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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899 年凡勃伦发表叶有闲阶级论曳为标志袁西方休

闲学研究已经跨越了百余年历史袁积累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和研究成果遥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尧社会尧文化快速发展的

时期袁国民的休闲和体育需求日益增强袁叶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要求将全民健身

上升为国家战略袁大力培育健身休闲体育服务业袁促进健

身休闲项目的普及和提高袁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休闲和体

育需求遥借鉴西方先进的经验提升国民休闲体育行为研究

的质量袁 不仅是我国休闲体育学学科发展的基础工作袁也
是服务国计民生的内在要求遥 本文以叶Leisure Sciences曳和
叶Joumal of Leisure Research曳等为主要文献来源袁并参考其

他相关论著袁 对西方休闲体育行为主要理论进行了述评袁
希望能为国内学界了解西方休闲体育行为研究有所助益遥

西方休闲体育理论研究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院
渊1冤在西方袁休闲体育并非一个明确而独立的领域袁休闲

渊leisure袁recreation冤是与体育渊Sport袁physical activity冤既并

列又相互交叉的概念袁西方学界极少像国内学界那样使用

野休闲体育冶渊leisure sport冤这一术语袁而更多地使用野休闲

时间体育冶渊leisure-time sport冤的表述方式袁休闲体育研究

实质上涉及和综合了休闲尧体育尧公园尧旅游等多个领域袁
并从社会学尧心理学尧教育学尧管理学等学科汲取理论营

养曰渊2冤 西方休闲体育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学术主题而非政

府的需要袁主要旨在揭示和发展具有科学性或启发性的知

识而非实用对策曰渊3冤 注重从前人学术研究的历史脉络之

中挖掘和引申理论主题袁 而不是自说自话曰渊4冤 以经验主

义和实证主义为支配范式袁注重调查研究袁将理论研究建

立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袁提出和检验命题袁发展有经验

依据的概化知识袁 不提倡玄学式的思辩曰渊5冤 以人的休闲

体育行为为核心主题袁从公共服务尧社会支持尧动机需求尧
行为选择尧行为过程尧行为制约因素尧行为变化机制尧行为

效应等多种角度进行研究袁 中观和微观研究较为丰富尧扎
实袁注重发展中层理论遥

进入 21 世纪之后袁 西方休闲体育理论研究呈现出如

下的新动向院渊1冤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上袁仍然以实证主义

为主流袁多元范式和多种方法论曰渊2冤在理论基础上袁跨学

科理论整合更加普遍和重要曰渊3冤在研究范围上袁跨文化比

较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曰渊4冤在研究层次上袁继续由中观研究

向着微观研究转移曰渊5冤在研究主题上袁休闲体育行为仍是

关注的焦点和重心袁野环境 - 人 - 文化冶 的互动更加受到重

视曰渊6冤在研究方法上袁定量化的研究方法继续占据优势袁
更加精细尧高效地采集信息资料的各种技术尧手段被采用袁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价值将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采用遥

休闲体育行为在西方休闲体育研究中自始至终处于

核心地位袁相关研究手段多样尧成果丰富袁充分体现了西方

休闲体育研究的以人为中心的特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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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将个体生命历程 / 周期视作一个有着内在规

律和节律的人生阶段的变迁过程曰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身

心及社会特点袁需要扮演相应的角色尧实施相应的行为尧应
对相应的问题曰不同个体在人生阶段变迁及角色转换和适

应上存在基本的共同模式袁但又存在很大个体差异曰重大

的人生事件和经历制约 尧 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 遥
Levinson 将生命历程划分为 4 个野季节冶院渊1冤儿童和青少

年时期渊23 岁之前冤曰渊2冤成年早期渊23~43 岁冤曰渊3冤成年中

期渊44~63 岁冤曰渊4冤成年晚期渊64 岁以后冤遥 Levinson[1]将人

生的发展看作是由稳定期和转换期交替构成的一系列循

环排列的过程袁在步入人生的新野季节冶时通常要经历一个

充满困窘的过渡期曰稳定期的主要任务是对生活做出明确

选择袁重新规划生活袁强化自身在生活中的位置曰转换期的

主要任务是要不断对现存生活方式提出质疑袁从自身和社

会的角度寻求新的可能性袁调整当前的生活模式袁促进新

的生活模式的形成遥
生命历程 / 周期理论将休闲体育参与视作一个基于

年龄的不同人生阶段的主题及挑战的函数 [2-4]遥 从该理论

视角出发主要思考的问题是院渊1冤 个体休闲体育行为模式

是如何随着人生阶段发展而变异的曰渊2冤 休闲体育行为模

式随着人生阶段的变迁而变化的机制上是否存在性别尧阶
层等方面的群体差异遥

Seppo E. Iso-Ahola 等人 [5]将随着生命历程而发生的休

闲行为模式分成 4 种类型院 添加者 渊添加了新的休闲活

动冤尧持续者渊持续早期的休闲活动冤尧替代者渊用新的休闲

活动替代旧有的休闲活动冤尧 放弃者 渊放弃休闲活动冤曰他
们运用追踪研究数据发现袁上述 4 种行为模式随着生命历

程的变迁而呈现有规律的变化遥
Mirja Hirvensalo 和 Taru Lintunen [6]的研究表明院在学

龄期间集中参与体育活动的情况是成年期体育参与至关

重要的预测变量袁特别是不参与要比参与更容易从青年带

入成年曰社会经济地位尧居住空间和个体向上流动与体育

参与存在显著关联曰如果在成年早期阶段体育参与处于低

水平袁那么在以后的人生阶段体育就不易成为生活的一部

分袁蓝领尧妇女和起始健康状况较差者尤其如此曰此外袁到
老年袁 早期的体育经历以及性别是体育活动的决定性变

量袁 退休为发起新的休闲体育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曰对
自我决断三要素渊自治尧能力和联结冤的重复性的强化支持

对保持积极的体育参与是非常重要的袁特别是处在诸如升

学转学尧更换工作尧家庭结构变化等人生阶段的转换时期曰
随着时间的延续袁体育参与上的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分化现

象递增遥 生命历程 / 周期理论提供了理解长时期休闲体育

行为发展轨迹的理论框架和方法遥

自我效能感是 Bandura[7]提出的重要理论概念袁它指

的是人们对自己克服障碍和消极体验而执行特定任务的

能力的信念遥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比自我效能感较

低者更倾向于付出更多的努力袁 尝试更多的挑战性任务袁
面临障碍和困难时继续坚持完成任务遥自我效能感在体育

的各种领域研究中被广泛涉及院一方面袁它经常被作为自

变量来预测特定的体育行为或者体育行为的特定属性袁如
体育锻炼的坚持性尧耐受性 [8]曰另一方面袁自我效能感被作

为体育锻炼的因变量或者产出物来考察 [9]曰此外袁自我效

能感还被作为体育行为和社会支持的中介变量进行检视[10]遥
Elizabeth 等人[11]的研究表明院身体能力领域的自我效能感与

老年人的休闲体育活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统计关联袁为了促

使老年人参与和坚持休闲体育活动袁就有必要先增强老年人

的自我效能感袁特别是身体能力领域的自我效能感遥
Andrew 和 Gary 利用和发挥了 Bandura 的自我效能感

概念袁构建了野休闲自我效能感冶渊Leisure Self-Efficacy冤的
理论概念袁 并将其操作化为 3 个量表院渊1冤 休闲自由感量

表 渊the Perceived Freedom in Leisure Scale冤[12]曰渊2冤 内在休

闲动机人格倾向量表 渊the Intrinsic Leisure Motivation Per-

sonality Disposition冤[13]曰渊3冤自娱自乐量表渊the Self-as-Enter-

tainment Scale冤 [14]遥 Andrew 和 Gary[15]的研究表明在社会化

的 4 种介质渊家庭尧学校尧社区尧同伴冤当中袁同伴群体对

男尧女大学生的休闲自我效能感均有显著的影响袁父母对

女大学生的休闲自我效能感有显著影响遥

Stanley Parker[16]从社会结构与个体行为之间关系变迁

的角度对休闲的自主性尧弹性尧自我决断性进行了论述袁认
为休闲与非工作活动尧休养等存在密切关系袁但又大不相

同曰真正的休闲不仅意味着自由支配时间袁也意味着按照

自我意志而非给定的文化工业模式进行活动曰自主性和自

我决断是休闲的本质特征遥
Denis Coleman 和 Seppo E. [17]认为休闲参与从两种路

径上有助于应对生活压力尧维护健康院一是提供了可以预

见的社会支持袁二是反映和促进自我决断遥 休闲能给人带

来自由尧自我控制尧胜任和内在动机等自我决断体验袁这些

体验对于提升人们的应对能力和健康具有重要价值遥
Deci 和 Ryan 等人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系统阐发了自我

决断理论袁将其发展成可操作化和检验的命题体系和分析

框架遥在 Deci 和 Ryan 等[18-20]看来袁人类存在 3 个基本的与

生俱来的需要要要要胜任渊competence冤尧自治渊autonomy冤和
关联渊relatedness冤院渊1冤胜任指的是在致力参与的活动上做

到高效尧 有竞争力曰渊2冤 自治是指个体感受到的自身作为

行为原点尧 源头以及为行为负责的程度曰渊3冤 关联是指个

体感受到的与他人的互动尧相关以及群体隶属的程度遥
自我决断理论与其他的动机理论相比袁更加强调和聚

焦将人对于发展的内在动机与外在的行为规范控制相结

合袁 认为满足个体与生俱来需求的欲望是行为的基础动

机袁但是这些动机并非想当然能实现的袁因为外在因素可

能强化或者阻碍了这些倾向的付诸行为遥社会背景因素能

够通过作用于 3 个基本的内在需求而影响人的动机袁那些

促进和满足这些需求的社会环境被自我决断理论相关文

献冠以野自治支持型冶的类型袁这样的环境提供了选择袁支
持个人意志袁减小压力和控制袁正视和补偿负面感受渊比如

西方休闲体育行为理论研究进展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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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同情冤袁 提供参与活动所需的有意义的原理性知识及

信息[21]遥
自我决断理论在体育和休闲研究中得到运用袁用以解

释体育教学渊孙海春和陈昂袁2010冤袁青少年同龄追随行为

渊Peer followership冤袁 提升青少年野营计划效果的合理策

略袁 女性的体育行为 渊Joan B. Landry and Melinda A. Sol-

mon,2002冤等 [22-24]遥 Kathy Lloyd & Donna E. Little[25]将自我

决断理论作为基本框架袁用以解释女性在参与休闲体育时

的心理上的幸福感如何被活动的社会背景影响的袁他们发

现院如果环境支持自我决断的基本元素胜任尧自治和关联

间的互动袁那么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的心理幸福感会得到强

化曰参与者之间在活动时的互动也扮演了供养幸福感的重

要角色遥 Nikos 和 Martin [26]发现袁那些接受自治支持型教

师教学的学生要比那些控制条件下的学生在休闲体育活

动的动机和参与度上均显著增强袁自治的动机和意向吸纳

和传导了在体育行为方面的干预效果曰自我决断理论为干

预学生休闲体育活动提供了有用的理论框架遥

跨理论模型是一种源自预防医学的理论框架 袁由

Prochaska 及其同事等 [27]系统阐发遥 该理论综合了多方面

的理论来源袁其核心内容涉及院渊1冤行为变化阶段院将个体

行为变化分成前意向渊precontemplation冤尧意向渊contempla-

tion冤尧准备渊preparation冤尧行动渊action冤尧保持渊maintenance冤
和终止 6 个阶段渊termination冤遥 渊2冤行为变化过程袁人们要

想在行为变化上取得进展袁就需要意识到改变的益处大于

害处渊决策平衡冤袁有信心保持变化而不会回复到旧的不健

康行为当中渊自我效能感冤遥 有 10 个方面的变化过程值得

关注院渊1冤意识强化渊Consciousness-Raising冤袁通过关于健康

行为的信息尧 教育和个人反馈增强意识曰渊2冤 戏剧缓解

渊Dramatic Relief冤袁因为不健康的行为而感到恐惧尧焦虑袁
当听闻人们如何能够转变成健康行为时而感到鼓舞和希

望曰渊3冤自我重估渊Self-Reevaluation冤袁认识到健康行为对他

们是谁和想成为谁至关重要曰渊4冤环境重估渊Environmental

Reevaluation冤袁 认识到他们的不健康行为会多么地影响他

人袁而如果他们能够转变的话又会给他人带来多么积极的

影响曰渊5冤社会解放渊Social Liberation冤袁认识到社会更加支

持健康行为曰渊6冤个体解放渊Self-Liberation冤袁相信自身能够

改变和承担行动的义务曰渊7冤 帮助关系 渊Helping Relation-

ships冤袁 发现那些愿意支持自己改变的人曰渊8冤 反向调节

渊Counter-Conditioning冤袁减少不健康的行为方式袁寻求健康

的方式曰渊9冤强化管理渊Reinforcement Management冤袁增加积

极行为的奖励曰渊10冤刺激控制渊Stimulus Control冤袁使用能

够激发健康行为的提示尧提醒[28]遥
跨理论模型起初主要是为了干预尧戒断吸烟等负面行

为袁后来被用以研究体育锻炼尧休闲等积极行为的达成和

保持[27]袁成为解释这些行为变化的应用最广泛的行为阶段

理论模型[29]遥 跨理论模型提出的 6 个行为阶段在体育尧休
闲等研究时一般只使用前 5 个阶段而不包括第 6 个 野终
止冶阶段[30]遥 由于跨理论模型是为了干预负面行为而提出

的袁而休闲体育活动是一种公认的较为积极的行为袁因而

在解释的有效性上必然会受到一定影响 [31]遥

制约因素指的是那些限制人们参与或享受休闲的因

素,可以分成个体内尧个体间和结构 3 个层面 [32袁33]遥 个体内

因素主要指的是那些与休闲偏好有关的个体的心理状态

或属性 [32]袁这些因素存在于个体身上袁包括缺乏自我效能

感尧兴趣尧身体能力以及压力尧焦虑和沮丧 [34]曰个体间因素

发生于个体间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 [32]曰结构因素包括了

设施的可利用性尧机会尧经济成本尧时间尧工作尧气候尧家庭

义务尧健康和交通等 [35]遥 3 个层面的制约因素既互相区分

又互相联系袁共同作用于个体参加休闲活动的决策形成过

程遥 Crawford 等[33]提出了 3 个相关的命题院渊1冤休闲制约因

素按照个体内尧个体间和结构上的顺序形成一个由内到外

的层级结构曰渊2冤这一层级结构反映了制约因素从最紧要尧
最强力到最边远的重要程度序列曰渊3冤这一层级结构也代表

了社会权益的顺序袁 紧密关联着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尧收
入尧教育程度和性别等遥

Jackson尧Crawford 和 Godbey [36]后来修改和拓展了他

们的层级结构模型袁提出人们通过成功地调适休闲制约因

素可以享受休闲参与袁对休闲制约因素的成功调适受到个

体的动机力量与可预见的制约之间的互动的影响遥当人们

的动机足以克服休闲制约因素时人们就能够参加休闲活

动遥 这一理论命题被称作休闲参与的调适命题遥 Hubbard

和 Mannell [37]扩展了休闲调适命题袁他们提出了 4 个休闲

调适模型院独立模型尧调适缓冲模型尧野限制 - 效应 - 缓解冶
模型和野预见 - 限制 - 消减冶模型遥 休闲制约因素理论成为

休闲体育研究当中具有重要影响和得到广泛应用的理论

命题 [38]遥
休闲制约因素层级理论对休闲体育研究的重要启示

在于院渊1冤它提供了一种贯通宏观尧中观和微观的分析框架袁
使学界可以将影响人们休闲体育参与的不同层面的因素

纳入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之中加以考察曰渊2冤它将休闲体育

参与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结构化归类曰渊3冤它发展出分析休

闲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的多种可检验的命题遥

计划行为理论主要由 Ajzen 等学者提出遥 计划行为理

论将意向分成 3 个方面院渊1冤对待行为的态度袁指人们对特

定行为所做的喜欢或不喜欢的评价的程度曰渊2冤主体规范袁
指实施或不实施特定行为可以预见的社会压力曰渊3冤对预期

行为的控制袁指个体实施特定行为预期的难易程度遥 一般

而言袁个体对特定行为的态度越积极袁社会规范对该行为

越支持袁预期行为控制力越大袁则个体实施该行为的意图

就越强遥
计划行为理论因为模型清晰尧可操作化程度高尧解释

力强袁自提出后受到学界重视袁被应用于广泛的研究领域袁
如锻炼行为尧粉丝行为尧休闲行为等 [39-41]遥

Ajzen 和 Driver 运用依据计划行为理论制定的问卷对

一批学生的休闲体育活动渊海滩活动尧慢跑尧爬山尧划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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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自行车冤的态度尧主体规范尧行为控制尧行为意向和参加

行为等进行了调查袁发现调查对象的态度尧主体规范尧行为

控制决定着休闲体育的行为意向袁而行为意向决定着休闲

体育行为曰人们对休闲体育活动可能同时持有工具性和情

感性的态度袁 在工具性态度方面体验和预见到的成本尧收
益 受 到 情 感 性 态 度 的 左 右 渊Ajzen 和 Driver袁1992冤遥
Krzysztof[41]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对 303 名波兰青少年学生的

休闲体育活动进行了预测袁发现院休闲体育的行为意向是

休闲体育活动的显著的解释变量袁而行为态度尧行为控制尧
主体规范是休闲行为意向的显著解释变量遥这一发现支持

了计划行为理论的基本命题袁 并提供了如下的政策依据院
在青少年休闲体育的教育干预上袁应聚焦形塑青少年对休

闲体育的态度 尧 增强他们对休闲体育行为的控制力 遥
Chih-Fu Cheng 等人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对 623 名棒球 野粉
丝冶的观看行为进行了研究袁发现态度和可预见的行为控

制通过行为意向对比赛观看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曰但是主体

规范并不能显著地预测行为意向袁可预见的行为控制也不

能直接预测比赛观看行为[40]遥
计划行为理论为休闲体育行为的预测性研究提供了

可操作尧可检验的理论命题遥 目前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所

作的研究多为定量研究袁尽管不同学者的具体发现存在差

异袁但普遍表明了计划行为理论在休闲体育行为研究上的

解释力遥

休闲专门化理论较早由 Bryan 提出袁Bryan 在研究鳟

鱼钓鱼爱好者时发现袁 该爱好者群体并非一个均匀分布尧
分享共同规范的群体袁而是存在各种内部分化袁表现出在

观念尧行为尧技巧和规范上的各种差异袁而这些差异似乎都

与钓鱼爱好者参与这项运动的时间和程度等密切相关遥那
些铁杆爱好者具有一种与职业人忠于自己本职工作一样

的热情和特质袁他们似乎在休闲领域发展出一种野职业阶

段冶进程[42]遥
休闲专门化理论是一种关于个体休闲素养增长变迁

的理论袁它认为人们作为门外汉参与到休闲活动中袁学习

基本的技巧尧能力袁增长关于活动的知识袁调适对活动的认

同和期望曰随着经验的增长袁他们会变得更加精通和擅长[43]袁
更加偏爱专门化的环境和装备 [44]袁发展出对活动的强烈的

个人认同袁并扩展形成一个对该活动有着同样参与热情的

朋友圈 [43-45]遥
休闲专门化被视作一个由多个特定阶段构成的连续

统一体袁休闲者在休闲活动上越是专门化袁他们就越依赖

休闲专门化连续统一体中的特定资源遥当爱好者对休闲的

参与达到了连续统一体的野专家冶的一端时袁他们对活动上

的独特性的偏好更加突显袁并日渐依赖休闲参照群体的象

征性的鼓励和强化渊例如认同冤遥休闲专门化过程需要通过

观测一系列跨时间节点的心理尧行为指标来进行操作化研

究遥Chi-Ok Oh尧Seong Ok Lyu 和 William E. Hammitt[46]使用

了一个包括 3 个基本维度的量表来测评休闲专门化院渊1冤
行为渊例如过去的经验尧装备投资等冤曰渊2冤认知渊如技巧尧

知识等冤曰渊3冤义务渊如持久的参与尧在生活方式的中心地

位尧重要性等冤曰并发现休闲专门化程度与特定的空间依恋

存在显著关联遥

严肃休闲的概念较早由 Stebbins 阐发袁Stebbins[47]将
休闲视作一个介于随意休闲 渊casual leisure冤 和严肃休闲

渊serious leisure冤之间的连续统一体渊The casual leisure-seri-

ous leisure continuum 袁简称 CL-SL冤遥 提出院渊1冤随意休闲是

即时性的尧短暂的尧愉悦的休闲活动袁需要很少或不需要专

门的训练袁是以享乐主义为基础的袁随意休闲包括了玩耍

嬉戏尧放松休憩渊静坐尧小睡尧散步冤尧被动娱乐渊如看电视尧
读书尧欣赏音乐冤尧积极娱乐渊如概率游戏尧party 游戏冤尧社
交对话和知觉刺激渊如性爱尧饮食冤袁随意志愿活动也是一

种随意休闲[48]遥 渊2冤严肃休闲是指参加者将休闲作为生涯

的重要核心活动进行系统地追求袁从中获得和展现特定的

技巧尧知识和经验 [49]遥 形容词野严肃冶包含了热心渊earnest-
ness冤尧真诚 渊sincerity冤尧重视 渊importance冤和慎重 渊careful-
ness冤等含义遥 严肃休闲主要包括业余活动尧爱好活动和志

愿活动 3 个方面曰严肃休闲不仅是快乐体验的来源袁也是

当事人自我实现的重要手段遥 从事严肃休闲的人主要包

括院业余人士渊amateurs冤袁他们是对休闲活动具有高度热情

的人袁他们不同于普通爱好者的地方是具有高度的专业自

我认同袁不同于职业人士的地方是他们不以此为主要收入

来源曰爱好者渊hobbyists冤袁包括收藏家尧制作和改装家尧非
竞争性活动参加者尧体育运动参加者尧文学艺术爱好者 5

个子类曰 志愿者 渊volunteers冤曰 职业献身者渊Occupational

devotees冤袁出于信念而献身于所爱好的活动当中袁对活动

具有高度的热忱和成就感袁对这部分人而言难以区分工作

和休闲遥 渊3冤严肃休闲与随意休闲的主要区别在于 6 个方

面院坚持活动的需要曰休闲生涯的可行性曰努力获得技巧和

知识的需要曰认识到多种专门的益处曰特定的规范和社群曰
具有吸引力的人格和社会认同 [50袁51]遥

严肃休闲的提出对于深化休闲认识具有重要的启发

价值袁以往的休闲观更关注放松尧休息尧获得快乐尧自由支

配时间等这些相对野肤浅冶的功效袁而这些功效总是与消费

主义尧物化尧感官享受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袁对于那些关

注生命深层价值和意义的人而言袁这样的野休闲冶是令人沮

丧和缺乏魅力的曰 而严肃休闲理念揭示了一个更加宽广尧
深刻尧充实的休闲世界袁增加了休闲的吸引力遥

本文所述评的生命历程 / 周期理论尧 自我效能感理

论尧自我决断理论尧跨理论模型尧休闲制约因素理论尧计划

行为理论尧休闲专门化理论和严肃休闲理论袁具有如下的

共同特征院渊1冤它们都综合了多种学科理论来源曰渊2冤它们

都属于中层理论曰渊3冤都发展出一系列可检验的命题曰渊4冤
都以定量研究技术为基础曰渊5冤 都以体育行为为适用主

题遥 这样的理论有助于贯通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尧应用研

究与学理研究袁促使学科知识点野簇状冶增长袁这是非常值

得国内学界借鉴的遥 另外袁自我效能感理论尧自我决断理

西方休闲体育行为理论研究进展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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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尧 计划行为理论等高度强调调查对象的主体能动性袁并
发展出非常精细的量表测评技术袁这与国内同类主题研究

普遍忽视调查对象主体能动性导致的 野见体育不见人冶尧
野有体育逻辑而无生活逻辑冶的弊病形成鲜明对比遥

当然袁这些理论并非完美遥 本文所述评的 8 种休闲体

育行为理论都是在西方思想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袁它
们几乎都奠基于研究对象为野理性人冶的基本预设之上袁即
研究对象具有野足够冶的心智能力进行认知和行为调控以

适应内外环境袁这夸大了个体理性的作用袁相对忽视了文

化传统尧社会互动尧社会分层尧意识形态等的影响曰这些理

论或多或少都假定研究对象是追求野个人效用冶的袁这与中

国文化注重家庭尧国族的传统大相径庭遥有鉴于此袁国内学

界应采取扬弃的态度袁在吸收这些理论营养的同时也要警

惕其不足遥
休闲体育的理论研究不仅要反映社会现实袁而且也以

现实为依据袁并受制于现实遥 近年来人类社会的一些重大

变革将会对休闲体育理论研究产生深刻影响院网络社会的

崛起袁显著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袁人们的休闲观念和方

式受到网络世界的模塑曰 网络化休闲将占据统治地位曰网
络世界的数字化特性使得搜集大数据分析网络休闲行为

成为可能曰东尧西方经济活力及发展势头呈现此消彼长态

势袁 西方世界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和危机袁世
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开始向亚洲转移袁这必将给西方世界的

社会文化造成影响袁并反映到学术研究当中袁有可能导致

休闲体育研究的去西方中心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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