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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感知理论认为袁 过度风险感知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

康和决策能力袁而新冠病毒由于具有变异不确定性尧防控复杂

性和传播速度快等特点袁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尧焦虑等负

面情绪的产生咱1暂袁并推动了人们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水平的

持续提升遥 且青少年阶段是由儿童向成人角色转变尧身心发育

趋于成熟的关键时期咱2暂袁青少年的自我意识随年龄增长而提

高袁情绪稳定性较差咱3暂袁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影响遥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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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
要要要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的链式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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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基于风险感知理论袁研究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袁并探究健康信

念和焦虑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遥 采用体育活动等级量表尧体质健康信念量表尧抑郁要焦虑要压力量表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量表袁对济南市 3 所中小学 7 至 15 岁年龄段青少年进行调查遥 1冤青少年

体育锻炼与健康信念渊 =0.511袁 <0.01冤显著正相关袁与焦虑抑郁渊 =-0.562袁 <0.01冤尧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

渊 =-0.549袁 <0.01冤显著负相关曰青少年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与焦虑抑郁渊 =0.576袁 <0.01冤显著正相关袁与
健康信念渊 =-0.544袁 <0.01冤显著负相关曰健康信念与焦虑抑郁渊 =-0.512袁 <0.01冤显著负相关曰2冤青少年体育锻

炼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袁其直接效应为 -0.232曰3冤在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新冠肺炎疫情风

险感知的影响中袁 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能够发挥单独中介及链式中介作用袁 效应值分别占总效应的 25.7%尧
22.4%和 8.6%遥 青少年体育锻炼可以直接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能力袁并且袁既可以通过健康信念和

焦虑抑郁的中介作用袁还可以通过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预测青少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能力遥
关键词院 青少年体育锻炼曰健康信念曰焦虑抑郁曰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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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Risk Perception of COVID-19 Among Adolescents: The
Mesomeric Effect of Health Beliefs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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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袁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袁 Jinan Shandong袁 250358冤

Abstract院 Objectiv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isk perception袁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adolescents' physical exercise on risk percep鄄
tion of COVID-19袁 and to explore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health beliefs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dolescents aged 7
to 15 years old in thre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Jinan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physical activity rating scale袁 physical health
belief scale袁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and risk perception scale of COVID-19 epidemic. Results 1) Physical exercise in adoles鄄
cent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ealth beliefs ( =0.511袁 <0.01)袁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鄄
sion ( =-0.562袁 <0.01) and risk perception of COVID-19 ( =-0.549袁 <0.01)曰 The risk perception of COVID-19 among adolescent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0.576袁 <0.01)袁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ealth beliefs( =-0.544袁
<0.01)曰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ealth beliefs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0.512袁 <0.01)曰 2) Teenagers'

physical exercise has a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risk perception of COVID-19袁 and its direct effect is -0.232曰 3) In the impact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risk perception of COVID-19 epidemic among adolescents袁 health beliefs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an play an
independent and chain mediating role袁 with effect size accounting for 25.7%袁 22.4% and 8.6% of the total effect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eenagers' physical exercise can directly affect their risk perception of COVID-19袁 and can indirectly predict their risk perception of
COVID-19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health beliefs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袁 as well as their chain mediating role.
Keywords院 adolescent physical exercise曰 health belief曰 anxiety and depression曰 risk perception of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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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袁学生风险感知能力与体育锻炼坚持性咱4暂尧健康信念咱5暂

以及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咱6暂有关袁通过适宜的体育锻炼并保持

健康信念袁可以有效降低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水平遥 因此袁
研究分析青少年体育锻炼对健康信念尧 焦虑抑郁以及新冠肺

炎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袁 对于缓解青少年出现过度新冠肺炎

疫情风险认知袁进而实现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体育锻炼是指个体根据身体及健康需要袁 通过采用一定

强度尧 频率和时间的身体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及调节精神

的体育活动咱7暂遥 体育锻炼能有效释放焦虑咱8暂尧抑郁咱9暂尧沮丧咱10暂等
负面情绪和压力袁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与反馈咱11暂袁从而促进心

理健康发展咱12暂遥 而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新冠疫

情风险存在的主观感受尧经验和认识咱13暂遥 青少年阶段的心理稳

定性和情绪调节能力较差咱13暂袁如果不能降低新冠肺炎疫情风

险感知水平袁会相应产生焦虑咱14暂尧抑郁咱15暂以及沮丧咱16暂等消极情

绪袁 且极大概率进一步导致青少年极端想法和问题行为的出

现咱17暂遥 而体育锻炼既可以有效释放青少年的负面情绪袁也可以

满足青少年的心理需要袁 还可以帮助青少年养成良好的运动

习惯和健康信念遥 良好的锻炼习惯和体育运动坚持性袁也可以

帮助青少年主动融入运动圈子袁 通过运动使个体体验到运动

愉悦感咱18暂袁并加强青少年应对挫折和挑战的能力和信心咱19暂袁最
终降低青少年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水平咱20暂遥 基于此袁提出

假设 H1院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具有负向

预测作用遥
本研究关于中介机制的关注点之一是青少年健康信念的

中介作用遥 健康信念是指个体看待健康和疾病的态度袁以及对

疾病严重程度和预防措施的认识咱21暂遥 积极的健康信念和消极

的健康信念对青少年情绪和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效

果具有显著性差异袁其中积极的健康信念可以有效释放青少年

在学习生活中的压力以及孤独感尧抑郁尧焦虑等消极情绪咱22暂袁降
低青少年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水平遥 而消极的健康信念

则会提升抑郁咱23暂尧焦虑咱24暂等内化问题的风险袁并进一步影响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和强化风险感知能力咱25暂遥 有研究指出袁体育锻

炼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健康信念咱26暂袁经常参与体育锻炼有利

于青少年健康信念的建立并不断加强咱27暂遥并且 Kamran 的研究

发现袁 青少年的健康信念与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之间显著

负相关袁 且健康信念可以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风

险感知水平咱28暂遥 基于此袁研究提出假设 H2院青少年体育锻炼通

过增强健康信念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

水平遥
本研究所选取的另一中介变量是青少年焦虑抑郁负面情

绪遥 焦虑抑郁是指个体对自己或亲人生命安全或发展前途的

过度担心以及心理和社会环境因素刺激袁导致的烦躁忧愁尧心
境低落尧意志活动减退等情绪表现遥 有研究指出袁青少年体育

锻炼行为可以直接影响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袁 青少年体育锻

炼行为可以显著负向预测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水平咱29暂遥 谢冬

冬的研究指出青少年在参与体育锻炼活动后袁 可以有效释放

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袁 其主要原因是青少年可以通过体育锻

炼增加与同伴之间的交流互动袁 通过提升自我效能感和运动

愉悦感促进消极情绪的释放咱30暂遥 并且袁候怡菁等人通过调查发

现青少年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可以正向预测新冠肺炎疫情

风险感知能力袁且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咱31暂遥 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情

绪也与其自我认同尧自我认知和健康信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咱32暂遥
达莉娟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健康信念也会对焦虑抑郁情绪水

平产生影响袁 积极的健康信念有助于青少年焦虑抑郁情绪的

释放咱33暂遥 由此可见袁青少年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能力并非是

某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袁 青少年通过体育锻炼逐步建立积极

的健康信念袁通过与同伴的交流互动袁以逐渐释放或降低焦虑

抑郁情绪袁最终促进了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水平的降低遥 综

上袁研究提出假设 H3院青少年体育锻炼通过降低焦虑抑郁情

绪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水平曰 假设

H4院 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在青少年体育锻炼和新冠肺炎疫情

风险感知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遥

图 1 模型概念图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济南市 3 所小学和中学的小学

生和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袁针对 7耀15 岁年龄段青少年袁选取

了小学一到六年级和初中一到三年级袁9 个年级总计发放问卷

1 701 份袁 剔除完成度较低或存在随意填写的无效问卷后袁剩
余有效问卷 1 666 份袁有效率为 97.94%遥其中袁男生 832 人袁女
生 834 人袁小学一尧二尧三尧四尧五尧六年级分别为 179 人尧185
人尧196 人尧177 人尧174 人和 190 人袁初中一尧二尧三年级分别为

193 人尧192 人和 180 人遥 研究方案经山东师范大学运动科学

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渊批准号院2023006冤袁在问卷指导语部分

向被试详细说明研究用途尧自愿原则等相关事宜袁并取得所调

查学校的许可以及调查对象及其家长的知情同意袁 所有受试

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袁调查数据仅用于学术性分析研究遥
1.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选用的问卷均来自成熟问卷袁 仅在原问卷的基础

上根据本研究调查对象的年龄特点等将个别表述进行适度修

改袁以解决被试对量表题目存在的理解问题遥
1.2.1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采用日本学者桥本公雄编制袁我国学者梁德清咱34暂修订的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袁从参加体育锻炼的强度尧时间尧频率 3 个

维度对体育活动等级进行测评袁依据公式院锻炼运动量=强度伊
时间伊频率袁计算被试的体育锻炼活动量袁计算出的分数越高袁
表示个体的体育锻炼活动量越大袁此测量问卷的

系数为 0.85遥
1.2.2 体质健康信念量表

以戴霞咱35暂编制的大学生体质健康信念量表为蓝本袁根据

青少年年龄特点进行相应调整袁包含了知觉锻炼益处尧体质强

弱与患病易感性尧知觉疾病与体弱的严重尧体质评价结果关注

五个维度对体质健康信念进行测评袁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渊1=
822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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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符合袁5=完全符合冤袁 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体质健康信

念越强袁 此次测量过程中该总测量量表的 系数

为 0.88遥
1.2.3 抑郁要焦虑要压力量表

该量表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袁从抑郁尧焦虑尧压力 3 个维

度来评估个体负性情绪水平袁 本研究选取焦虑和抑郁量表评

估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情况遥 每个维度各 7 道题袁采用 4 点计分

法袁从野完全不符合冶到野完全符合冶分别计 0-3 分袁得分越高表

明被试的焦虑抑郁症状越严重袁 且该量表经过国内学者检验

已成为衡量青少年儿童焦虑抑郁水平的良好依据咱36-37暂袁本研

究中该问卷的 系数为 0.81遥
1.2.4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量表

选用由崔小倩咱38暂等人编制的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量表袁
包含了易感性尧严重性和可控性 3 个维度和 9 个条目袁采用 5
点计分袁从野1冶渊低冤到野5冶渊高冤计分袁量表的累计得分越高袁表
明个体的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水平越高袁 本研究中该问卷

的 系数为 0.83遥
1.3 统计方法

从问卷星平台导出 Excel 格式的原始数据袁 并使用

SPSS26.0 进行描述性统计尧信度和相关分析袁所有数据均采用

该软件处理遥 通过 Pearson 相关系数对青少年健康信念以及新

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等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曰
采用 Hayes 团队开发的 PROCESS 宏程序 6 号模型对健康信

念和焦虑抑郁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遥通过 Bootstrap 重复 5 000
次样本校正袁计算中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渊 冤袁检验中介效

应的显著性袁95%置信区间不包括 0 时袁直接尧间接或链式中

介效应被认为是显著的遥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主观性问卷调查袁 可能存在共

同方法偏差遥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袁检验结果显示袁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达到 16 个袁且第一个

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5.747%袁低于 40%临界标准袁表明本研

究收集的数据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袁符合统计学要求遥
2.2 相关性分析

通过 SPSS26.0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主要变量进行相

关性分析袁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袁青少年新冠肺炎疫情风险

感知能力与体育锻炼活动量渊 =-0.549袁 <0.01冤和健康信念

渊 =-0.554袁 <0.01冤显著负相关曰与焦虑抑郁渊 =0.576袁 <0.01冤

显著正相关曰青少年体育锻炼活动量与健康信念渊 =0.511袁 <
0.01冤显著正相关袁与焦虑抑郁渊 =-0.562袁 <0.01冤显著负相关曰
青少年健康信念与焦虑抑郁渊 =0.512袁 <0.01冤显著负相关遥 检

验结果表明随着青少年体育锻炼活动量的增加袁 健康信念越

积极袁焦虑抑郁负面情绪得到更好的释放袁并且降低了青少年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水平遥
2.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 Hayes 团队开发的 PROCESS 宏程序 6 号模型对健

康信念和焦虑抑郁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袁在控制性别尧年级尧
户口性质等因素下袁 将青少年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作为因

变量袁青少年体育锻炼作为自变量袁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作为

中介变量袁检验该链式中介模型是否成立遥 回归分析发现袁青
少年体育锻炼显著正向预测健康信念渊 =0.502袁 <0.01冤袁显著

负向预测焦虑抑郁渊 =-0.402袁 <0.01冤和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

知渊 =-0.232袁 <0.01冤曰健康信念显著负向预测焦虑抑郁渊 =-
0.305袁 <0.01冤和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渊 =-0.276袁 <0.01冤曰
青少年焦虑抑郁显著正向预测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 渊 =
0.298袁 <0.01冤遥根据分析结果袁构建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新冠肺

炎疫情风险感知影响的链式中介模型图渊图 2冤遥

图 2 链式中介效应模型

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袁检
验结果如表 2 所示遥 首先袁检验青少年体育锻炼活动对新冠肺

炎疫情风险感知能力的直接效应袁 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新冠肺

炎疫情风险感知能力的直接影响效应为-0.232袁 总效应占比

为 43.3%袁并且其 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袁表明青少

年通过参与体育锻炼活动能促进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能力

降低的直接效应显著遥 其次袁分别检验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在

青少年体育锻炼和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能力之间的中介作

用袁 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在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新冠肺炎疫情

风险感知能力影响中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138尧-0.12袁 且其

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袁表明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在

青少年体育锻炼与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能力之间的中介作

用均为显著袁青少年通过增加体育锻炼活动量袁以增强健康信

念或降低焦虑抑郁水平袁 进而促进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水

平的降低遥 最后袁检验链式中介模型是否成立袁链式中介路径

表 1 各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注院* 为在 0.05 水平呈显著性差异袁** 为在 0.01 水平呈显著性差异曰下同遥

体育锻炼

健康信念

焦虑抑郁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

23.89

13.42

11.07

19.49

变量

19.80

4.54

9.59

6.84

体育锻炼

1

0.511**

-0.562**

-0.549**

健康信念

1

-0.512**

-0.554**

焦虑抑郁

1

0.576**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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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的

影响
青少年体育锻炼与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之间呈现显著

负相关袁且前者能够负向预测后者袁假设 H1 得到验证遥 相关研

究证实袁具有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的青少年对自身的身体情况

及自尊尧成就感等心理水平更加了解咱39暂袁且体育锻炼具有短期

的情绪效益袁即体育锻炼能够显著提升青少年积极情绪尧学习

毅力和适应能力咱40暂袁其产生的积极与愉悦的情绪体验会促进个

体面对问题时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咱41暂袁能有效避免青少年对新

冠肺炎疫情出现过度认知的情况遥 此外袁研究也发现通过适宜

的体育锻炼可以有效增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咱42暂遥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的调查研究也指出风险认知水平与心理健康有关袁建
议通过适当的体育锻炼减少过度的新冠肺炎疫情风险认知咱5暂遥
因此袁学校教师及家长应重视青少年体育锻炼意识和习惯的培

养袁通过体育锻炼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和生活态度袁降低新冠

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水平袁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遥
3.2 健康信念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以青少年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为中介变量袁 构建

了青少年体育锻炼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能力的中介模

型遥 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健康信念在体育锻炼和新冠肺炎疫

情风险感知能力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袁验证了假设 H2遥 青少年

体育锻炼可以正向预测健康信念且 2 者显著正相关咱43暂袁经常

参与体育锻炼的青少年袁 在运动中处于良好的体育锻炼氛围

和环境中袁会在潜移默化间受到同伴或老师的影响咱44暂袁形成健

康的体育锻炼习惯或运动爱好袁 并不断丰富健康运动和饮食

知识袁进而形成积极的健康信念咱45暂遥 同时袁健康信念可以负向

预测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袁 即个体的健康信念越积极袁其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水平越低袁 也与之前的研究相一致袁
积极的健康信念不仅能降低近视率咱46暂尧吸烟率咱47暂袁促进青少

年身体健康水平的提升袁 还会帮助青少年群体降低抑郁尧焦
虑等风险咱48暂袁避免问题行为的发生袁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咱49暂袁避
免青少年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过度感知和焦虑遥
3.3 焦虑抑郁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袁 焦虑抑郁是青少年体育锻炼和新冠肺炎疫情

风险感知水平之间的另一个中介变量袁 即青少年体育锻炼可

以消解焦虑抑郁负面情绪袁 进而降低青少年新冠肺炎疫情风

险感知水平袁验证了假设 H3遥 青少年体育锻炼可以负向预测

焦虑抑郁情绪袁这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袁青少年在体育锻炼活

动中产生的吸引力尧归属感以及愉悦感咱50暂会在潜移默化间影

响并培养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和面对生活的态度咱51暂袁有效消解

了焦虑抑郁消极情绪咱52暂遥 同时袁青少年焦虑抑郁情绪可以正向

预测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遥 研究发现袁青少年焦虑和抑郁水

平与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水平显著正相关咱53暂袁具有焦虑抑

郁等负面情绪的个体更容易关注事物的消极方面袁 往往会产

生消极态度和自我怀疑袁 具有更高的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

能力咱54暂遥 因此袁青少年应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活动袁建立健康的

同伴关系和心态袁缓解不良因素对心理状态的负面影响袁以降

低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水平遥
3.4 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证明袁 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在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新

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袁 即青少年体育

锻炼通过影响健康信念袁进而影响焦虑抑郁情绪水平袁以最终

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产生影响袁假设 H4 得到验证遥其中袁
青少年健康信念可以负向预测焦虑抑郁袁 即青少年健康信念

越积极袁焦虑抑郁负面情绪水平越低袁相关研究也发现袁健康

信念能够通过健康防护行为参与度对焦虑和抑郁症状起负向

预测作用咱33暂遥 此外袁青少年逆境信念尧乐观等相关因素也会影

响到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情绪表现咱55暂遥 综上袁通过文献回顾以及

实证研究发现青少年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是

可行的袁 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青少年袁 其健康信念更加积

极袁进而促进其焦虑抑郁情绪的消解袁最终新冠肺炎疫情风险

感知水平得到降低遥 因此袁在青少年体育锻炼活动的组织中袁
不仅要注重健康运动习惯的形成袁 还应促进积极情绪和态度

培养袁释放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袁从而有效降低青少年对新冠

肺炎疫情风险的过度感知和焦虑遥
4 结论与不足

本研究通过构建链式中介模型袁 深入分析了青少年体育

锻炼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袁研究结果显示院青
少年体育锻炼与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之间呈显著负相关曰

渊青少年体育锻炼寅健康信念寅焦虑抑郁寅新冠肺炎疫情风

险感知冤 的间接效应为-0.046袁 效应占比为 8.6%袁 其 Boot鄄
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袁说明健康信念寅焦虑抑郁在青少

年体育锻炼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能力的影响中起链式中

介作用袁表明青少年通过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活动袁强化了健康

信念袁进而有效释放了焦虑抑郁消极情绪袁最终降低了新冠肺

炎疫情风险感知水平遥

表 2 中介效应检验分析

总效应

直接效应

总间接效应

X→M1→Y

X→M2→Y

X→M1→M2→Y

-0.536

-0.232

-0.304

-0.138

-0.120

-0.046

路径 效应

0.021

0.024

0.021

0.016

0.017

0.007

Boot Boot LL

-0.596

-0.287

-0.345

-0.170

-0.156

-0.060

Boot UL

-0.512

-0.193

-0.263

-0.108

-0.088

-0.032

相对中介效应/%

43.3

56.7

25.7

22.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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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念和焦虑抑郁在青少年体育锻炼和新冠肺炎疫情风险

感知水平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袁包含 3 条中介路径院体育锻炼寅
健康信念寅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曰 体育锻炼寅焦虑抑郁寅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曰 体育锻炼寅健康信念寅焦虑抑郁寅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遥 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袁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青少年体育锻炼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的内在机

制遥
虽然基于风险感知理论袁 客观分析了青少年体育锻炼对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袁 以及健康信念与焦虑抑

郁的单独中介以及链式中介作用遥 然而受到诸多因素影响袁研
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院首先袁研究选取了 7~15 岁年龄段的青

少年袁并没有覆盖青少年成长的全周期袁应充分考虑各学段青

少年的发展状况曰其次袁除了健康信念与焦虑抑郁的中介作用

之外袁 仍需关注其他相关变量对青少年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

知可能存在的影响作用曰最后袁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袁无法探

究因果关系袁后续研究可以完善纵向设计和调查袁以进一步解

释和剖析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机

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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