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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对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的实证分析

黄 翔,张惠红

(东南大学
 

体育系,南京 211189)

摘 要:以新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利用R语言对CFPS2018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并引入工具

变量增加结果的可靠性,以探究体育锻炼对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发现:体育锻炼有利于青少

年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提升,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性别、年龄、就读学校所在地与自感健

康程度等因素也对青少年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继续提高体育在校园生活中的比

重,学校合理设置学科,规划课堂内容;着力改善我国教育区域不平衡的现象,重视农村地区青少年

体育锻炼;家校共育,科学组织安排课余体育活动,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加强宣传,让学校与家

长认识到青少年体育锻炼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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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0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

发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

意见》,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

开足体育课,开展丰富的课余训练、竞赛活动,
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促进

青少年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1]。体育

锻炼改善青少年健康的作用在全社会已形成共

识。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将 “受教育水平”作为劳

动力市场的发出信号,将其视作影响个体人力资

本的主要因素[2],对体育锻炼抱着固有偏见,认

为体育锻炼与青少年的成绩是负向因果关系,不

仅浪费时间还影响学习[3],甚至对未来的人生发

展都会造成不良影响。而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教育水平所代表的认知能力并不能全面诠释能

力,人格特质、思想维度等非认知能力也是其中

至关重要的一环,其影响贯穿一生[4]。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人力资本形成的开端,对

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

力禀赋是具有积累性与可培养性的,除先天遗传

外,还受许多后天环境影响[5],体育锻炼可以作

为后天能力的动态补充。体育锻炼对青少年认知

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尚未形成主流,本研究基于

新人力资本视角探究体育锻炼对青少年人力资本

积累的影响,旨在为体育锻炼的多元功能正名,
纠正当前社会上的 “重文轻武”思想,倡导青少

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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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认知能力的界定

认知能力通常与大脑获取知识、处理信息和

进行推理相关[6],其分为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

2类。前者指个体的记忆、思维、逻辑推理等内

在能力,后天加持的空间有限;后者指在实践中

习得的以经验为基础的认知能力,如语言文字能

力、判断力、联想力等,其主要受后天努力影

响。在实证研究中,常选择兼备2类认知能力的

词组测试与数学测试作为测度个体认知能力的

模块[7]。

2.2 非认知能力的界定

非认知能力属于非智力因素范畴,通常与个

体的情感意志、心理素质、性格修养、信念动机

挂钩,关乎社会适应、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

我控制等能力。心理学家认为非认知能力的表现

是个人特质的向外表达,因此设计了被其他领域

学者也广泛采纳的 “大五人格模型”作为非认知

能力的测度体系。具体而言,“大五人格”包括

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开放性、情绪稳定性

5个维度[8]。

2.3 新人力资本理论

受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限制,个体差异

与非认知能力的作用被忽视了。Sternberg利用

量表测度诸如偏好、自尊、自控能力等非认知能

力,使 人 力 资 本 的 研 究 范 畴 得 到 了 扩 展[9]。

Heckman与Rubinstein的研究进一步扩充了人

力资本理论的内涵,突出了非认知能力对个体教

育和工资的作用,强调个体差异的重要性,劳动

力市场的劳动者工资与行为受到了认知能力与非

认知能力的双重影响[10]。新人力资本理论以人

的生命演化周期为主线,重点研究遗传禀赋与后

天多维环境为个体价值带来的影响,“能力”是

其考察的核心内容,以 “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

本决定了个体的经济社会行为发展[11]。

2.4 新人力资本与体育锻炼

何为人力资本? Becker认为,为了改善健

康状况、提高未来收入或增进个人素养所形成的

资本投资,其产物即是人力资本[12]。为探究体

育锻炼作为后天的可培养因素对人力资本产生何

种影响,国内外开展了许多研究。

Heckman等研究指出,认知能力与非认知

能力共同作用于各种劳动力市场以及行为结果,
学校教育、职业选择等社会表现都同时受到2种

类型能力的影响。非认知能力作用于企业忠诚、
工作效率和多种情感,认知能力作用于市场生产

力、技能习得和各种行为。影响认知能力的因

素,也能一定程度影响非认知能力[4]。许多研

究证明了体育锻炼在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中的重

要作用。在认知能力领域,Chaddock-Heyman
等通过随机对照实验,发现相比于控制组儿童,
以体育活动为干预手段的实验组儿童脑容量更

大,在认知功能方面表现更好[13]。Szuhany等

发现急性高强度运动与中长期规律性体育锻炼,
都能有效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释放水平,
证明了体育锻炼对人脑的影响[14]。在非认知能

力领域,Herbert等发现定期的有氧运动与较低

的焦虑、抑郁和身心压力水平有关,体育锻炼有

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与情绪稳定[15]。Vasilo-

poulos等揭示了体育锻炼对青少年自我调节能

力的改善作用,团体球类运动能够促进青少年持

续注意力时间的延长,帮助其社会适应能力与处

理复杂情况能力的提升[16]。体育锻炼对青少年

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与脑功能及性格发展密不

可分。
我国也有许多学者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

在认知能力领域,龚海培等的研究表明,体育锻

炼促进青少年大脑结构发展与适应性变化,从而

影响其认知调节,在学习过程中拥有更强的记忆

力、更开放的思维、更集中的注意力与知觉敏感

度[17]。方超与杨克文等分别将认知能力量化为学

习成绩,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体育锻炼对青少年

认知能力具有正向溢出效应[18-19]。在非认知能力

领域,梁宇亮等基于CFPS2014数据,系统考察

了非认知能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利用大五人格

模型进行探索,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的积极作用,
比对各分指标发现,情绪稳定性、开放性与宜人

性显著影响就业质量,尽责性影响劳动市场表

现[20]。有研究凸显了体育锻炼在促进非认知能力

方面的作用,董艳梅等研究发现参与课外体育锻

炼的青少年比不参与者环境适应能力更强,技能

类的运动项目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
合理调剂情绪、展开自我规制,并有助于刺激创

33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37卷

造力的发挥[21]。但也有研究认为体育锻炼与青少

年的认知能力不具有相关关系[22],且由于有关非

认知能力的研究较少,体育锻炼在塑造青少年非

认知能力方面是否有效,对于青少年人力资本积

累是否具有潜在效力,还有待验证。
由于国内少有体育锻炼与青少年人力资本关

系的实证研究,本研究以先前研究为基础,以青

少年群体为特定研究对象,选择样本覆盖地区广

泛且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以新人力

资本理论框架,将人力资本分为认知能力与非认

知能力2个维度,运用 OLS回归,探究体育锻

炼对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为减少内生性

因素的干扰,降低回归偏误,研究纳入工具变

量,提升结果的可靠性与推广意义。

2.5 研究假设

新人力资本理论发掘了非认知能力对个体人

力资本积累的显著促进作用[23],突出了认知能

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后天可塑性与协同效应。基于

以上论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控制其他因素影响后,青少年的体

育锻炼行为和人力资本积累 (认知能力方面)呈

正相关。
假设2:控制其他因素影响后,青少年的体

育锻炼行为和人力资本积累 (非认知能力方面)
呈正相关。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

中心所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该调

查收集了个体、家庭、社区3个层面的数据,样

本覆盖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采取三阶段

不等概率的整群抽样设计,目标样本规模庞大,
可代表中国95%的人口,被视作全国代表性样

本。研究选取第5次调查所得2018年数据,在

个人层面共有32
 

669份样本数据。结合心理学、
人口学与联合国世卫组织对于年龄阶段的划分,
将青少年定义为13~18岁人群。通过指标筛选

与整合、样本剔除、缺失值剔除,共得到1
 

725
份有效数据,其中983份来自乡村,742份来自

城镇;男 生899人,女 生 826 人;平 均 年 龄

15.2岁。

3.2 变量选取

表1 大五人格的解释及考察方面

大五人格 主要特征 考察方面 CFPS相对应问题

外向性

外向性高的个体拥有较频繁的社交互动,喜好社交。
性格开朗活泼,拥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与人交往

热情大方。该领域也能体现个体的决断力、自信程度

与活跃水平。

热情性 U303使用互联网时,社交有多重要

乐观态度 V108提高生活水平机会很大

好社交 U601网友电话联系

宜人性

该领域与人际互动相关,处于人际关系的轴心。愿意

放弃个人快乐,帮助他人,也愿意信任、宽容他人。
通常给人第一印象好,具有亲切感和亲和力,与宜人

性高的个体接触时能获得安全感。

同理心 V102公平竞争才有和谐人际

利他性 M2011人缘关系有多好

信任感 N10024对陌生人的信任度

尽责性

该领域体现个体的成就感、上进意识与主观的努力程

度。尽责性高的个体做事严谨认真,注重规范遵循,
具有条理性、持久性、动力性。

上进意识 V104努力工作能有回报

可靠性 S504适合做学生干部

有抱负 C201教育期望

开放性

通常指思维的开放,开放性高的个体更具有好奇心,
对新奇事物的接受度高。审美敏感,包容度高,多样

性更强,具有创新能力。与墨守成规相反,他们的价

值取向趋向于自由。

情感丰富 M2016幸福

非传统的 U603和网友成为现实朋友

好奇心 U802从互联网获取信息

情绪稳定性

该领域反映个体的情绪稳定与顺应程度,体现情绪状

态。情绪不稳定的个体常表现出焦虑不安、容易紧张、
神经敏感、多愁善感等特点。

正性情绪 在过去一周,感到愉快/生活快乐的次数

负性情绪
在过去一周,感到情绪低落/悲伤难过/孤

独的次数

脆弱性
在过去一周,感到做任何事都很费劲/睡眠

不好/生活无法继续的次数

  注:情绪稳定性维度除正性情绪方面问题外,其余6个问题全部反向赋值;教育期望编码为0=不必念书,1=小学,2=初中,
3=高中/中专/技校/职高,4=大专,5=大学本科,6=硕士,7=博士;提高生活水平机会很大/努力工作能有回报/公平竞争才有

和谐人际,重新编码为1=十分不同意,2=不同意,3=既不同意也不反对,4=同意,5=十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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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自变量

体育锻炼是指以身体练习为手段,拥有一定

运动负荷,个体有意识地利用闲暇时间,为谋求

身心健康、促进身体素质发展而进行的体力活

动[24]。问卷中访问了受调查者体育锻炼频率以

及体育锻炼的时长,研究以 “一周体育锻炼的次

数”为基准回归的自变量,在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检验中将 “一周体育锻炼的时长”作为基准回归

自变量的替换,力图保证最终质量。

3.2.2 因变量

本文参照兑浩建等对人力资本的划分,将成

绩作为认知能力的表现形式,以CFPS中认知模

块部分的字词得分与数学得分为数据参考,并将

其进行标准化处理,转化为0~100的连续型变

量。对非认知能力的测量则借鉴 “大五人格模

型”,将非认知能力划分为外向性、宜人性、尽

责性、开放性、情绪稳定性5个维度。为消除量

纲差异,标准化为0~10分的连续性变量[25]。
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指标选取,根据问卷所列标

准,筛查既具指向性,又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普适

性问题 (表1)。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Cron-
bach’s

 

alpha 系数为0.782,超过了0.6的基准

值,表示量表具有较好信度。再对结构效度进行

检验,KMO =0.899,Bartlett’s 球 形 检 验

P 值<0.01,适于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出5个

公因子,可累计解释的总变异量达到76.782%,
反映出了量表与所依据的理论框架结合良好,分

析效果理想。

3.2.3 控制变量

影响青少年人力资本的因素众多,为了保证

科学性,在模型中加入一些合适的控制变量。其

中涵盖了人口学变量,如受访者的年龄、性别、
目前就读学校所在地、家庭成员人数,以及影响

自我效能感的学业满意度与自感健康水平,以求

尽可能控制影响体育锻炼和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

的其他因素,相关信息均能在 CFPS2018中获

得。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其含义、赋值与描

述性统计的详情见表2。

表2 CFPS2018主要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n=1
 

725)

变量类型 变量含义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词组测试 0~100分 80.34 13.41
认知能力 数学测试 0~100分 62.73 19.20

外向性 0~10分 4.64 1.39
宜人性 0~10分 4.51 0.95

非认知能力 尽责性 0~10分 6.52 1.07
开放性 0~10分 5.94 1.18

情绪稳定性 0~10分 8.67 0.97

自变量
QP701一周锻炼身体的次数 0~50次 3.00 2.99
QP702一周锻炼时长 0.1~105小时 4.12 7.24

工具变量 QS1012周末每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 0~24小时 4.08 3.09
age年龄 13~18岁 15.17 1.69
A002性别 1=男性,5=女性 0.52 0.50

控制变量

S501学业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
3=说不上满不满意,4=比较满意,

5=非常满意
3.23 0.88

S1002目前就读学校所在地
1=省会城市(包括直辖市),

2=一般城市(包括县级市、地级市),
3=县城,4=农村(包括乡镇村)

3.06 0.94

fml_count家庭成员人数 1~15 4.8 1.72

P201自感健康
1=非常健康,2=很健康,

3=比较健康,4=一般,5=不健康
2.14 0.88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题是体育锻炼对青少年人力资本积

累的影响,由于将有序自变量与因变量视作连续

型变量,故基于R语言 (R-4.0.5)采用普通最

小二乘法 (OLS)模型估计。传统回归方法可能

存在内生性问题,即随机扰动项可能会因为受到

自变量的影响而对因变量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对

因变量解释度出现偏误。为了克服体育锻炼与青

少年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寻求合理的工具,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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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LS)修正常规模型估计的有偏结果。适宜的

工具变量选取满足以下2个基本条件:一是与随

机扰动项不相关,二是与内生变量相关。而学习

与体育锻炼是青少年生活中主要的两大模块,且

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因此选择了 “周末学习时

间”(r=0.148**,sig<0.01)作为工具变量进

行2SLS回归。

3.4 模型设定

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青少年认知能力和非认

知能力所受到的体育锻炼影响。根据对计量模型

的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Yi=α+β1Si+β2Xi+εi (1)

Si=α+γ1Zi+γ2Xi+εi+vi (2)
其中,i表示受调查的个体,Yi 表示因变量,Si

表示内生解释变量,Xi 表示若干控制变量,β

及α 为待估参数,εi 与εi+vi 为两阶段的随机

扰动项,Zi 是工具变量。综上所述,二阶段最

小二乘法的首要步骤是寻找一个合适的工具变

量,再通过特殊形式的工具变量法 (IV)得出

结构参数的一致估计量。

4 数据分析结果

4.1 OLS回归与加入工具变量的二阶段回归分析

利用R语言 (R-4.0.5)对数据分别进行

OLS回归分析和2SLS回归分析,分析得到结果

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1为认知能力与一周体

育锻炼次数单独进行回归的结果;模型4为非认

知能力与一周体育锻炼次数单独进行回归的结

果,而另外几个模型分别为加入了控制变量、工

具变量的结果。

表3 体育锻炼对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的OLS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认知能力 非认知能力

模型1
模型2

(OLS模型)

模型3
(工具变量模型)

模型4
模型5

(OLS模型)

模型6
(工具变量模型)

一周锻炼身体次数 0.772*** 0.978*** 1.194*** 0.132*** 0.096*** 0.700**

(0.230) (0.209) (0.637) (0.026) (0.025) (0.216)

年龄 5.855*** 6.134*** 0.301*** 0.346***

(0.385) (0.926) (0.046) (0.055)

性别 1.619*** 5.155*** -0.068 0.057

(0.312) (1.040) (0.037) (0.062)

学业满意度 -0.294 -2.173 0.631*** 0.561***

(0.705) (1.705) (0.084) (0.100)

就读学校所在地 -2.335*** -1.439* -0.552*** -0.453***

(0.700) (1.609) (0.083) (0.102)

家庭成员人数 -1.274*** 0.099 -0.060 -0.011

(0.369) (0.916) (0.044) (0.054)

自感健康 0.919 1.679** 0.581*** 0.421***

(0.710) (0.818) (0.084) (0.113)

n 1
 

725 1
 

725 1
 

725 1
 

725 1
 

725 1
 

725

R-squared 0.07 0.210 0.015 0.135

Wu-Hausman
 

P <2e-16*** 0.001***

Wlad 检验值 18.53 28.98

Weak
 

instrument 4.76e-08*** 3.21e-08***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列出数据为标准化系数;显著性水平:*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预期,即体育锻炼

对青少年人力资本的累积呈现正向影响。通过对

体育锻炼频率与青少年的认知能力、非认知能

力,分别进行 T检验,发现不同频率的体育锻

炼对青少年的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显著差异 (认知

能力:p-value<2.2e-16,非认知能力:p-val-
ue<2.2e-16),体育锻炼对新人力资本的2个维

度均有显著正向回报。在模型2的基准回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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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其他控制变量,为完整的多元线性回归,认

知能力与 “一周体育锻炼次数”呈显著线性正相

关,体育锻炼频率越高的青少年,其人力资本的

积累越殷实。体育锻炼频率每上升1个单位,认

知能力上升0.978个单位。通过横向比较发现,

R方逐步增大,意味着模型的拟合效果提升。模

型5为加入控制变量后体育锻炼对非认知能力的

影响,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为0.096,意味着

身体锻炼频率每上升1个单位,青少年非认知能

力上升0.096个单位,并且其相关性在1%的水

平上高度显著。具体而言,青少年体育锻炼频率

的增加,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系数项表示受体

育锻炼频率变化影响导致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

力的变化。
青少年的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均与 “就读

学校所在地”呈显著线性关系。自我效能感水平

体现在 “学业满意度”与 “自感健康程度”上,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学业满意度越高的青少

年,非认知能力也越强,对于利用自身才干完成

工作具有自信。非认知能力与自感健康程度的线

性表达,符合之前研究的论断,非认知能力可以

作为个体健康状况的预测因子,显著影响个体健

康行为[26]。值得注意的是,年龄因素在使用工

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中依旧显著,系数均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改变。
内生性问题主要体现为双向因果、反向因

果、遗漏变量与测量误差,大量不可观测的变量

未纳入考量,导致自变量的真实性遭受搅扰。利

用2SLS模型进行回归时,2个模型的弱工具变

量检验P 值均小于0.001,意味着通过了弱工具

变量检验;Dubrin-Wu-Hausman内生性检验P
值均小于0.05,通过了内生性检验;证明 “一
周体育锻炼频次”在2个基准回归模型中均需要

使用工具变量进行无偏估计;而由于相关模型中

工具变量数与内生解释变量数相等,所以无需进

行过度识别检验。模型3和模型6还进行了

Wald检验,其检验值分别为18.53和28.98,
均大于16.8的经验统计量。以上这些关键的统

计量表明,“一周体育锻炼频次”与青少年人力

资本间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需要使用工具变量

法 (IV)对 OLS估计中存在的偏误进行调整,
而 “周末每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作为工具变量

进行回归的结果是有效的,并且是一个良好的工

具变量。分析表中其他数据可以发现,在控制其

他变量的情况下,“一周体育锻炼次数”对认知

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均有显著影响,但其系数表

明,影响皆较小。在使用工具变量后,其系数都

明显提高 (认知能力 OLS模型结果0.978,认

知能力工具变量模型结果1.194,非认知能力

OLS模型结果0.096,非认知能力工具变量模型

结果0.700),这说明进行体育锻炼能够加速扩

充青少年的人力资本积累,假设1与假设2得到

验证。

4.2 稳健性检验

表4 稳健性回归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认知能力 非认知能力

模型1
模型2

(OLS模型)

模型3
(工具变量模型)

模型4
模型5

(OLS模型)

模型6
(工具变量模型)

一周锻炼身体次数 0.217*** 0.208** 1.484*** 0.053*** 0.035*** 0.446**

(0.095) (0.086) (0.638) (0.010) (0.010) (0.164)

Control
 

variables N Y Y N Y Y

n 1
 

725 1
 

725 1
 

725 1
 

725 1
 

725 1
 

725

Adjusted
 

R-squared 0.03 0.210 0.014 0.137

Wu-Hausman
 

P <2e-16*** 0.000
 

3***

Wlad 检验值 7.413 19.96

Weak
 

instrument 0.000
 

4*** 0.000
 

4***

  由于可能出现体育锻炼频率高,但部分受访

者的平均锻炼时长并未达到标准的情况,因而使

用 “一周体育锻炼时长”来估量体育锻炼对青少

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即使

采用不同代理变量指标,表4的回归结果与表3
基本保持一致。体育锻炼对青少年的认知能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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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在1%的显著条件下具有正向

效应。工具变量的引入,也不会影响线性因果关

系,说明体育锻炼对青少年人力资本的工具变量

回归估计是稳健的,体育锻炼的确会增加青少年

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得分,标准化系数甚至

有所提高。

5 讨论

5.1 研究结论

第一,体育锻炼对青少年人力资本的积累有

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新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
体育锻炼不仅能提高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而且

对青少年认知能力的提升也有着明显的正面影

响。本研究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均表明体育锻

炼能够对青少年大脑结构、学习能力、性格养成

等方面发挥正向作用[27-29]。体育锻炼能够促进

青少年大脑结构发展与适应性变化,从而影响其

认知调节,对青少年认知能力具有正向溢出效

应;青少年在参与体育锻炼时,能够与同伴进行

更加长期、深入的交流,有助于建立更多密切的

人际关系,并且青少年在良好的体育运动氛围

中,能够养成合作、互助、信任他人等良好性格

品质,从而大幅提高自身的非认知能力。
第二,性别、年龄、就读学校所在地与自感

健康程度,也与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

存在线性因果关系。如从个体特征角度观察控制

变量,就读学校所在地属于发展重镇,优良的教

育资源也会集中,区域差异导致面对不同结构性

机会[30],因此,人力资本积累显露差距。随着

年龄的增长,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也逐步提

高,这与年龄增长带来的自我规划、自我约制能

力增长以及心智上的成熟有很大关系;部分因素

虽然与认知能力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但其对青

少年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如学业满

意度与自感健康程度。这说明青少年人力资本的

积累不是简单几个因素的作用,而是多种复杂因

素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5.2 政策建议

第一,应继续提高体育在校园生活中的比

重,并且学校应当合理设置学科,规划课堂内

容,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第二,需要着力改善

我国教育区域不平衡的现象,重视农村地区青少

年体育锻炼,提高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教学质

量,将 “扶贫” “扶智”与 “扶志”有效统一,

深化农村教育改革,从根本上提升农村青少年的

人力资本。第三,加强家校共育,紧密合作,促

进学校与家庭间的沟通,科学组织安排课余体育

活动,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第四,体育锻炼

能够帮助青少年排解负性情绪,延长学习时的专

注时长。应加强宣传,让学校与家长认识到青少

年体育锻炼的益处。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数据选取方面存在一定

的局限。一是由于采用的数据为已有的数据库,
并非一手数据,存在不可观测因素无法控制的问

题,可能存在偏差,并且在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

力的指标选取上,只是作为青少年在该时段的短

期体现,长期的影响需要面板数据的补充;二是

没有明确体育锻炼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门槛效应与

量效关系,应更加明确界定此因果关系是否只在

一定范围内存在;三是体育锻炼在非认知能力的

各维度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尚未纳入讨论,且

并没有对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的定量研究。
此外,还有2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

即体育锻炼与人力资本积累中间的影响是如何产

生的,由于作用机制问题尚未得到明确阐释,因

此作用是单方面存在,还是与其他变量交互产生

应进一步挖掘。在之后进行教育评价过程中,如

何有效对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与青少年体育锻

炼进行资源配置与投资,建立完善的教育评价体

系,增加整体效益,也是未来应该继续探讨的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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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Adolesc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HUANG
 

Xiang,ZHANG
 

Huiho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new
 

human
 

capital
 

theory,
 

this
 

paper
 

uses
 

R
 

language
 

to
 

carry
 

out
 

OLS
 

re-
gression

 

analysis
 

on
 

CFPS2018
 

data,
 

and
 

introduce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increas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sults,
 

so
 

a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youth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t
 

is
 

found
 

that
 

physical
 

exercise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adolescents’
 

cognitive
 

ability
 

and
 

non-
cognitive

 

ability,
 

thus
 

promoting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gender,
 

age,
 

school
 

location
 

and
 

self-perceived
 

health
 

also
 

have
 

an
 

impact
 

on
 

the
 

accumulation
 

of
 

adolescent
 

human
 

capital.
 

On
 

this
 

ba-
sis,

 

it
 

is
 

proposed
 

to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sports
 

in
 

campus
 

life,
 

reasonably
 

set
 

up
 

disciplines
 

in
 

schools,
 

and
 

plan
 

classroom
 

content;
 

focus
 

on
 

improving
 

the
 

phenomenon
 

of
 

regional
 

imbalance
 

in
 

education
 

in
 

China,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physical
 

exercise
 

for
 

young
 

people
 

in
 

rural
 

areas;
 

conduct
 

home-school
 

co-education,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extracurricular
 

sports
 

activities,
 

enhance
 

students’
 

self-efficacy;
 

strengthen
 

publicity
 

to
 

make
 

schools
 

and
 

parents
 

a-
ware

 

of
 

the
 

benefits
 

of
 

physical
 

exercise
 

for
 

young
 

people.
Key

 

words:physical
 

exercise;
 

adolescents;
 

new
 

human
 

capital;
 

CFPS;
 

cognitive
 

ability;
 

non-cogni-
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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