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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显著袁已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遥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 7 次人口普查数据袁 我国年满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2.6 亿人袁 占总人口比重的 18.7%咱1暂遥
2021 年江西省有 760 多万老年人口袁 据预测往后每年将净增

27耀35 万人袁其中高龄尧失能老年人口数也将快速上升遥 老年

群体日益增长的美好健康生活需要与不平衡尧 不充分发展之

间的矛盾袁将成为江西老年健康工作的主要矛盾咱2暂遥 根据我国

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叶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8曳得知袁
流动老年人口数量及占总流动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1 778.4 万

人和 8.01%袁相比 2005 年分别增长 6.43 倍和 4.17 倍遥 我国流

动人口规模已由增长期步入调整期咱3暂遥尽管我国流动人口的总

规模已呈现出减少的态势袁且流动儿童人数也在下降袁但数据

表明老年流动人数仍不断增长遥 我国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

农村到城市袁呈现出野全家迁移冶和野拖家带口冶的特点袁而非单

纯的劳动力流动咱4暂袁由于老年人口快速增长尧照顾孙辈尧传统养

老观念以及城市化水平不断推进等因素的影响袁 能预测我国

会有更多的老人加入到野流动冶的行列中遥
党的二十大提出 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

略冶咱5暂遥 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袁流动老人群体的日常生活逐渐被

重视遥 通过文献阅读发现袁流动老年人这一弱势群体的主观幸

福获得感现状令人堪忧袁 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

康尧制约了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咱6-7暂遥 随着年龄的增加袁人们对

健康越发关注袁老年人身体机能逐年下降袁患病概率的增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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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grant elderl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by adding social integration and family fitness as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variables. 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were used to conduct research.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ariables of physical exercise,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te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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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遥 流动老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袁身心健

康问题比一般老年人群多袁且很难有规律地进行身体锻炼袁造
成身体机能得不到发展遥 因而对生活的不满情绪增多袁影响主

观幸福感的提升咱8暂遥近年来袁体育锻炼意识已深入人心袁日常锻

炼更是老年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遥 在以往研究中袁探讨体

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袁 且多数研究结果表明

体育锻炼能促进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咱9-12暂袁但目前对体育锻

炼与流动老年人的幸福感关系研究却较少袁 在前人的研究基

础上袁本研究提出假设 1院体育锻炼对流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有显著正向影响遥
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背景下袁 老年流动群体不断增

加袁城市社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咱13暂遥 我国老年社会保障主要有

养老保险制度尧老年医疗社会保障以及老年社会福利等几个方

面袁但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袁在诸多方面均存在问题咱14暂遥
在老年保障制度不完备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下袁 流动老年群体

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显得力不从心袁需受到更多重视遥 有研究

者指出袁仅探讨变量之间的直接关系是不够的袁只有引入中介

变量才能揭示体育锻炼野如何冶对主观幸福感起作用咱15暂遥 在以

往的研究中袁 探讨流动老人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较多袁 一方

面袁有研究指出体育锻炼能提高流动人群的社会融合程度袁即
体育锻炼水平越高袁其社会融合程度也越高咱16-18暂袁另一方面袁
社会融合能够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袁社会融合程度越高袁个
体主观幸福感水平也越高咱19-21暂袁因此袁体育锻炼可能通过促进

社会融合水平进而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遥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2院社会融合在流动老年人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中发挥中介作用遥
目前袁野家庭化冶流动模式成为新趋势咱22-23暂袁使我们不得不

关注家庭方面的因素对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影响袁 虽然体育锻

炼会通过间接路径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袁 但这种影响可能

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咱24暂遥 所以进一步探讨体育锻炼通过社会

融合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中介过程是否受其他因素的调

节是有必要的袁 这不仅有助于回答体育锻炼在怎样的情况下

起作用的问题袁 也可以进一步揭示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

作用机制遥 有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成员对老年人情感尧经济以及

家庭地位等方面的重视袁 利于其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水平

的提升咱25-26暂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提出假设 3院社会融合在流动老年

人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受到家庭适应度

的调节遥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以江西省流动老年人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

系作为研究对象袁 以南昌市和景德镇市的流动老年人群体为

调查对象遥
调查对象纳入标准为院淤年龄逸55 岁曰于户口未迁入南昌

市或景德镇市曰盂流动时长逸3 个月遥
1.2 工具

1.2.1 体育锻炼等级量表

流动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基本情况选用学者梁德清咱27暂修订

的体育锻炼等级量表渊PARS-3冤进行测量袁量表涉及调查对象

锻炼强度尧每次锻炼时间和频率等指标袁采用 5 级计分法遥 主

要反映受试者 1 个月以来的体育锻炼情况袁本研究量表

为 0.60遥
1.2.2 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量表

选用陈彤学者编制的叶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量表曳咱28暂对
流动老年人幸福感水平的基本情况进行测量遥 问卷包含 23 个

项目袁3 个维度渊分量表冤袁分别是自我完满感渊12 道冤尧生活满

足感渊5 道冤尧家庭适意感渊6 道冤遥 其中有 3 项条目为反向计分

题袁 在问卷中分别为第 21尧28尧37 题遥 问卷题项采用李克特 5
级评分方法袁从 1要5 分由野完全不符合冶向野完全符合冶过渡袁
本研究量表 为 0.86遥 得分越高者袁说明主观幸福

感越强遥
1.2.3 社会融合量表

社会融合的测量将直接引用龚静学者咱29暂根据杨菊华所建

立的指标体系袁 并针对城市流动老年人特点对该指标体系进

行修订后的量表袁该量表包括野经济整合冶野文化接纳冶和野身份

认同冶3 个维度袁共 12 个具体指标袁采用李克特 5 级评分方法袁
从 1 分至 5 分由野很不满意冶向野非常满意冶过渡遥 对流动老年

人的社会融合情况进行统计袁 本研究量表 为

0.82遥
1.2.4 家庭适应度指标

家庭适应度的测量将引用学者许玮咱30暂在流动老年人研究

中家庭部分的测量指标袁 通过询问流动老年人的家庭生活状

况和情感支持等相关问题来测量流动老年人在流入地的家庭

适应水平遥具体包括院野是否向家人倾诉心思钥冶野是否适应流入

地的家庭生活习惯钥冶野意见是否得到家人支持钥冶野自评对家庭

的贡献和价值钥 冶等 4 个指标遥 答案项均为渊是=1冤渊否=园冤的二

分变量袁 将 4 项加总后得到家庭适应度的测度指标袁 数值越

大袁则表明流动老年人的家庭生活适应度越高遥
1.3 程序

研究采用现场问卷发放与收回的方式遥 考虑到大多数老

年人群体文化水平低尧书写困难尧视力等方面原因袁独立完成

全部问卷题项较困难袁便以一对一提问袁然后代填写的形式进

行袁完成 1 份问卷题项约 10耀30 min遥
2022 年 7 月底持续到 2023 年 2 月初进行问卷数据的收

集工作遥 问卷发放选择在南昌市青云谱区尧东湖区尧西湖区以

及青山湖区等 4 个老年人群和流动人口较集中城区袁 在 4 个

区多个街道尧公园尧广场等场所共发放问卷 300 份袁实际回收

287 份袁其中有效问卷 276 份袁期间由于南昌市疫情封控等原

因袁 在景德镇市珠山区和昌江区老年人群较集中的公园和广

场等区域共发放问卷 150 份袁 回收 142 份袁 有效问卷为 106
份遥 总实际发放问卷 450 份袁回收 429 份袁回收率为 95.33%袁
其中有效问卷 382 份袁有效率为 89.04%遥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选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袁因子特征值大于 1 的公

因子被提取出 10 个袁 这 10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共解释

了 60.905%的方差解释袁 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815窑 窑



第 42 卷 湖 北 体 育 科 技 第 9 期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注院* 约0.05袁** 约0.01袁*** 约0.001曰下表同遥

24.984%袁低于 40%的临界值标准袁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

方法偏差遥
2.2 描述性统计

由表 1 可知袁体育锻炼尧主观幸福感尧社会融合尧家庭适应

度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遥
2.3 社会融合在流动老年人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

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将体育锻炼作为自变量 渊X冤袁 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

渊Y冤袁社会融合作为中介变量为渊W冤袁将性别尧年龄尧月收入尧流
动范围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袁采用依次检验法袁运用 SPSS 分

层回归分析进行社会融合在流动老年人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

感间的中介作用检验遥
本研究对中介作用的检验方法选择温忠麟和叶宝娟咱3员暂的

中介效应检验流程袁具体步骤如下院1冤检验自变量渊X冤与因变

量渊Y冤之间的系数 c曰2冤检验自变量渊X冤和中介变量渊W冤之间

的系数 a尧检验中介变量渊W冤和因变量渊Y冤的系数 b曰3冤检验因

变量渊Y冤和自变量渊X冤与中介变量渊W冤之间的系数 c'遥

图 1 中介模型检验图

从表 2 可知袁 本文所有预测变量方差膨胀因子都低于

1.28袁所以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遥在模型 1 中袁体育锻

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袁 回归系数 =0.458尧 约
0.001袁说明系数 c 显著袁可进行系数 a 和 b 的检验曰在模型 2
中袁体育锻炼与社会融合为显著正相关袁回归系数 =0.364袁 约
0.001袁这说明回归系数 a 是显著的曰在模型 3 中袁社会融合与

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袁 回归系数 =0.635袁 约
0.001袁这说明回归系数 b 是显著的遥

在模型 4 中袁 结果显示体育锻炼和社会融合都可以显著

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袁 回归系数分别为 =0.262尧 =0.538袁 约
0.001袁 表明中介变量社会融合在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关系

中存在中介作用袁 并且在同一模型中自变量体育锻炼对因变

量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存在袁 所以社会融合对体育锻炼和

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遥
为了确保中介作用具有检测力袁 采用 Bootstrap 法重新检

验社会融合在其中的中介效应袁 在 SPSS 的 process4.1 插件中

进行渊模型 4冤袁同样将性别尧年龄尧月收入尧流动范围等变量作

为控制变量袁Bootstrap 法依据效应分析中 95%置信区间是否

包含数字 0袁具体结果如下院
从表 3 可知袁在体育锻炼到主观幸福感的路径中袁总效应

值为 0.485 6袁95%置信检验区间为咱0.389 2袁0.582 0暂袁置信区

间未经过 0袁表明总效应 c 显著袁中介变量社会融合加入之后

渊体育锻炼寅社会融合寅主观幸福感冤袁95%置信检验区间为

咱0.152 3袁0.266 3暂袁置信区间未经过 0袁说明中介效应存在遥 且

直接效应 c' 显著袁95%置信检验区间为 咱0.191 5袁0.364 3暂袁置
信区间未经过 0袁即社会融合在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遥
2.4 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院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
现进一步探究家庭适应度对中介路径的调节效应遥 以体

育锻炼为自变量渊X冤袁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渊Y冤袁社会融合为

中介变量渊W冤袁家庭适应度为调节变量渊U冤袁并将性别尧年龄尧
月收入以及流动范围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遥

依据温忠麟咱3圆暂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步骤院
做 Y 对 X尧U尧交互项 UX 的回归袁检验自变量 X 和 UX 的

系数是否显著袁 判断不加入中介变量时直接效应是否受到 U
的调节曰2冤做 W 对 X尧U 以及交互项 UX 的回归袁检验 X 和 UX

体育锻炼

主观幸福感

家庭适应度

社会融合

17.979

87.390

3.468

42.591

9.594

10.169

0.677

3.145

1

1

0.461**

0.246**

0.362**

２

1

0.389**

0.635**

３

1

0.478**

４

1

表 2 社会融合在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统计表

1

2

3

4

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

社会融合

体育锻炼

社会融合

主观幸福感

社会融合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0.508

0.462

0.657

0.697

0.258

0.213

0.431

0.486

26.206***

20.416***

56.997***

59.097***

0.458

0.364

0.635

0.262

0.538

9.906***

7.649***

15.560***

6.326***

12.885***

0.922

0.922

0.909

0.797

0.786

1.084

1.084

1.100

1.253

1.271

容差 VIF
模型 自变量 因变量 2

共线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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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是否显著曰3冤根据渊1冤的检验结果袁渊直接效应未受到调

节冤做 Y 对 X尧U尧W 以及交互项 UW 的回归袁或渊直接效应受

到调节冤做 Y 对 X尧U尧W 以及交互项 UX 和 UW 的回归袁检验

W 和 UW 的系数是否显著遥
从分析步骤可知袁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时袁需先检验直

接效应是否受到 U 调节袁 然后根据检验结果进一步检验调节

变量 U 在中介效应哪个路径存在调节作用遥 在进行分层回归

分析前袁将性别尧年龄尧月收入尧流动范围等控制变量以外的所

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成 Z 分数袁将中介变量 W 和调节变量

U 的 Z 分数相乘得到交互项 UW袁 同理得到自变量 X 和调节

变量 U 的交互项 UX袁分析结果如下遥
从表 4 可知袁 方程 1 中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是

显著的渊 =0.405袁 =8.863袁 约0.05冤袁体育锻炼和家庭适应度的

交互项 UX 效应不显著渊 =-0.031袁 =-0.670袁 跃0.05冤袁说明家

庭适应度在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中不起调节作

用曰 方程 2 中体育锻炼对社会融合的效应显著 渊 =0.272袁 =
6.085袁 约0.001冤袁体育锻炼和家庭适应度的交互项 UX 效应不

显著渊 =0.074袁 =1.658袁 跃0.05冤袁说明家庭适应度不调节体育

锻炼与主观幸福感中介模型的前半路径曰 方程 3 中社会融合

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显著渊 =0.490袁 =10.744袁 约0.001冤袁说明

社会融合是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遥 家庭适

应度和社会融合的交互项 UW 效应显著渊 =0.133袁 =3.281袁 约
0.01冤袁 说明家庭适应度在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中介模型中

起调节作用遥 并综合方程 1 和方程 2 的检验结果得出袁家庭适

应度只调节中介模型的后半路径遥
为进一步保证中介调节模型的检测力袁 采用 bootstrap 法

对模型进行检验袁因前面已得出直接效应未受到调节袁选择模

型 58渊图 1冤袁根据检验结果中 95%置信区间是否包含 0 来判

断调节效应的存在袁结果如下遥

图 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图

从表 5 可知袁体育锻炼对社会融合有显著预测渊 =0.271 5袁
=6.085 9袁 约0.001冤袁95%的置信区间咱0.183 8袁0.359 2暂未经过

0袁 体育锻炼和家庭适应度的交互项不显著 渊 =0.077 2袁 =
1.659 0袁 =0.098 0跃0.05冤袁95%的置信区间咱-0.014 3袁0.168 6暂
经过 0袁说明家庭适应度在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中介模型前

半路径不存在调节作用曰 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预测

渊 =0.489 7袁 =10.744 6袁 =0.000 0约0.001冤袁95%的置信区间

咱0.400 1袁0.579 4暂未经过 0袁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中介模型

成立曰 社会融合和家庭适应度的交互项显著 渊 =0.131 7袁 =
3.281 5袁 =0.001 1约0.01冤袁95%的置信区间 咱0.052 8袁0.210 6暂
未经过 0袁说明家庭适应度只调节中介模型的后半路径遥 这与

前面的依次检验法结果相同遥
为了进一步了解家庭适应度是如何调节社会融合对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袁将家庭适应度分成 3 个组别袁平均值为一个组

别袁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得到高分组和低分组袁结果如下遥
从表 6 可知袁3 个分组的 95%置信区间都未经过 0袁 效应

值分别是 0.358 1尧0.489 7 和 0.592 9袁 表明家庭适应度在这 3
表 3 社会融合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boostrap分析统计表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0.485 6

0.277 9

0.207 7

0.049 0

0.043 9

0.029 2

0.389 2

0.191 5

0.152 3

0.582 0

0.364 3

0.266 3

57.22

42.77

BootLL 上限 BootUL 下限
路径 Effect Boot

95%置信区间
效应占比/%

表 4 流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节中介模型检验分析统计表

1

2

3

体育锻炼

家庭适应度

体育锻炼×家庭适应度

体育锻炼

家庭适应度

体育锻炼×家庭适应度

体育锻炼

家庭适应度

社会融合

家庭适应度×社会融合

主观幸福感

社会融合

主观幸福感

0.568

0.595

0.709

0.322

0.354

0.503

25.449***

29.386***

47.326***

0.405

0.256

-0.031

0.272

0.414

0.074

0.254

0.133

0.490

0.133

8.863***

5.391***

-0.670

6.085***

8.961***

1.658

6.207***

2.847**

10.744***

3.281**

0.867

0.806

0.870

0.867

0.806

0.870

0.795

0.607

0.640

0.807

1.154

1.240

1.150

1.154

1.240

1.150

1.258

1.649

1.561

1.239

容差 VIF
模型 自变量 因变量 2

共线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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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有调节的中介分析统计表

个水平上都存在调节作用遥
现用简单斜率进一步分析家庭适应度在社会融合和主观

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遥

图 3 简单斜率图

从表 6 和图 3 简单斜率图可知袁 无论是在高家庭适应度

水平袁还是在低家庭适应度水平上袁都表现出流动老年人的社

会融合越高袁其主观幸福感也越高曰但相对于高家庭适应度水

平袁 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预测作用在低家庭适应度

水平上更弱遥
综上所述袁 社会融合在体育锻炼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

介作用受到家庭适应度的调节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遥
3 讨论

3.1 流动老年人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由表 1 和表 2 可知袁 对流动老年人体育锻炼与其主观幸

福感进行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时发现袁 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

感具有显著正相关袁对应的相关系数为 0.461遥 这就说明随流

动老年人体育运动量地慢慢增加袁 自身的主观幸福感也随之

提高遥 这在学者高悦利咱3猿暂的研究中也有提到袁她通过对被试体

育锻炼量和主观幸福感的分析和研究袁 认为体育锻炼量和主

观幸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性袁同时也说明体育锻炼量的提高袁
主观幸福感水平也随之提升遥 另一方面袁流动老年人的体育锻

炼对主观幸福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458袁 值小于 0.001袁

说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遥 同时

也就表示流动老年人进行体育锻炼能增加自身愉悦感袁 减少

烦恼并提高自身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遥 在杨姣咱3源暂和廖宇咱3缘暂等人

的研究中也有相似结论袁 他们同样采用 叶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渊PARS-3冤曳为测量工具对老年人的幸福感进行调查袁然后进

行回归分析研究袁认为体育锻炼能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遥
流动老年人进行身体锻炼并对自身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

影响作用袁 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流动老年群体的体育运动

量袁可改善其主观幸福感水平遥 这与我们的常识认知相符合袁
适当参与体育运动有助于增强我们自身的体质袁 尤其是流动

老年人群体袁在日常生活中袁由于身体机能的快速衰退和各种

因年龄而出现的慢性疾病使他们感到烦恼咱3远暂袁而进行身体锻

炼对预防未知疾病和减缓身体机能衰退能起到非常好的效

果袁进而使流动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到提升袁另外袁当进入

到老年时期后袁老年人群体常常因各种原因产生自卑尧焦虑尧
忧郁等不良情绪咱3苑暂袁长期保持身体锻炼袁养成体育运动习惯袁
有助于自信心的提升袁使其心态有所改善袁流动老年人的精神

面貌会变得更好袁其主观幸福感也会显著提升遥
3.2 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院社会融合的中

介作用
本文探索了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及社会融合 3 者之间

的相关关系袁由表 1 可知袁流动老年人的体育锻炼尧社会融合

都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袁 这与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一

致遥 从表 2 可知袁社会融合在流动老年人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遥 从表 3 可知袁直接效应和间接

效应值为 0.277 9 和 0.207 7袁 效应占比分别为 57.22%和

42.77%遥 表明体育锻炼可直接影响流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

平袁 也可以通过社会融合水平的提高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水平袁 社会融合是提高我国流动人口幸福感和健康的重要因

素咱猿愿暂遥
再社会化是指由于原来的社会化失败或者不再适用袁需

要重新学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社会化过程遥 当流

动老人进入与原有文化异质的城市生活环境时袁 他们原本的

一些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可能不再适用于流入城市袁 为了更

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节奏袁他们不得不重新在生活习惯尧行为准

社会融合

主观幸福感

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家庭适应度

社会融合

社会融合×家庭适应度

0.271 5

0.077 2

0.489 7

0.131 7

0.044 6

0.046 5

0.045 6

0.040 1

6.085 9

1.659 0

10.744 6

3.281 5

0.000 0***

0.098 0

0.000 0***

0.001 1**

0.183 8

-0.014 3

0.400 1

0.052 8

0.359 2

0.168 6

0.579 4

0.210 6

LL UL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95%置信区间

表 6 不同家庭适应度水平下的效应值

低分组

平均值

高分组

-1.000 0

0.000 0

0.783 8

家庭适应度水平

0.358 1

0.489 7

0.592 9

效应值

0.064 3

0.045 6

0.052 2

5.572 5

10.744 6

11.368 1

0.000 0***

0.000 0***

0.000 0***

LL UL

0.231 7

0.400 1

0.490 4

0.484 4

0.579 4

0.69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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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或者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进行重大的调整和学习袁 这就是

再社会化的过程咱猿怨暂遥 老年人的再社会化主要受到 2 方面的制

约袁一方面是个人障碍袁包括个人生理机能的退化以及负面心

理因素的影响袁流动老年人在新环境中袁需要独自面对大部分

事情袁容易出现孤独尧压抑等不良情绪袁经常参与体育锻炼有

助于释放其精神上的压力遥 另一方面是社会障碍袁主要表现在

支持政策尧公共基础设施等因素的缺失遥 流动老年人社会融合

涵盖了经济尧心理尧行为及身份认同诸方面袁若流动老人享受

不到基本的公共服务政策袁必将会引起一系列新矛盾袁威胁社

会秩序的稳定与协调发展袁 流动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必定受到

影响咱4园暂遥
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宣传体育锻炼对身心健康的益处袁

提高老年人自我锻炼意识袁 并引导流动老年人利用好空闲时

间进行合理的身体锻炼遥 同时安排专业人员定期进行科学的

指导袁帮助其养成正确锻炼的良好习惯遥 长期地坚持体育活动

可在身体锻炼的同时加强与外界社会的沟通袁 协调其人际关

系袁促进积极的情感体验袁减少不良情绪产生遥 另一方面加快

相关福利政策改革袁 尽量缩小流动老人与当地人在各方面的

待遇差距袁提高流动老年人社会融合水平袁以间接达到提升流

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目的遥
3.3 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院家庭适应度的

调节作用
本文研究了家庭适应度是否调节了体育锻炼寅社会融

合寅主观幸福感的中介过程遥 由表 4 和表 5 可知袁家庭适应度

只在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中介模型后半段路径上具

有调节作用袁 即家庭适应度在社会融合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

有调节作用遥 由表 6 和图 2 可知家庭适应度在社会融合和主

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袁 家庭适应水平高的流动

老年人袁 其社会融合水平也会升高袁 主观幸福感也就随之升

高袁而对于家庭适应水平较低的流动老人来说则相反遥
家庭适应度作为流动老年人在流入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袁

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年人的主观情绪遥 流动人口家庭中袁大
多数子女都比较忙而无暇顾及家里的老人袁 甚至由于代沟等

原因袁相当一部分老人在家庭中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遥 子女们

只给予老人一些经济支持袁却不关心老年人心中所想袁并且在

家庭中老年人的家庭地位也不被重视咱4员-4圆暂遥 长此以往袁流动老

年人在家庭中得不到子女的重视和精神慰藉袁 其精神状态会

慢慢下降袁产生孤僻不愿与人交流的情绪袁生活质量下降袁社
会融合水平也会降低袁主观幸福感程度也随之降低遥 因此要呼

吁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尊重父母的意见袁 多与他们沟通交

流遥 在互动过程中袁流动老年人接受成年子女给予的代际支持

增多袁 家庭间的关系更加亲密袁 正向情绪增多而不良情绪减

少袁流动老年人社会交际也会增多袁进而孤独感减少袁社会融

合水平增加袁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也会随之增加遥
4 结论

流动老年人的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曰
体育锻炼与社会融合存在显著正相关曰 社会融合与主观幸福

感存在显著正相关曰 家庭适应度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

关曰家庭适应度与社会融合存在显著正相关遥
流动老年人体育锻炼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袁 也可通

过社会融合影响主观幸福感袁 社会融合在体育锻炼与主观幸

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遥
家庭适应度在社会融合与主观幸福感间存在调节作用袁

即家庭适应度调节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中介模型的后半路

径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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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赛事活动低碳管理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及案例袁 也将

为全人类共同应对环境尧能源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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