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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运动动机对其锻炼行为的影响院实施意向与自我认同感
的链式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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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探讨大学生运动动机与其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袁分析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感在大学生运动动机

与锻炼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并构建链式中介模型遥 运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 1 150 名在校大学生渊平均

年龄为 18.68±0.895 岁冤作为被试袁采用运动动机量表尧实施意向量表尧自我认同感量表尧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对其进行电子问卷调查遥 利用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尧Pearson 相关分析和 SPSS 23.0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遥
1冤大学生运动动机与其锻炼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渊 =0.351袁 <0.01冤袁运动动机对锻炼行为的直接

路径有显著影响渊 =0.167袁 =12.525袁 <0.01冤遥 2冤运动动机对实施意向渊 =0.217袁 =10.003袁 <0.01冤和自我

认同感渊 =0.164袁 =15.356袁 <0.01冤有正向预测作用曰实施意向可以正向预测锻炼行为渊 =0.243袁 =13.115袁
<0.01冤袁自我认同感可以正向预测锻炼行为渊 =0.284袁 =7.831袁 <0.01冤遥 3冤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感在运动

动机和锻炼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遥 中介效应包括 3 种路径院运动动机→实施意向→锻炼行为渊中介效应值

为 0.051冤尧运动动机→自我认同感→锻炼行为渊中介效应值为 0.043冤尧运动动机→自我认同感→实施意向→

锻炼行为渊中介效应值为 0.016冤遥 1冤运动动机对锻炼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遥 2冤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

感在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袁包括实施意向与自我认同感的独立中介作用袁以及实施意

向与自我认同感的链式中介效应遥
关键词院 大学生曰运动动机曰实施意向曰自我认同感曰锻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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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ports Motivation on Exercis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鄄
ing Effect of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and Self-identity

LI Kang1袁ZHOU Shaolin1袁MA Guocai2
渊1.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袁Qingha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袁Xining Qinghai袁810007曰2.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袁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袁Lanzhou Gansu袁730070冤
Abstract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rcise motivation and exercis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袁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and self-ident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rcise motivation and exercis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袁 and construct a chain mediation model. Methods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1袁150 college
students 渊average age院 18.68依0.895yrs冤 as subjects袁 and they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Exercise Motivation Scale袁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Scale袁 Self-identity Scale and Physical Activity Rating Scale. Common method deviation test袁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PSS 23.0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Results 1冤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exercise motivation and
exercis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渊 =0.351袁 <0.01冤袁 and exercise motivation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irect path of exer鄄
cise behavior 渊 =0.167袁 =12.525袁 <0.01冤. 2冤 Exercise motivation had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渊 =
0.217袁 =10.003袁 <0.01冤 and self-identity 渊 =0.164袁 =15.356袁 <0.01冤.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exercise
behavior 渊 =0.243袁 =13.115袁 <0.01冤袁 and self-identity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exercise behavior 渊 =0.284袁 =7.831袁 <0.01冤. 3冤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and self-identity play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xercise motivation and exercise behavior. The mediating ef鄄
fect included three paths: exercise motivation 寅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寅 exercise behavior 渊mediating effect value was 0.051冤袁

exercise motivation 寅 self-identity 寅 exercise behavior 渊medi鄄
ating effect value was 0.043冤袁 exercise motivation 寅 self-iden鄄
tity 寅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寅 exercise behavior 渊mediating
effect value was 0.016冤. Conclusion 1冤 Exercise moti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exercise behavior. 2冤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and self -identity played a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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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不佳已成为我国亟需解决的问题遥
截至 2020 年袁教育部公布的一项针对 115 万各级各类在校学

生的体质健康抽测数据显示袁大学生的体质健康野不及格率冶
高达 30%袁并且大学生野校园运动猝死冶现象时有发生遥青年兴

则国运兴遥 新时代的大学生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

任袁其体质健康关乎国家强盛的百年大计袁引起了国家和社会

的高度关注遥1985 年至今袁我国开展了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

研遥 数据显示袁我国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整体呈下降趋势袁学
生中野小胖墩冶野豆芽菜冶的患病率持续上升咱1暂遥教育部发布的第

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袁全国 6耀22 岁学生体

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仅为 23.8%袁 其中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整体

呈下滑趋势咱2暂遥因此袁大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遥现有研

究表明袁 智能电子产品的依赖和久坐少动的生活方式致使大

学生缺乏身体活动已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社会问题袁 也是导

致肥胖率和近视率持续上升的危险因素咱3暂遥对于即将步入社会

的毕业生来说袁野学业负担冶和野寻找工作冶占据他们生活的大

部分时间袁很难保证健康有规律的锻炼活动遥
锻炼行为是指个体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达到增强体质

的体育活动遥 众多研究证实袁大学生锻炼行为的减少是其体质

下降尧肥胖率和近视率上升的主要成因咱4暂遥现有研究证实袁有规

律的锻炼行为可以提升人体的体质健康水平咱5暂遥大学生处于人

生的关键时期袁掌握 1耀2 项优势技能袁提升其主动参与体育锻

炼的积极性袁有利于形成良好锻炼习惯遥 研究表明袁影响大学

生锻炼行为的因素多种多样袁包括个人因素尧家庭因素尧学校

因素和社会因素咱6暂遥然而袁不论哪一种影响因素袁它们的作用机

制都是从宏观到微观袁或者作为中间变量或第三变量存在遥 综

上所述袁为了探讨影响大学生锻炼行为的内在机制袁有必要进

一步分析运动动机到锻炼行为的具体路径遥
计划行为理论渊TPB冤作为最有效的社会认知理论之一袁提

出动机是决定行为的直接因素咱7暂遥动机是指个人对自己将来从

事某种行为的可能性的主观评价袁 及其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

甘愿做出的努力程度咱8暂遥 近年来袁许多心理学者从不同角度直

接或间接地研究动机与行为之间存在的关联性遥 在体育领域袁
计划行为理论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遥 现有研究表明袁运动动机

可以影响锻炼行为咱9暂袁干预行为动机可以增加大学生的身体活

动频率袁从而养成有规律的锻炼习惯咱10暂遥 将动机转化为实际行

动袁 弥合了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差距袁 已成为计划行为理论

渊TPB冤在体育界研究和应用的焦点咱11暂遥 由此可见袁提高大学生

运动动机对增强其锻炼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基于此袁为了持

续提升锻炼行为的预测能力袁 探讨大学生运动动机到锻炼行

为的转变过程袁 进一步揭示影响大学生运动动机和锻炼行为

的内隐性因素袁我们提出以下假设遥
H1院大学生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遥
实施意向是指具体的行动计划袁 该计划规定了个人将何

时何地以及采取何种行动来达到其目的遥 它被设计为一种意

志策略袁以促进动机转化为行动袁这有助于个人克服野动机-行
为冶差距咱12暂遥 实施意向将行动的具体状况与预先选择的目标导

向行动以野如果-那么冶的形式联系起来袁从而有效地促进目标

的实现遥 根据野刺激-回应冶理论袁实施意向是通过形成野刺激-
回应冶连接来改变行为的有效手段咱13暂遥 研究者们认为袁意向行

为的实施需要一系列的行动控制遥 如果在动机和行为之间添

加使个体主观地感受到对行为的控制感和能力的变量袁 则可

以弥合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差距咱14暂遥 在野如果-那么冶形式中袁实
施意向将情境线索和以目标为导向的响应联系起来袁 对行为

的控制感使个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何时尧 何地以及采取什么

行动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袁 从而帮助个体将锻炼计划与情境线

索相匹配袁从而提升锻炼行为的解释力咱15暂遥 在体育活动过程

中袁仅仅改变大学生的实施意向是远远不够的袁大学生更可能

利用实施意向克服眼前困难袁 经过深思熟虑后使行为意向自

动化袁从而将体育活动意向转化为实际参与行为咱16暂遥 这表明袁
增加实施意向并不一定意味着增加锻炼行为袁 这个过程可能

会受到第三个变量的干扰遥 因此袁我们推测袁实施意向可能在

大学生的运动动机转化为锻炼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遥 也就是说袁当大学生产生运动动机时袁他们需要一定

程度的实施意向才能真正将运动动机转化为锻炼行为遥 因此袁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遥

H2院 实施意向在大学生的运动动机和锻炼行为之间发挥

中介作用遥
中介变量的确定主要是依据学科领域的理论指导或从相

关研究结果迁移而来袁 但对中介变量的确定仍缺乏多学科视

角遥 本研究关注的是另一个中介机制院 自我认同感的中介作

用遥 自我认同感指的是个体根据自己的经验对自我形成的反

思性理解遥个体发展前后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咱17暂遥自我

认同感不具有稳定的特征袁它通过个体经验进行检验和反映袁
是个体不断发展的结果咱18暂遥 自我认同感的本质是解决野我是

谁冶的问题袁是个体认知发展的内在动力遥 个体认知在计划行

为理论渊TPB冤中起着重要作用遥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渊TPB冤的概

念界定袁行为是个人深思熟虑的结果遥 个体的认知水平越高袁
对行为的感知行为控制就越强咱19暂遥 因此袁我们参考计划行为理

论渊TPB冤袁将自我认同感作为中介变量遥 已有研究表明袁自我认

同感可以有效地预测个体未来 2 个月参加体育活动的意图咱20暂遥
还有研究发现袁 自我认同感在大学生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的

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袁 能够直接预测行为或通过动机间

接影响行为袁并且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预测变量咱21暂遥 换句话

说袁更高水平的自我认同感意味着个体具有更强的内在动机遥
具有提高自身价值的内在动机袁 将促进大学生运动动机向锻

炼行为的转变遥 因此袁我们提出以下假设遥
H3院 自我认同感在大学生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发挥

中介作用遥
人格发展理论渊Theory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冤认为袁如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xercise motivation and exercise behavior袁 including the independent mediating role of implementation inten鄄
tion and self-identity袁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and self-identity.
Keywords院college students曰 motor motivation曰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曰 sense of self-identity曰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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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个体在整合过去经验的过程中获得积极的结果袁 就会产生

更高水平的自我认同感遥 已有研究表明袁自我认同感有助于个

体实现预定目标袁并且可以促进个体采取更积极的行为咱22暂遥 目

标实现后的赞赏和肯定会激发个体的求知欲袁 内心萌生更积

极的实施意向咱23暂遥 因此袁自我认同感与实施意向两者之间可能

存在显著正相关遥 自我认同感在运动动机和锻炼行为之间发

挥中介作用袁而实施意向可能进一步增强这一中介效应遥 在将

运动动机转化为锻炼行为的过程中袁 有必要通过实施意向来

控制锻炼行为袁 这可能需要通过提升自我认同感进而增强锻

炼行为遥 综上所述袁运动动机对大学生的自我认同感具有预测

作用袁并对实施意向产生影响袁实施可能会影响锻炼行为的形

成遥 基于此袁我们提出以下假设遥
H4院 自我认同感和实施意向在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

发挥链式中介作用遥
综上所述袁 为了研究大学生的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

的内在机制袁本研究构建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渊如图 1冤袁并验

证以下几个方面院1冤 运动动机正向显著预测大学生的锻炼行

为曰2冤 自我认同感在大学生的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起着

独立的中介作用曰3冤 实施意向在大学生的运动动机与锻炼行

为之间起着独立的中介作用曰4冤 自我认同感与实施意向在大

学生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遥

图 1 链式中介模型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运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分别从河南尧陕西尧甘肃尧青海尧西藏

选择 1 150 名在校大学生渊平均年龄为 18.68依0.895 岁冤作为

被试并发放电子调查问卷遥 共发放电子问卷 1 150 份袁 剔除

109 份有常规答案和缺乏数据的无效问卷袁 收回 1 041 份袁有
效回收率 90.52%遥 其中男生 568 人袁女生 473 人遥
2.2 测量工具

2.2.1 运动动机量表

采用 Pelletier 等人修订的叶运动动机量表曳测量大学生

的锻炼动机遥 研究证实袁该量表适用于测量大学生的运动动

机咱24暂遥 量表运用李克特 7 点记分袁共 6 个题项袁从野1 非常不

同意冶到野7 非常同意冶遥 得分越高袁表明参加运动的动机越

强遥 研究对该量表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状检验 渊KMO=
0.91曰Bartlett=183 215.69袁 <0.01冤袁 解释了总方差的 74.42%
渊见表 1冤遥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数为 2/ =2.792袁 =
0.932袁 =0.911袁 =0.917袁 =0.925袁 =0.093遥 拟

合优度显著较好袁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渊见表 2冤遥
为 0.79袁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遥

2.2.2 实施意向量表

采用王丽娟等人修订的实施意向量表遥量表采用李克特 7
点记分袁共 6 个题项袁从野1 非常不同意冶到野7 非常同意冶遥 得分

越高袁实施意向越强遥 已有研究证明袁该量表在大学生体育锻

炼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遥 研究对该量表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状检验渊KMO=0.93曰Bartlett=8 973.64袁 <0.01冤袁解释

了总方差的 73.85%渊见表 1冤遥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数为
2/ =2.431袁 =0.961袁 =0.933袁 =0.964袁 =0.917袁

=0.083遥 拟合优度显著较好袁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

构效度渊见表 2冤遥 为 0.87袁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

良好遥
2.2.3 自我认同感量表

采用 Jackson 等人编制的自我认同感量表遥量表采用李克

特 5 点记分袁12 个题项袁从野1 高度不一致冶到野5 高度一致冶遥得
分越高袁自我认同感越强遥 已有研究表明袁该量表在大学生体

育锻炼过程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咱25暂遥研究对量表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状检验渊KMO=0.92曰Bartlett=4 658.47袁 <0.01冤袁解释

了总方差的 72.62%渊见表 1冤遥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数为
2/ =1.885袁 =0.991袁 =0.984袁 =0.990袁 =0.906袁

=0.061遥 拟合优度显著较好袁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

构效度渊见表 2冤遥 为 0.76袁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

良好遥
2.2.4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采用梁德清等人修订的体育活动等级量表遥 量表从大学

生体育锻炼的强度尧时间尧频率 3 个维度进行评价遥 量表采用

李克特 4 点记分袁共 15 个题项渊每个维度包含 5 个题项冤袁从
野1 不参加体育锻炼冶到野4 大量参加体育锻炼冶遥等于或小于 19
分表示运动量小袁20耀42 分表示中等运动量袁 等于或大于 43
分表示运动量大遥得分越高袁体育锻炼量越高遥已有研究证明袁
该量表在大学生体育锻炼过程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咱26暂遥 研究

对量表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状检验 渊KMO=0.91曰Bartlett=
264 360.51袁 <0.01冤袁解释了总方差的 71.84%渊见表 1冤遥 验证

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数为 2/ =2.332袁 =0.984袁 =0.931袁
=0.906袁 =0.981袁 =0.037遥 拟合优度显著较好袁说

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渊见表 2冤遥 为 0.77袁
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遥
2.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23.0 和 AMOS 21.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遥 对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如下处理院1冤采用 SPSS 23.0
对各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曰2冤 采用 AMOS 21.0 对所有量

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曰3冤采用 SPSS 23.0 对各量表进行内部

一致性检验曰4冤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曰5冤运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计算运动动机尧实施意向尧自我认

同感与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袁 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用平均值

渊M冤依 标准差渊SD冤表示曰6冤采用 Hayes 在 SPSS 23.0 中编写的

SPSS 宏程序分别验证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感在大学生运动

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袁 以及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

感在大学生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曰7冤采
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程序中的模型 6 对链式中介作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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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试遥 在本研究中袁把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0.05遥
3 结果和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是指由于相同的数据源或评分者尧 相同的

测量环境尧 项目语境以及项目自身特征所造成的预测变量和

效标变量之间人为的共变遥 这种人为的共变对研究结果产生

严重的混淆并对研究结论有潜在的误导袁是一种系统误差咱27暂遥
由于本研究中的数据都是通过量表收集的袁 可能存在共同方

法偏差的问题遥 因此袁本研究采用了 Harman 单因素法来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遥 检验结果表明袁主成分分析的第一个因子解释

的变异量为 30.69%袁低于 40%的临界值袁说明本研究不存在

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遥
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观察表 1 和表 3 可以看出袁运动动机渊 =0.351袁 <0.01冤尧
实施意向渊 =0.557袁 <0.01冤和自我认同感渊 =0.536袁 <0.01冤与

锻炼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遥 运动动机渊 =0.506袁 <0.01冤和
实施意向渊 =0.607袁 <0.01冤与自我认同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遥 运动动机渊 =0.294袁 <0.01冤与实施意向之间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遥 相关性分析结果为后续的假设检验提供了数据

支持遥
根据温忠麟对中介效应检验的建议咱28暂袁对链式中介效应

模型进行了验证袁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遥 分析表 4 可知袁在控

制性别的情况下袁 运动动机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锻炼行

为袁总效应为 0.167渊 <0.01冤袁直接效应为 0.053渊 <0.01冤遥 因

此袁 假设 1 成立遥 当将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感纳入回归方程

时袁运动动机对实施意向渊 =0.217袁 <0.01冤和自我认同感渊 =
0.164袁 <0.01冤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遥 实施意向对自我认同

感渊 =0.275袁 <0.01冤和锻炼行为渊 =0.243袁 <0.01冤具有显著

正向预测作用遥 自我认同感对锻炼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渊 =0.284袁 <0.01冤遥 结果表明袁运动动机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锻

炼行为袁 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感分别在运动动机和锻炼行为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遥 因此袁假设 2 和假设 3 成立遥

表 1 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

表 2 各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

运动动机

实施意向

自我认同感

锻炼行为

0.92

0.93

0.92

0.90

变量 KMO

183 215.69

8 973.64

4 658.47

264 360.51

Bartlett渊 <0.01冤 累积方差解释率渊%冤

74.42

73.85

72.62

71.84

Cronbach'α

0.79

0.87

0.76

0.77

1.运动动机

2.实施意向

3.自我认同感

4.锻炼行为

2.792

2.431

1.885

2.332

变量 χ2/df

0.932

0.961

0.991

0.984

CFI NFI

0.991

0.993

0.984

0.931

GFI

0.917

0.964

0.990

0.906

NNFI

0.925

0.917

0.906

0.981

RMESA

0.093

0.083

0.061

0.037

表 3 各变量的均值尧标准差尧相关系数

注院* 在 0.05 水平下袁相关性显著袁** 在 0.01 水平下袁相关性显著曰下表同

1.运动动机

2.实施意向

3.锻炼行为

4.自我认同感

4.78

2.91

23.71

3.26

变量 M

2.06

1.57

7.68

0.91

SD 1

1

0.294**

0.351**

0.506**

2

1

0.557**

0.607**

3

1

0.536**

4

1

表 4 各变量回归关系分析

注院LLCI 为 Bootstrap 采样 95%区间的下限袁ULCI 为 Bootstrap 采样 95%区间的上限曰下表同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运动动机→锻炼行为

运动动机→实施意向

运动动机→自我认同感

自我认同感→实施意向

实施意向→锻炼行为

自我认同感→锻炼行为

运动动机→锻炼行为

效应 路径

0.053

0.217

0.164

0.275

0.243

0.284

0.167

SE

0.013

0.022

0.010

0.011

0.018

0.035

0.013

3.994

10.003

15.356

20.352

13.115

7.831

12.525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LLCI ULCI

0.026

0.176

0.141

0.254

0.195

0.205

0.137

0.076

0.262

0.180

0.316

0.265

0.340

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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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Bootstrap 对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袁 并构建结构方程

模型遥选择 SPSS 宏程序模型 6 来检验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的

链式中介效应渊见表 5冤遥实施意向在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

的中介效应检验的置信区间为渊0.037袁0.068冤袁不包括 0袁中介

效应占总效应的 30.54%袁证明假设 2 成立遥 自我认同感在运

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的置信区间为

渊0.025袁0.061冤袁不包括 0袁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5.75%袁低于

实施意向的中介作用袁证明假设 3 成立遥 实施意向与自我认同

感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的置信区间渊0.010袁0.022冤袁不包括 0袁
验证了链式中介效应路径的存在袁从而证明假设 4 是成立的遥
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感在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的链式中

介效应如图 2 所示遥

图 2 实施意向与运动动机尧锻炼行为尧自我认同的链式中介

模型

4 讨论

4.1 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袁 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

关关系袁与现有的研究结果一致咱29暂袁验证了假设 1遥现有研究表

明袁个体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是内在的袁运动动机的产生有利

于锻炼行为的实现咱30暂遥 大学生正处于体质健康发展的关键时

期袁 培养其终身体育的意识和养成有规律的体育锻炼习惯至

关重要遥 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的关系袁结
果表明袁个体的运动动机越强袁参与锻炼的可能性就越大遥 由

此可见袁动机是行为最直接的预测因素袁提高大学生的运动动

机可以有效地促进其锻炼行为遥
4.2 实施意向与自我认同感的独立中介效应

研究发现袁 实施意向在运动动机和锻炼行为之间起中介

作用袁验证了假设 2遥 本研究在验证大学生运动动机对其锻炼

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的基础上袁从 3 个维度袁揭示运动动机

是改善实施意向和锻炼行为的重要因素遥 这与现有研究结果

一致袁即运动动机对实施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咱31暂遥 本

研究还发现实施意向在大学生的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起

着部分中介作用袁 这意味着运动动机一方面可以直接影响大

学生的锻炼行为袁 另一方面通过实施意向间接影响大学生的

锻炼行为遥 因此袁 在研究大学生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的关系

时袁应重视实施意向的作用遥
本研究还发现袁 自我认同感在运动动机和锻炼行为之间

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袁验证了假设 3遥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袁
即运动动机能够提升自我认同感咱32暂和自我认同感对锻炼行为

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咱33暂遥 与此同时袁本研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检验袁结果表明袁运动动机不仅是提高自我认同感的关键

因素袁也是促进大学生锻炼行为的重要因素遥 通过培养大学生

的自我认同感袁使其能够以更全面尧更客观的自我意识野重新

定义自己冶袁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运动任务袁从而产生更积极

的锻炼行为遥
4.3 实施意向与自我认同感的链式中介效应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袁 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感对大学生运

动动机和锻炼行为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袁验证了假设 4遥 这

与现有的研究结果一致袁 即自我认同感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

升大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实施意向咱34暂遥 运动动机可以为大学

生提供实施意向的条件袁 而自我认同感则是实施意向的驱动

因素遥 自我认同感相关性越强袁个体做出实际行动的可能性越

大遥 具有高度自我认同感的个体袁对自己有较高的认知袁能够

对自己做出的决定进行反思袁并在能力范围内积极完成任务遥
因此袁大学生的运动动机越高袁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感水平也

越高袁 从而产生积极的锻炼行为遥 因此袁 本研究中自我认同

感寅实施意向的链式中介作用是可行的袁 且运动动机对锻炼

行为的预测产生部分中介作用遥 因此袁以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

感作为 野第三个变量冶 来弥合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的差

距袁有助于解释和预测意向行为转化的复杂机制袁对改善大学

生的锻炼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遥 本研究的链式中介效应

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体育教育工作者袁 在鼓励大学生

从野意向冶向野实施冶转变的过程中袁提升大学生的自我认同感

和实施意向是增强其运动动机和锻炼行最显著的路径遥
5 结论

1冤大学生的运动动机尧实施意向尧自我认同感与锻炼行为

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曰运动动机尧实施意向与自我认同感有显

著正相关关系曰运动动机与实施意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遥
2冤大学生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感在运动动机和锻炼行为

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遥 包含 3 个中介路径院实施意向的独

立中介效应袁自我认同感的独立中介效应袁以及实施意向和自

我认同感的链式中介效应遥
3冤大学生的锻炼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身实施意向水

平和自我认同感水平的影响遥 因此袁在改善大学生体育锻炼行

为的过程中袁建议以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为立足点袁从培养体

育锻炼意识入手袁 关注大学生的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感的水

平袁并通过提高大学生的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感水平袁促进其

锻炼行为的改善袁 从而使其养成终身体育意识和良好的运动

表 5 实施意向与自我认同感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运动动机→实施意向→锻炼行为

运动动机→自我认同感→锻炼行为

运动动机→自我认同感→实施意向→锻炼行为

路径

0.051

0.043

0.016

中介效应 SE

0.007

0.008

0.005

LLCI

0.037

0.025

0.010

ULCI

0.068

0.061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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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遥
6 不足和展望

1冤研究探讨了大学生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的关系袁构建

了链式中介模型袁 揭示了运动动机对锻炼行为影响的内在机

制袁 这对弥合运动动机与锻炼行为之间的差距具有一定的指

导价值袁 也为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遥 然

而袁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和主观报告方法对大学生的锻炼行为

进行评价袁这种方法容易受到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遥 未来可以

采用纵向跟踪或实验干预设计来更有效地解释运动动机对大

学生锻炼行为的影响遥
2冤研究仅探讨了实施意向和自我认同感对大学生运动动

机和锻炼行为的中介作用袁 忽略了现实中其他可能的中介变

量袁如情绪尧自我效能感尧感知社会支持等袁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后续研究应以野增强体质冶为导向袁深入探究体育锻炼计划的

野剂量效应冶及其相关变量的影响袁从而帮助大学生获得更多

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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