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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身体自我效能对身体活动及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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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大学生身体自我效能对身体活动及体质健康的影响，为制定大学生身体活动和体质健康提升策略提

供参考。方法 于2021年12月—2022年4月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广州市某高校大一、大二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

过问卷调查收集大学生的人口学信息、体育锻炼方式等情况，采用身体自我效能量表（PSE）调查身体自我效能，采用

国际体力活动问卷短卷（IPAQ-S）调查身体活动水平，通过学校体质健康标准测试评价体质健康水平；采用多因素 lo⁃
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大学生身体自我效能与身体活动及体质健康的关联。结果 调查4 171人，回收有效问卷3 811份，

回收有效率为91.37%。其中男生1 582人，占41.51%；女生2 229人，占58.49%。大一年级1 967人，占51.61%；大

二年级1 844人，占48.39%。身体自我效能评分M（QR）为36（7）分；身体活动达标1 777人，达标率为46.63%；体

质健康优良1 112人，优良率为29.18%。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性别、年级、专业和生源地等因素后，

身体自我效能是身体活动达标（OR=1.054，95%CI：1.043~1.064）、体质健康优良（OR=1.109，95%CI：1.096~1.122）
的促进因素。结论 大学生身体自我效能的提升可能促进身体活动达标和体质健康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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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physical self-efficacy 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physical health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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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physical self-efficacy 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physical health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formulation of the strategy to improve physical activity and physical
health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Methods Freshmen and sophomores were sampled from a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City using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from December 2021 to April 2022. Students' demographics and types of
sport exercises were collected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s. Physical self-efficacy was tested using the Physical Self-effi⁃
cacy Scale, and physical activity was measured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Short, while
physical health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school physical health standard test. The associations of physical self-efficacy
with physical activity and physical health were examined using a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To⁃
tally 4 171 questionnaires were allocated, and 3 81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with a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91.37%. The respondents included 1 582 males (41.51%) and 2 229 females (58.49%), and included 1 967
freshmen (51.61%) and 1 844 sophomores (48.39%). The median score of physical self-efficacy was 36 (interquartile
range, 7) points, and there were 1 777 students reaching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physical activity (46.63%) and
1 112 students with excellent and good physical health (29.18%).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hysical self-efficacy was a promoting factor for the proportion of reaching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physic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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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054, 95%CI: 1.043-1.064) and excellent and good physical health (OR=1.109, 95%CI: 1.096-1.122) after adjust⁃
ment for gender, grade, specialty and source of students. Conclusion The improvement of physical self-efficacy may in⁃
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reaching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excellent and good physical health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Keywords: physical self-efficacy; physical activity; physical health; university student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身体活动定义为由骨

骼肌肉产生的需要消耗能量的任何身体动作，并指出

运动不足是全球第四大死亡风险因素［1］。体质健康

是指躯体形态、功能和素质等方面的综合健康状况。

有研究显示，身体活动不足、身体素质下降会增加患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的风险［2-3］。为

此，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干预大学生的身体活动与体

质健康状况：《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

工作的意见》提出保障学生体育活动时间，强调大学

生体质健康达标方可毕业［4］；《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 年）》明确要求到 2030 年，学生体质健康优良

率达到 60% 及以上［5］。然而，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

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大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增长不

明显，超重肥胖率上升，身体素质下滑［6］。

身体自我效能指个体对自身身体能力能否完成体

育活动的信念水平，自我效能理论认为，个体对自身

能力的认识影响其行为主动性和行动潜能。近年研究

发现，青少年的自我效能对身体活动有正向影响［7］，

但也有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的运动信念与身体活动及

体质健康水平并无关联［8］。本研究采用身体自我效

能量表（Physical Self-efficacy Scale，PSE）、国际体

力活动问卷短卷（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
tionnaire-Short，IPAQ-S）评估广州市某高校大学生

的身体自我效能与身体活动达标情况，通过学校体质

健康标准测试测量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探究身体自

我效能对身体活动及体质健康的影响，为制定大学生

身体活动和体质健康提升策略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广州市某高校大一、

大二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并排除因病或因事请假学

生。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问卷内容包括 3 部分：（1）一般

资料，包括性别、年级和专业等 7 项。（2）PSE，包

含身体能力知觉和身体能力信心 2 个分量表，各 5
个条目，采用 Likert 6 级计分制，从“完全不同意”

到“完全同意”分别评定为 1～6 分，身体能力知觉

得分越高表示自我知觉的身体能力水平越高，身体能

力信心得分越高表示完成运动任务的信念水平越强，

分量表得分相加为身体自我效能总分，总分越高表示

身体自我效能越强。身体能力知觉分量表、身体能力

信心分量表、全量表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69、
0.78 和 0.79［9］。（3） IPAQ-S，通过询问个体过去 1
周的身体活动种类、强度、频率和每天累计时间，评

估身体活动达标情况［10］。依据 IPAQ 开发工作组［11］

和《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编写委员会［12］提出的

计算原则，1 周内达到 150~300 min 中等强度或 75~
150 min 高强度有氧活动，或等量的中等强度和高强

度有氧活动组合为身体活动达标，否则为不达标。由

学校学生处组织学生参与，采用问卷星进行调查。

1.2.2 体质测量 由学校体育部教师通过专业仪器测

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并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2014 年修订）》进行评价［13］，总分 120 分，≥
90 分为优秀，80~<90 分为良好，60~<80 分为及格，<

60 分为不及格。≥80 分为体质健康优良，体质健康

优良率为达到优良标准人数占总测量人数的比例。

1.2.3 质量控制 由双人进行数据核查，剔除无效问

卷，剔除标准：（1） 量表所有题项均为同一选项；

（2）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任一项目未完成。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5.0 软件统计分析。定

量资料不服从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

［M（QR）］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

或 Kruskal-Wallis H 检验；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

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

析身体自我效能与身体活动及体质健康的关联。检验

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调查大学生基本情况 调查 4 171 人，回收有

效问卷 3 811 份，回收有效率为 91.37%。其中男生

1 582 人，占 41.51%；女生 2 229 人，占 58.49%。

大一年级 1 967 人，占 51.61%；大二年级 1 844 人，

占 48.39%。城镇 2 155 人，占 56.55%；农村 1 656
人，占 43.45%。医学专业 3 163 人，占 83.00%。加

入体育社团/运动队 1 348 人，占 35.37%。单独锻炼

1 925 人，占 50.51%；和他人一起锻炼 1 835 人，

占 48.15%；从不锻炼 51 人，占 1.34%。喜欢个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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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项目 1 758 人，占 46.13%；喜欢团体运动项目

2 053 人，占 53.87%。

2.2 身体自我效能评分情况 大学生身体自我效能

总分 M（QR）为 36（7）分。男生身体自我效能评分

高于女生（P<0.05）；城镇学生身体自我效能评分高

于农村学生（P<0.05）；加入体育社团/运动队的学生

身体自我效能评分高于未加入学生（P<0.05）；喜欢

团体运动项目的学生身体自我效能评分高于喜欢个人

运动项目的学生（P<0.05）。见表 1。

表 1 大学生身体自我效能、身体活动和体质健康水平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physical self-efficacy, physical activity and physical health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项目

性别

男

女

年级

大一

大二

生源地

城镇

农村

专业

医学

非医学

加入体育社团/运动队

是

否

体育锻炼方式

单独锻炼

和他人一起锻炼

从不锻炼

喜欢的运动项目

个人项目

团队项目

调查

人数

1 582
2 229

1 967
1 844

2 155
1 656

3 163
648

1 348
2 463

1 925
1 835

51

1 758
2 053

身体自我效能

评分

［M（QR） /分］

36（8）
36（8）

36（8）
36（7）

36（8）
36（6）

36（7）
36（9）

37（9）
36（8）

36（7）
36（7）
36（7）

36（9）
36（8）

Z/χ2值

-9.420

-1.302

-2.456

-0.733

-13.654

1.523 a

-2.019

P值

<0.001

0.193

0.014

0.464

<0.001

0.467

0.044

身体活动

达标

人数

926
851

1 004
773

1 052
725

1 497
280

841
936

905
851
21

813
964

达标

率/%

58.53
38.18

51.04
41.92

48.82
43.78

47.33
43.21

62.39
38.00

47.01
46.38
41.18

46.25
46.96

χ2值

154.048

31.827

9.545

3.666

208.183

0.771

0.192

P值

<0.001

<0.001

0.002

0.056

<0.001

0.680

0.661

体质健康

优良

人数

344
768

526
586

629
483

948
164

546
566

539
554
19

495
617

优良

率/%

21.74
34.45

26.74
31.78

29.19
29.17

29.97
25.31

40.50
22.98

28.00
30.19
37.25

28.16
30.05

χ2值

72.337

11.688

<0.001

5.659

129.470

3.813

1.648

P值

<0.001

0.001

0.989

0.017

<0.001

0.149

0.199

注：a表示Kruskal-Wallis H检验的χ2值。

2.3 身体活动和体质健康情况 大学生身体活动达

标 1 777 人，达标率为 46.63%；体质健康优良

1 112 人，优良率为 29.18%。男生身体活动达标率

高于女生，体质健康优良率低于女生；大一学生身体

活动达标率高于大二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低于大二

学生；城镇学生身体活动达标率高于农村学生；医学

专业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高于非医学专业学生；加入

体育社团/运动队的学生身体活动达标率和体质健康

优良率均高于未加入的学生（均 P<0.05）。见表 1。

2.4 大学生身体自我效能与身体活动及体质健康的

关联分析 分别以身体活动（0=未达标，1=达标）、

体质健康（0=未达优良，1=优良）为因变量，以性

别、年级、生源地、专业、加入体育社团/运动队

和身体自我效能评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向前法筛选影响因素。结果

显示：控制性别、年级等因素后，身体自我效能

是身体活动达标、体质健康优良的促进因素。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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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身体活动达标和体质健康优良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portion of reaching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excellent and good physical health

因变量

身体活动

体质健康

自变量

性别

男

年级

大一

生源地

城镇

加入体育社团/运动队

是

身体自我效能

常量

性别

男

年级

大一

专业

医学

加入体育社团/运动队

是

身体自我效能

常量

参照组

女

大二

农村

否

女

大二

非医学

否

β

0.697

0.369

0.172

0.824
0.052

-2.939

-1.068

-0.312

0.238

0.656
0.103

-4.694

xs

0.070

0.070

0.070

0.073
0.005
0.196

0.085

0.078

0.107

0.081
0.006
0.242

Wald χ2值

97.774

28.235

6.069

125.680
105.306
224.437

156.179

16.126

4.953

66.233
307.601
376.982

P值

<0.001

<0.001

0.014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26

<0.001
<0.001
<0.001

OR值

2.008

1.447

1.188

2.279
1.054
0.053

0.344

0.732

1.268

1.927
1.109
0.009

95%CI

1.749~2.305

1.262~1.658

1.036~1.363

1.974~2.632
1.043~1.064

0.291~0.406

0.628~0.852

1.029~1.563

1.645~2.256
1.096~1.122

3 讨 论

本次对广州市某高校 3 811 名大学生的调查显

示，大学生身体活动达标率为 46.63%，即 53.37%
未达到《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建议的身体活动水

平［12］；体质健康优良率为 29.18%，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6］，但与《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制

定的目标［5］仍有较大差距。

不同性别、年级、生源地、加入和未加入体育社

团/运动队的大学生身体活动达标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与女生相比，男生的身体活动达标率更高，可

能由于受潮流文化影响，有主动健身意识的男性比

例更高。大二学生的身体活动达标率较大一学生低，

可能与学业压力增大，可自由支配时间减少有关。

城镇学生身体活动达标率高于农村学生，可能是近

年来城镇地区对健康促进工作愈发重视，对城镇学

生的身体活动习惯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农村地区的

学校与家庭教育中较为缺乏对学生身体活动的正向

引导［14］。加入体育社团/运动队学生的运动训练能

够直接提升其身体活动水平，因此身体活动达标率

也高于未加入的学生。

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加入和未加入体育社

团/运动队学生的体质健康优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男生的体质健康优良率低于女生，可能与男生的引体

向上项目与女生的仰卧起坐项目平均分存在显著差

异［15］有关，而且男性中有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

惯的群体所占比例较高［16-17］，可能对体质健康产生

了消极影响。大一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低于大二学

生，可能与大二学生积累了更多的体质测试经验有

关。医学专业学生的体质健康优良率高于非医学专业

学生，可能与更高的健康相关认知水平有关，也可能

与学业成绩和体育成绩的正相关关系有关［18］。

调查大学生的身体自我效能评分中位数为 36
分，不同性别、生源地、加入和未加入体育社团/运
动队、喜欢不同运动项目的大学生身体自我效能评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生的身体自我效能评分低于男

生，可能因为女性对身材更为关注，体格焦虑感更

强［19］。农村学生身体自我效能评分低于城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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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农村学生感受到的生活和就业压力更大，

又未能建立起对压力的正确认知，对其信念水平造成

消极影响［20］。加入体育社团/运动队、喜欢团体运动

项目的学生身体自我效能评分较高，原因可能是参与

社团或团体运动的学生能感受到更多的同伴支持和教

师支持［21］，有助于提升身体自我效能水平。

大学生身体自我效能对身体活动达标及体质健康

优良均有积极影响，与刘汉平［22］的研究结果一致。

对身体越自信的群体主动参与体育活动的意愿越

强［23］，自我效能感越高的群体行为越自律，在运动

锻炼中的主动、自律与坚持最终可正向作用于身体活

动及体质健康水平［24］。谢莉等［25］研究显示自我效能

感与自身成功经验、人际支持存在正相关关系，提示

在体质健康促进工作中应尊重学生人格，提倡鼓励式

教学，同时制定合理的运动目标，减少失败体验，缓

解学生的紧张、焦虑情绪。此外，鼓励大学生积极参

与团体运动项目也有助于提升其身体自我效能。今后

相关研究可纳入人际支持、生活方式等因素进一步探

讨身体活动、体质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关联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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