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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文献资料法尧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袁从休闲限制理论的视角袁对上海

市小学生余暇体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遥 结果表明院自身限制尧人际限制和结

构限制共同影响上海市小学生的余暇体育行为袁 自身限制主要体现在小学生自身

健康状况差尧余暇兴趣内容静态化尧自身掌握的余暇体育知识与练习方法缺失曰同

龄玩伴尧家长和教师构成小学生余暇体育行为的人际限制因素曰余暇体育的时间限

制尧体育场地器材缺乏和余暇体育氛围不足是结构限制因素遥 针对这些限制因素提

出构建学生余暇体育行为养成体系尧多途径增强家长体育意识尧完善公共体育服务

体系等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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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isure constraint theory,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

tors of leisure sports behaviors of pupils in Shanghai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ra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ll affect

the leisure sports behavior of pupils in Shanghai. The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s of pupils are mainly

reflected on their poor health, inactive spare-time interests, and lack of spare time sports knowledge

and practice methods. Peer playmates, parents and teachers constitute the interpersonal constraints.

Time limit of leisure sports, lack of sports facilities and leisure sports passion are structural con-

straints. In view of these constraint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constructing

pupils' leisure sports behavior cultivation system, enhancing parents' sports awareness through multi-

ple ways, and improving the public sports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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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小学生余暇体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休闲限制理论视角
王改芳袁沈建华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袁
余暇体育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遥 虽然青

少年身心健康状况正在改善袁但课业负担过重袁睡眠

和参与体育的时间难以保证袁 数字娱乐成为青少年

余暇生活的重要元素袁 青少年的余暇生活呈现出明

显的静态化特征袁 新时期青少年在余暇时间参与体

育活动的现状不容乐观遥 小学阶段是人行为习惯养

成的关键时期袁是终身体育行为重要的奠基时期遥终
身体育意识与习惯的培养袁 除了学校的强制体育行

为袁更需要延伸到校外养成余暇体育行为的习惯[1]遥
目前青少年余暇体育行为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

较大关注袁我国这类研究大多为描述性研究袁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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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尧动机尧内容尧时间尧场所尧消费等 [2,3]袁其中对青

少年余暇体育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有两类袁 一类

是将所有相关的因素都进行描述性的分析 [4,5]曰另一

类是针对单个因素的渗透式研究袁 即选取某一个

因素进行深入挖掘分析 [6,7]遥 而当前研究鲜见结合

休闲限制理论对青少年余暇体育行为进行的研

究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运用 Goodale 和 Witt尧Jackson 的

休闲限制的理论 [8]袁对青少年余暇体育行为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研究遥 Crawford 和 Godbey 提出自身

限制尧人际限制和结构限制 3 类休闲的制约因素 [9]袁
并认为院自身限制渊intrapersonal constraint冤是指影响

休闲偏好或参与的个人内在心理状态或态度的因

素渊如兴趣尧意识尧缺乏技能知识等冤曰人际限制渊in-
terpersonal constrain冤是指个体因没有适当或足够的

休闲伙伴袁而影响其休闲喜好或参与的因素渊如缺

乏玩伴尧休闲偏好不同尧缺乏家人支持等冤曰结构限

制渊structural constrain冤是指影响个体休闲偏好或参

与的外在因素袁 它是介于休闲偏好和休闲参与之

间的中介制约因素袁 以及来自社会环境的制约因

素渊如时间尧金钱尧休闲设备等冤遥 本研究运用休闲

限制理论袁调查上海市小学生余暇体育行为现状袁
探讨影响上海市小学生余暇体育行为的因素袁以
期为培养小学生余暇体育行为尧 养成自觉锻炼的

习惯提供依据遥

上海市三至五年级的 942 名小学生遥

受限于研究时间尧经费等袁依据上海市中心城区

人口 699 万尧郊区人口 1 599 万的人口体量袁按 1:2

的比例袁本研究随机抽取一个中心城区渊长宁区冤尧两
个郊区渊闵行区尧松江区冤为问卷发放地区曰在每个区

内随机抽取一所公立学校尧一所私立学校袁每所学校

内分别对三至五年级每个年级整群抽取一个班级的

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遥

以 野余暇体育冶野余暇体育行为冶野余暇体育影响

因素冶野休闲限制冶等与本研究相关的关键词袁通过中

国知网渊CNKI冤尧EBSCO 数据库尧上海图书馆及上海

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袁 检索 2000要2018 年的相关文

献袁共 438 篇遥

1.3.2.1 问卷的设计

调查内容为小学生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尧 余暇体

育行为及影响因素等遥问卷初稿由 30 名小学生进行

试填袁对未回答尧回答不全尧填答错误的问题进行修

改完善袁并请 8 位体育理论尧体育教育尧学校体育方

向的专家对问卷内容效度进行评价袁专家信息见表 1遥
表 1 专家信息渊N=8冤

1.3.2.2 问卷的信度检验

问卷信度采用重测法袁 在正式调查前选取闵行

实验小学 30 名学生进行预调查袁在第 1 次调查结束

20 天后袁再次发放同样的问卷进行调查袁所得 2 次

调查结果的相关系数 r=0.86遥
1.3.2.3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942 份袁回收 854 份袁剔除无

效问卷 148 份 袁 有效问卷 706 份 袁 有效回收率

82.7%袁样本属性见表 2遥
表 2 样本人口属性特征分布渊N=706冤

在学校开放日袁 采用个别访谈和小规模座谈对

调研学校的 15 名学生及 20 名家长进行访谈袁 体育

教师随机从 3 个年级中各派 5 名学生参与访谈袁家
长访谈是在两所学校的开放日袁 体育教师随机指定

10 名家长参与座谈袁访谈主题为小学生余暇体育行

姓名 单位 职称 主要研究方向

舒伊伊 上海体育学院 教授 学校体育

夏伊伊 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 课程与教学论

谢伊伊 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 课程与教学论

郑伊伊 上海体育学院 教授 学生体质健康

马伊 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 青少年体育

张伊伊 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 体育教育训练学

徐伊伊 上海市教委 教研员 学校体育

冯伊 闵行区教育学院 教研员 小学体育

指标 变量 频率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性别 男 365 51.7 51.7

女 341 48.3 100.0

年龄渊周岁冤 8 22 3.1 3.1

9 216 30.6 33.7

10 242 34.3 68.0

11 196 27.8 95.8

12 30 4.2 100.0

年级 三年级 234 33.1 33.1

四年级 246 34.8 67.9

五年级 226 32.1 100.0

上海市小学生余暇体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要要要基于休闲限制理论视角

100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19年 第 40卷 第 4期

为的限制因素遥

运用 SPSS20 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尧多个

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遥本研究的图尧表的原始数据

均来自问卷调查遥

健康与身体活动密切相关袁 是从事体育活动的基

础袁良好的健康状况可参与各种场合的尧内容宽泛的体

育活动袁健康状况不佳则无法获得良好的运动体验袁甚
至阻碍体育活动的参与遥 儿童少年时期是身体从发育

到完善的阶段袁是个体生命最活跃的时期遥 然而袁部分

学生反映身体疲劳尧精力不足尧精神不佳渊表 3冤袁访谈

中四成学生反映睡眠不足尧心情烦躁袁余暇时间不想

运动遥 健康涉及身体尧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袁学生

的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到其余暇体育活动意愿以及

行为表现遥
表 3 小学生健康状况调查渊N=706)

余暇体育行为因个体社会属性以及兴趣和偏

好尧价值观和动机等不同而存在着需求差异遥兴趣是

价值观念的主要外在表现袁 往往是余暇体育参与并

最终形成余暇体育行为习惯的主要动因遥 调查结果

显示渊表 4冤袁上海小学生的余暇兴趣偏静态化袁课外

阅读是学生首选活动袁除此之外袁男生倾向于玩手机

和平板电脑袁女生则偏爱绘画和音乐等艺术活动遥相
对而言袁 小学生在余暇时间进行体育活动的比例并

不高袁可能原因在于有些学生沉浸于网络游戏袁更有

可能是学校在小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上较为薄弱遥

小学生相对比较缺乏体育知识袁 缺少体育知识

与技能的获取途径袁 这些限制了学生对余暇体育行

为的理解袁进而影响到其在余暇时间进行体育锻炼遥
体育知识与技能获取途径的调查结果显示渊图1冤袁

表 4 小学生余暇兴趣一览渊多选题冤渊N=706)

小学生获取的途径是多元的袁但通过体育课获得相

关知识与技能的学生比例仅占 25.98%遥 在学校袁学
生的体育学习与活动都是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

进行的袁 学生只需按照教师的安排进行活动即可袁
但在校外袁学生如何利用余暇时间和各种体育资源

进行灵活多样的体育活动袁这是小学生进行余暇体

育行为所必需的能力袁然而目前小学生非常缺乏这

种能力遥

图 1 体育知识与技能获取途径

选择体育活动玩伴最重要的条件是年龄相仿尧
相识尧爱好相近袁朋友和同伴是青少年参与体力活

动影响最大的社会支持来源袁同伴的言语或行动支

持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身体活动行为 [10]遥
小学生处于生理尧心理快速成长的阶段袁迫切需要

与他人沟通互动袁在余暇时间也更愿意和同龄人一

起玩耍遥 为进一步分析同龄伙伴对小学生余暇体育

类
别

项目

男生渊N=365冤 女生渊N=341冤
有时
/%

经常
/%

没有
/%

有时
/%

经常
/%

没有
/%

1 你常常困倦想睡觉吗钥 34.3 10.3 55.4 39.6 10.7 49.8

2 你感到身体疲乏吗钥 24.5 5.8 69.8 27.9 5.0 67.1

3 你注意力不能集中吗钥 38.4 4.8 56.8 27.1 1.2 71.6

4 你有时感到烦躁吗钥 44.6 8.6 46.8 64.9 8.2 26.9

5 你经常感到头痛吗钥 30.9 2.9 66.2 36.3 3.1 60.5

活动内容

男生渊N=365冤 女生渊N=341冤 合计

频数
百分比

/%
频数

百分比

/%
频数

百分比

/%

课外阅读 143 20.3 177 25.1 320 45.3

玩手机 126 17.8 96 13.6 222 31.4

玩平板电脑 121 17.1 93 13.2 214 30.3

绘画 71 10.1 136 19.3 207 29.3

体育锻炼 117 16.9 74 10.5 191 27.1

听音乐或弹钢琴 73 10.3 103 14.6 176 24.9

看电视 102 14.4 63 8.9 165 23.4

交友聊天 52 7.4 56 7.9 108 15.3

其他 31 4.4 20 2.8 51 7.2

其他渊2.01%冤

电视渊23.06%冤

网络渊19.27%冤

体育课渊25.98%冤

社区活动渊5.58%冤

书籍渊13.40%冤

报刊渊10.7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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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影响袁本研究对小学生不同伙伴陪伴下的余

暇体育活动的差异进行了分析遥 首先袁将每周参加余

暇体育活动的次数由 0 次到 7 次以上袁 定为 8 个

等级曰 将每次余暇体育活动的持续时间由不超过

10 min 到不少于 120 min袁定为 10 个等级遥 本研究再

通过多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来验证不同伙伴陪

同对小学生每周参加余暇体育活动频率和持续时间

的影响遥
经 Kruskal-Wallis 检验显示袁小学生独自一人与

有伙伴陪伴的情况下袁 每周余暇体育活动参与的次

数和持续时间差异均具有显著性渊表 5冤遥 通过对陪

伴与余暇体育活动参与的多重比较发现院 从每周余

暇体育活动次数来看袁 独自一人的体育活动的频率

要低于兄弟姐妹陪同情况下的频率袁 且差异具有显

著性袁 兄弟姐妹陪同下的体育活动频率低于好朋友

陪同的体育活动的频率袁且差异具有显著性曰从每次

体育活动持续时间来看袁 具有与体育活动次数相同

的规律袁 说明好朋友的陪伴对小学生余暇体育活动

参与持续时间的影响更大遥
表 5 陪伴与余暇体育活动参与频率及持续时间的卡

方检验

注院* 表示在不同陪伴情况下袁 各组之间每次体育活动持

续时间的差异显著袁P＜ 0.05曰** 表示在不同陪伴情况下袁
各组之间体育活动次数的差异非常显著袁P＜ 0.01

然而袁城市小学生进行余暇体育活动时袁玩伴

基本以家庭成员为主渊图 2冤袁选择与同学或同龄人

一起进行体育活动的比例并不高渊35.6%冤袁主要原

因在于小学生放学后都有各自的任务袁 如课外班尧
家庭作业等袁在小区里很少能看到小学生玩耍的身

影袁想要找到合适的玩伴就比较困难遥 因此袁野缺乏

同龄玩伴冶是小学生余暇体育行为的重要人际限制

因素遥

小学生的生理尧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袁其自主意识

和自我监控能力相对较弱袁 余暇活动内容的安排在

一定程度上需要家长和教师的引导和帮助遥 家庭成

图 2 小学生余暇体育活动形式渊多选题冤

员的文化修养尧 行为习惯和意识水平都直接影响和

制约着学生的体育行为 [11]遥访谈中袁六成以上的小学

生表示家长严格控制他们闲暇时间参与体育活动袁
将文化课学习尧 补课放在首位遥 本研究样本 706 人

中袁 只有 339 名表示能在父母的陪伴下进行余暇体

育活动袁 说明了部分父母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子女

参与体育活动遥
问卷结果显示袁 不同的家庭成员对小学生余暇

体育活动的参与具有不同的影响遥 本研究对不同亲

子陪伴形式与小学生余暇体育活动的差异进行了参

数检验遥 经 Kruskal-Wallis 检验显示袁不同亲子陪伴

形式下的小学生余暇体育活动持续时间具有显著差

异渊表 6冤遥 虽然父亲与母亲陪伴下的体育活动次数

的差异不具显著性袁 但是活动持续时间差异具有显

著性遥 然而袁父亲大多忙于工作袁较少能留出时间专

门陪伴儿童进行体育活动袁这对儿童健康成长尧余暇

体育行为习惯养成尧余暇体育能力提高而言袁是一种

遗憾遥
表 6 亲子陪伴与余暇体育活动参与频率及持续时间

的卡方检验

注院* 表示在不同亲子陪伴形式下袁 小学生每次体育活动

持续时间具有显著性差异袁P＜ 0.05

体育教师作为学校体育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实

施者袁其意识和教学行为对学生余暇体育行为习惯的

活动
参与

陪伴
情况

N
平均
等级

平均
数

标准
差

卡方 P

每周余暇
体育活动

次数

兄弟姐妹 78 254.31 3.99 1.68

13.90 0.001**好朋友 251 252.30 4.06 1.93

独自一人 145 202.84 3.45 1.91

每次体育
活动持续

时间

兄弟姐妹 78 239.29 5.06 2.47

7.62 0.022*好朋友 251 251.47 5.30 2.63

独自一人 145 212.36 4.58 2.79

活动
参与

亲子
陪伴

N
平均
等級

平均
数

标准
差

卡方 P

每周余暇
体育活动

次数

父亲 83 162.76 3.61 1.64

母亲 60 165.72 3.95 2.20

父母 196 174.38 3.93 1.91

每次体育
活动持续

时间

父亲 83 182.16 5.25 2.67

母亲 60 132.58 3.85 2.02

父母 196 176.31 5.06 2.57

2.05 0.360

8.86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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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至关重要遥 形成余暇体育行为习惯袁除了兴趣

之外袁还要具备体育活动的能力和方法遥 对于小学

生而言袁就是要掌握野玩冶的方法遥 在对学生的访谈

中袁九成小学生表达了渴望教师教授其野玩冶的方

法袁然而现实情况是在体育课上袁体育教师很少传

授趣味性练习方法袁 其对学生余暇体育活动关注

度不高袁 缺少对学生余暇体育活动方法和能力的

培养遥 言行示范是体育教师显著的职业特点袁小学

生余暇体育行为的指导尧 余暇体育的知识与技能

传授袁要求体育教师野能说会做冶遥 如果体育教师对

余暇体育认识不足袁 这必将限制小学生的余暇体

育行为遥

余暇时间是体育活动开展的必备条件遥 根据小

学各年级的一般教学日程安排来看袁 学习日学生在

校时间 8院00要15院30 渊个别学校在 16院00 或 16院30
放学冤袁理论上小学生的余暇时间是比较多的袁但是

调查显示小学生的实际余暇时间并不多袁 将小学生

学习日和双休日的余暇时间分为 5 个等级 [12]袁可以

看出小学生双休日的余暇时间集中在中量级至充裕

级袁而学习日则集中在匮乏级至中量级渊表 7冤遥 小学

生的余暇时间不足是小学生余暇体育行为的结构性

限制因素遥
表 7 小学生可自由支配余暇时间等级划分渊N=706冤

体育场地器材是参与余暇体育活动的重要条

件遥小学生参与余暇体育活动的频次和意愿袁必然会

受到体育场地器材条件的限制遥 小学生余暇体育活

动空间特征显示渊图 3冤袁他们的体育活动区域集中

在社区范围内袁 而社区现有的公共体育设施大多是

针对成年人和老年人设计的袁 小学生对公共健身器

材的使用率很低渊图 4冤遥 访谈中袁八成学生和家长都

表示小区或社区配备的健身器材不适合小学生使

用袁器材种类无法满足小学生的需求遥 因此袁缺乏适

合的体育场地器材袁 构成了小学生余暇体育行为的

结构性限制遥

图 3 小学生余暇体育活动场所

图 4 社区健身器材使用频率渊次/周冤

野氛围是余暇锻炼自主行为产生尧维持和发展的

外部资源冶 [13]遥 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就是一种文化氛

围袁对城市小学生而言袁他们所处的环境主要包括学

校尧家庭和社区遥 通过访谈得知袁学校只关注学生在

学校的体育学习情况袁 对学生余暇体育行为培养关

注不足袁缺乏对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的指导和要求曰家
庭更多地关注学生的文化学习情况袁 家庭体育氛围

不足袁 家长普遍忽视甚至阻碍小学生的余暇体育行

为曰社区缺乏针对小学生群体的体育服务袁在体育设

施配备尧体育指导人员尧体育信息等服务方面未充分

考虑到小学生群体的体育需求遥 余暇体育氛围是促

进余暇体育行为的外部因素袁 它既可直接影响余暇

体育行为袁 还可通过作用于个体的主观体验而间接

影响遥 因此袁余暇体育氛围不足袁构成了小学生余暇

体育行为的结构性限制遥

小学生处于行为习惯养成的特殊时期袁上海市

小学生尚能较好地参与余暇体育活动袁 但各种限制

时段
余暇时
间等级

匮乏级
渊0~1 h冤

少量级
渊1~2 h冤

中量级
渊2~3 h冤

多量级
渊3~5 h冤

充裕级
渊＞5 h冤

学习日 样本数 158 239 173 79 57

比重 /% 22.4 33.9 24.5 11.2 8.1

双休日 样本数 68 94 114 189 241

比重 /% 9.6 13.3 16.1 26.8 34.1

其他

少年宫

广场

健身俱乐部

学校

公园

家里

小区或社区

37

65

78

156

183

292

307

412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6-7 次渊3%冤 7 次以上渊1%冤

3-5 次渊10%冤

0 次渊45%冤

1-2 次渊4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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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响着小学生余暇体育行为的形成遥
自身限制尧人际限制和结构限制共同影响着上

海市小学生的余暇体育行为袁 自身限制主要包括小

学生自身健康状况差尧余暇兴趣内容静态化尧自身掌

握的余暇体育知识与练习方法缺失曰同龄玩伴尧家长

和教师构成小学生余暇体育行为的人际限制因素曰
余暇体育的时间限制尧 体育场地器材缺乏和余暇体

育氛围不足是结构限制因素遥
家庭对小学生余暇体育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袁

具体表现在家庭成员的陪伴对小学生余暇体育参与

频次和活动时长的影响袁 其中父亲陪伴下的余暇体

育活动持续时间较长遥

要充分发挥学校体育的教育功能袁 树立学校在

余暇体育行为养成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袁 提高体育教

师对余暇体育的认识袁 完善形成学生身心健康与余

暇体育行为相统一的学校体育教育目标体系袁 使学

生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感受尧 体验余暇体育带来的

乐趣袁养成终身体育的行为习惯遥

加大余暇体育行为的宣传力度袁 充分利用纸质

媒体尧电视广播尧影视作品尧宣传广告等大众传播方

式袁宣传健康的余暇体育活动袁提升家长对余暇体育

行为的认知水平遥 学校可通过座谈会尧亲子运动会尧
开放日尧网络资料等多途径与家长互动袁提高家长参

与意识和指导水平遥

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切实履行公共体育服务职

能袁 为青少年参加形式多样的余暇体育活动提供更

多的体育场地器材和公共体育服务产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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