为是
 

花费太高
、

没时间
、

没兴趣
、

观赏性不强
、

无同伴
、

交通不便
、

环境不够舒服和气氛

不热烈等
。

觉得目前市场上体育器材
、

体育服装价

格偏高的人分别占 ?#
/

< ) 和 %!
/

∗ ) ∃认为价格偏高

的体育产品依次是
 

体育器材
、

赛事门票
、

俱乐部费

用
、

体育服装和场地使用费等
。

综合来看
,

经济因素

是影响陕西省高校研究生体育行为的最主要原因
,

时间因素则是第二位的
,

而高校体育场馆设施不足
、

校园体育文化氛围不浓和缺乏高水平的观赏类赛事

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

表 ∀ 研究生的体育产品错求
、

消费意愿比较表 三
、

结论与建议
产产品需求求 又士 −−−

消费意愿愿 又士 −−−

实实物型型 ∗
/

<∀ 土 ∋
/

# &&& 实物型型 ∗
/

?? 土 ∋
/

#!!!

信信
,

息型型 !
/

%! 土 ∋
/

#??? 信
廿

忽型型 !
/

(∗ 土 &
/

∋!!!

观观赏型型 !
/

&∀ 士 &
/

&((( 观赏型型 !
/

( & 土 &
/

& %%%

参参与型型 !
/

∗ & 土 ∋
/

#### 参与型型 !
/

∋( 土 &
/

& ∋∋∋

参与型产品和信息型产品
。

在对体育产品的消费意

愿方面
,

研究生最愿意支付的也是实物型消费 6又
:

∗
/

?? 8
,

其次是参与型消费 6又二 !
/

∋( 8
,

研究生支付

意愿最弱
、

最不愿意投资的也是信息型消费 69 二

!
/

( ∗ 8
。

可见
,

研究生对体育产品的需求与他们的消

&
/

结论

6.8 陕西省高校研究生经常参加的体育锻炼项

目是散步
、

跑步
、

羽毛球
、

乒乓球
、

篮球和足球等
,

而

他们喜欢的体育观赏类节目是篮球
、

足球
、

乒乓球和

羽毛球等
。

6∗8 在体育锻炼方面
,

陕西省高校 %!
/

∗ ) 的研

究生每次锻炼时间达到或超过了 ! ∋ 分钟
,

∗#
/

& ) 的

人周锻炼次数达到或超过了 ! 次
,

∀?
/

? ) 的人锻炼

强度能达到中等或中等以上
。

综合体育人 口的三个

指标
,

陕西省高校研究生的体育人 口比例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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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川寥瞬翼∃
Φ

黔翼赘黔葬

6!8 陕西省高校研究生的体育消费以实物型消

费为主
,

他们对体育器材的拥有量要高于对体育信

息资料的拥有量
。

<&
/

? ) 的研究生能接受的一次性

体育消费水平在 !∋ 元以下
,

其中 ∀!
/

!) 的人只能

接受每次 &∋ 元以内的消费
。

除了体育服装外
,

男生

在体育器材
、

信息和近期体育消费方面高于女生
,

博

士生高于硕士生
。

6(8 研究生对体育产品的需求与消费支付意愿

相一致
 

实物型产品需求最强
,

消费支出最高 ∃ 信息

型产品需求最弱
,

消费支出最低
。

经济因素是影响

陕西省高校研究生体育锻炼和消费行为的首要原

因
,

其次才是时间
、

场地
、

兴趣
、

体育氛围等因素
。

∗
/

建议

6.8 各高校要重视研究生的体育活动和身心健

康状况
。

以开设研究生体育选修课
、

创建体育俱乐

部等形式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开展体育活动
,

以此提

高研究生的身心健康水平
,

满足他们的体育需求
,

改

变他们体育锻炼
“

态度积极
,

行为滞后
”

的失调局

面
。

6∗8 学校要加大对体育的投人
,

不断改善体育的

硬件设施和软环境
,

既从场馆设备方面为研究生参

与体育活动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
,

也要大力发展校

园体育文化
,

如通过开展研究生体育健康与文化节
、

举办各种研究生体育竞赛活动等
,

营造一种蓬勃向

上
、

充满活力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
,

激发更多的研究

生产生体育兴趣并投身体育活动
。

6!8 教育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或法规
,

使研究生

Β
少 粤衍鑫为研宾城表亨

体育工作制度化
,

保证研究生体育工作能够有目的
、

有计划
、

系统地进行下去
。

研究生体育工作的现实

目标在于通过体育来增强体质
、

怡情冶性
,

而长远目

的在于使研究生真正认识和体会到体育对个人
、

对

社会发展的真正价值
,

启发和培养他们的体育兴趣

和爱好
,

并使之最终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和习

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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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研究生德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武汉召开

本刊讯 全国第一个明确以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对象的省一级学会—
湖北省研究生德育研究

会成立大会于 ∗ ∋∋ % 年 ? 月 &# 日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
。

教育部思政司
、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德育委员

会
、

湖北省有关部门负责人 以及全省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代表共 ∗∋∋ 多人参加了大会
。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到会祝贺并讲话
。

大会通过了6湖北省研究生德育研究会章程8
、

《湖北省

研 究生德育研 究会会费收取 与使用管理办法》∃通过了湖北省研究生德育研究会理事
、

常务理享建议名单 ∃ 选

举产生了会长
、

副会长和秘书长
,

并召开了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和首届研工部部长联席扩大会议
。

研 究会的

成立必将对全面提升湖北省研究生培养质量
、

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6柳泳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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