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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APP 是指以手机为传播载体袁 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

锻炼意识袁促使大学生科学锻炼的辅助软件遥 锻炼投入是个体

对运动有正确认知并能积极自主的沉浸在运动情境中咱1暂遥运动

APP 平台内容丰富袁在运动之前袁运动 APP 根据科学算法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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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APP 使用对大学生锻炼投入的影响
要要要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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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探讨运动 APP 对大学生锻炼投入的影响机制袁 分析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效

应遥 运用相关分析法尧多元回归分析法尧Bootstrap 检验法对江西省高校 1 592 名大学生的相关数据进行

分析遥 1冤运动 APP 使用尧感知价值尧锻炼自我效能感和大学生锻炼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渊 <0.001冤曰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袁运动 APP 使用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感知价值渊 =0.363袁 <0.01冤和锻炼自我效能感水平

渊 =0.271袁 <0.01冤袁且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锻炼投入渊 =0.144袁 <0.01冤遥 2冤感知价值能显著正向预测大

学生的锻炼自我效能感水平渊 =0.303袁 <0.01冤曰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锻炼

投入渊 =0.111袁 <0.01曰 =0.307袁 <0.01冤遥 3冤Bootstrap 结果显示袁运动 APP 能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的锻

炼投入袁直接效应为 0.144 1渊47.9%冤遥 通过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的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的锻炼投入袁
间接效应为 0.157渊52.1%冤遥 运动 APP 可以通过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大学生锻炼投入遥
因此袁丰富运动 APP 的功能袁鼓励大学生使用运动 APP 辅助日常锻炼袁提高其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袁
以形成体育锻炼习惯遥
关键词院 运动 APP曰感知价值曰锻炼自我效能感曰锻炼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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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ports APP Use on College Students' Exercise Engagement: The Mediating Ef鄄
fect of Perceived Value and Exercise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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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xercise APP on college students' exercise commitment袁 and to analyse
the chain-mediated effects of perceived value and exercise self-efficacy. Methods Relevant data of 1袁592 college students from Jiangxi
universities were analysed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袁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Bootstrap test. Results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xercise app use袁 perceived value袁 exercise self-efficacy袁 and college students' exercise engagement ( <
0.001).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exercise app us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college students' perceived value ( =
0.363袁 <0.01) and exercise self-efficacy level ( =0.271袁 <0.01)袁 and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college students' exercise
commitment ( =0.144袁 <0.01). 2冤Perceived valu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college students' exercise self-efficacy level
( =0.303袁 <0.01)袁 and both perceived value and exercise self-efficacy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college students' exercise
engagement ( =0.111袁 <0.01曰 =0.307袁 <0.01). 3冤Bootstrap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ercise app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鄄
enced college students' exercise engagement with a direct effect of 0.144 1(47.9%). It indirectly affects college students' exercise engage鄄
ment through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value and exercise self-efficacy袁 with an indirect effect of 0.157 (52.1%). Conclusion Exercise
APP can indirectly influence college students' exercise input through perceived value and exercise self-efficacy. Therefore袁 it is impor鄄
tant to enrich the functions of exercise APPs and encourage college students to use exercise APPs to assist their daily exercise to im鄄
prove their perceived value and exercise self-efficacy in order to form a habit of physical exercise.
Keywords院 sports APP曰 perceived value曰 exercise self-efficacy曰 exercise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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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提供科学个性化的运动计划袁 运动 APP 可以为大学生提供

专业教练或陪练袁体验真人动作视频指导袁满足大学生的健康

运动需求袁增强了学生运动信念遥 在运动中袁运动 APP 基于智

能手机 GPS 和 LBS 技术袁能实时追踪大学生的运动路线和距

离袁借助可穿戴设备监测用户生理数据袁同步到后台形成个体

的运动数据库遥运动 APP 还具有音乐播放功能袁能根据不同形

式和不同节奏的运动为用户提供匹配的音乐袁 提供大学生的

情感体验遥 在运动后袁 大学生可以借助运动 APP 在微信尧QQ
等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运动体验和运动轨迹袁 将运动 APP 推

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咱2暂遥通过熟人传播提高学生对运动 APP 的

认同度袁扩大运动健康信息的传播面遥 另外袁通过运动轨迹大

学生可以发现共同运动的朋友袁 形成新颖的社交方式遥 运动

APP 普遍都有运动轨迹尧 运动圈子尧 好友排行榜是常用的功

能袁在运动 APP 打造的社交圈里袁大学生可以进入留言板尧论
坛讨论感兴趣的体育消息和体育话题袁 共同相约参与线下健

身活动袁提高人际关系遥运动 APP 为大学生提供丰富实用的健

康知识和技能袁提供详细的个性化健康数据管理袁满足大学生

身心健康需求袁有利于提高大学生锻炼投入水平遥 基于此袁提
出假设 H1院运动 APP 使用能显著提升大学生锻炼投入水平遥

感知价值是个体基于得失对服务产品或效用做出的总体

评价袁是基于个体体验而获得的主观感知咱3暂遥 感知价值主要表

现在效用价值尧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 3 个方面遥 效用价值是从

产品或服务的品质和价格来衡量曰 情感价值是因精神满足而

获得的价值曰 社会价值是指个体与他人通过互动交流提高认

知的价值感知遥 感知价值能为个体带来良好的锻炼体验袁有效

影响大学生的锻炼投入遥 运动 APP 作为大学生日常锻炼的载

体袁使大学生加强了对体育锻炼的关注度袁深化了学生对体育

文化与价值的认识遥 能驱动大学生锻炼价值认同袁学会前沿性

的锻炼知识和科学健身方式袁 感知到平台的功能价值遥 运动

APP 使用还能形成健身圈子袁 通过相互沟通联络彼此之间感

情袁提高了个体社交满足感咱4暂袁使大学生感知更多的社交价值袁
加强了锻炼投入的倾向遥 运动 APP 中对个体锻炼的鼓励和推

荐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生对锻炼功能价值的认识袁平台运

动者的互动使个体感受到锻炼的社会价值袁 很好地表达了个

体的情感袁 从情感价值角度扩大了感知价值对锻炼投入的影

响遥运动 APP 有效帮助大学生建立锻炼的感知价值袁基于运动

APP 得到的情感体验和在特定运动圈中的社交关系得到提高

时袁大学生锻炼投入水平也会提高遥运动 APP 内容形式丰富有

趣袁符合大学生身心需求袁随着锻炼感知价值的深入袁大学生

借助运动 APP 体验到效用价值尧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袁更有可

能转化为大学生的锻炼投入遥 基于此袁提出假设 H2院感知价值

在运动 APP 使用和大学生锻炼投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遥
锻炼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为达成某种行为结果而持

续有规律的进行身体锻炼能力的信心和信念咱5暂遥大学生借助运

动 APP 进行锻炼袁能更容易获取健身运动资讯袁帮助用户制

定健身计划袁记录健身数据袁科学管理自身健康袁随时随地与

专业健身教练尧 运动专家线上互动袁 减少健身房费用遥 运动

APP 可以增进大学生的运动认知袁 提醒学生自主完成每日锻

炼任务袁 有助于提升其锻炼自我效能感水平遥 当大学生在微

博尧微信等平台分享自己的运动情况时袁个体健身活动可见性

增强袁运动圈同伴之间就会出现相关关注和竞争袁强化了个体

的用户主观规范袁提高了用户的锻炼意愿遥运动 APP 使用户摆

脱传统的时空控制袁获取线上自主锻炼的途径袁灵活完成健身

活动遥运动 APP 可以深入到大学生的多元生活场景袁满足学生

健身尧社交尧娱乐等多种需求袁为用户提供免费的专业健身指

导袁记录用户健身数据袁降低了大学生锻炼的成本价值遥 运动

APP 基于微信尧微博等社交软件满足个体运动结果分享袁同伴

之间互相了解各自运动的情况袁 圈子里的竞争激励个体运动

形成主观规范袁 健身社区和点赞支持等功能可以使个体感知

到更多的情感价值袁运动 APP 平台能为用户制定健身计划袁为
大学生推荐健身达人的教学视频和优质用户的运动经验袁使
大学生感知运动信息可信性和真实性袁 提高用户的锻炼自我

效能感咱6暂遥 通过社交推荐和定制化功能形式袁营造轻松愉快的

锻炼氛围遥 高锻炼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对运动有更高的掌控感袁
能根据自身运动能力的感知和评估更为明确袁 为获得身心愉

悦尧维持身体自尊和社交持续参与体育锻炼遥 同时对体育锻炼

的功能和价值有清晰的认识袁更愿意投入到锻炼实践中遥 运动

APP 打造的线上社群袁 大学生通过健身方式和健康行为的探

讨袁增进了学生间的情感交流和团体归属感袁提高了用户对运

动 APP 的依赖性袁为大学生提供了准确的信息搜索渠道袁便于

大学生搜索并参与感兴趣的锻炼活动遥 基于此袁提出假设 H3院
锻炼自我效能感在运动 APP 使用和大学生锻炼投入之间存在

中介效应遥
运动 APP 的使用加强了大学生对锻炼理论知识和技能的

理解袁运动 APP 的效用和便捷拉近了运动爱好者的关系袁提高

了大学生的感知价值袁对运动持有正确的综合评价袁提高了个

体对运动的效用尧情感和社会价值咱7暂遥 感知价值会强化个体对

锻炼的认可程度袁促使个体科学参与锻炼活动袁提高个体的锻

炼自我效能感袁从而提升其锻炼投入水平遥 本研究以运动 APP
使用作为切入点袁探讨其对大学生锻炼投入的影响袁并将感知

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遥 期望本研究

加强大学生形成自主锻炼行为袁 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袁 为运动 APP 提高大学生锻炼投入最终形成健康生活方式

提供实证参考袁亦为高校体育教学和健康管理提供新的思路遥
基于此袁 提出假设 H4院 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在运动

APP 使用和大学生锻炼投入之间的存在链式中介效应遥

图 1 假设模型图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文主要研究运动 APP 使用对大学生锻炼投入的影响袁
考察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效应遥 采用随机

整群抽样方式袁问卷填答前由主试向学生讲清填写要求袁在课

题组成员指导下使用统一指导语对大学生进行施测袁 经过严

格控制时间完成现场填答袁 采用纸笔测验对问卷进行现场发

放与回收遥 面向江西省 3 所高校总共向被试发放 1 800 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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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袁现场回收 1 697 份袁经过严格筛选问卷袁剔除作答规律尧项
目缺答等无效问卷袁最后保留 1 592 份袁有效率占比 93.8%遥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运动 APP 使用院 结合张明新尧 李洪春的研究袁 修订运动

APP 使用量表咱8暂袁主要涵盖运动 APP 使用时间尧使用频率尧服
务项目尧平台功能尧主观规范等袁量表共包括 18 个题目袁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方式从野1冶渊非常不符合冤到野5冶渊非常符合冤进
行计分袁本研究中该量表 系数为 0.889遥

感知价值量表院由范秀成修订袁主要包括效用价值尧情感

价值和社会价值 3 个维度共 28 个题项咱9暂遥采用 Likert5 级计分

法从野1冶渊非常不同意冤到野5冶渊非常同意冤进行计分袁以总分作

为个体感知价值的总体情况袁 本研究中该量表

系数为 0.886遥
锻炼自我效能感量表院由孙拥军编制袁分为身体能力知觉

和身体能力信息共两个维度 10 个条目袁采用 Likert5 级计分方

式依次从野1冶渊完全不可能冤到野5冶渊完全能冤程度评估青少年锻

炼自我效能水平咱10暂遥本研究中锻炼自我效能感量表

系数为 0.936袁表明量表的有较高信度遥
锻炼投入量表院由董宝林编制袁主要包括活力坚持度尧专

注满足感尧价值观认知尧参与自主性共 4 个维度 20 个题项咱11暂遥
采用 Likert5 级计分法从野1冶渊非常不同意冤到野5冶渊非常同意冤
进行计分袁 以总分作为个体锻炼投入水平袁 本研究中该量表

系数为 0.968遥
1.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问卷发放之前对课题成员严格培训袁 科学指导学生填

写尧控制作答时间等全面减弱共同方法偏差的不利影响咱12暂遥 同

时袁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将本研究相关变量的所有题目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遥 当因子尚未旋转时袁高于 1 的因子共有

9 个袁首个因子解释变异量为 29.53%袁尚未达到 40%的临界标

准遥 因此袁本研究并无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遥
1.3 统计处理

利用 SPSS26.0 对本文相关变量进行数据分析袁 采用

Harman 单因子分析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咱13暂遥分别对运动

APP 使用尧感知价值尧锻炼自我效能感和大学生锻炼投入间的

内在关系进行信度检验尧相关分析尧回归分析袁借助 Process 插
件验证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在运动 APP 使用和大学生

锻炼投入关系中的链式中介效应遥

2 研究结果

2.1 变量相关性分析

严格控制性别尧年龄等变量袁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袁运动

APP 使用分别与感知价值尧锻炼自我效能感尧大学生锻炼投入

均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渊 =0.363袁0.383袁0.298曰 <0.01冤袁感知价

值与锻炼自我效能感尧 大学生锻炼投入均表现出显著的正相

关渊 =0.401袁0.286曰 <0.01冤遥 锻炼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锻炼投

入存在显著正向相关渊 =0.404袁 <0.01冤遥
2.2 中介效应检验

借助 Process 插件检验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在运

动 APP 使用影响大学生锻炼投入的中介效应遥 本文将大学生

性别尧年龄尧学历进行严格控制袁对其他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遥
回归分析表明袁 运动 APP 使用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感知价

值渊 =0.363袁 <0.01冤和锻炼自我效能感渊 =0.271袁 <0.01冤袁还
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锻炼投入渊 =0.144袁 <0.01冤遥感知价

值能正向显著预测大学生锻炼自我效能感水平 渊 =0.303袁 <
0.01冤遥感知价值尧锻炼自我效能感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锻

炼投入渊 =0.111袁 <0.01曰 =0.307袁 <0.01冤遥 根据以上结果袁构
建链式中介模型图 2袁路径系数结果显示袁锻炼自我效能感对

大学生锻炼投入的影响程度最大袁 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307袁
其次是运动 APP 使用袁标准化路径系数 0.144袁感知价值对大

学生锻炼投入影响效应为 0.111遥 据此袁 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H1尧H2尧H3尧H4 均成立遥

图 2 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在运动 APP使用和锻炼

投入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

Bootstrap 中介效应验证结果显示袁 运动 APP 使用对大学

生锻炼投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袁
<0.001袁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起部分中介作用遥 在野运

动 APP 使用寅感知价值寅锻炼投入冶野运动 APP 使用寅锻炼

自我效能感寅锻炼投入冶野运动 APP 使用寅感知价值寅锻炼自

我效能感寅锻炼投入冶3 条路径袁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袁表
表 1 运动 APP使用尧感知价值尧锻炼自我效能感和体育锻炼之间的相关分析

注院* <0.05袁** <0.01曰下表同遥

运动APP使用

感知价值

锻炼自我效能感

锻炼投入

64.95±14.69

70.25±18.64

29.77±7.49

62.89±16.17

序号 ±

1

0.363**

0.383**

0.298**

运动APP使用 感知价值

1

0.401**

0.286**

锻炼自我效能感

1

0.404**

锻炼投入

1

 

0.363** 

感知价值 

运动APP使用 锻炼投入 

锻炼自我效能感 
0.303** 

0.144** 

0 307. ** 0.271**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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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在运动 APP 使用影响大学生锻

炼投入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遥
3 讨论

3.1 运动 APP使用对大学生锻炼投入的直接效应

运动 APP 为大学生提供了获取健康信息的便捷渠道袁能
利用零散的时间进行锻炼袁 能根据不同学生的体格特征进行

人性化设计袁为学生提供符合自身需求的运动项目遥 运动 APP
能清晰地记录用户每日运动步数尧运动量和卡路里消耗数额袁
用户之间相互点赞袁得到同伴的认可和支持袁增强了学生的锻

炼自我效能感遥 运动 APP 个性化的推送服务能满足学生的信

息需求袁提高学生的体育文化知识和技能遥 运动 APP 的使用

有利于营造积极的锻炼氛围袁根据用户的技术水平尧需求及

位置信息袁精准提供场馆尧教练尧球友等信息袁丰富大学生社

交关系咱14暂遥 当学生利用运动 APP 完成规定的锻炼任务时袁对
体育锻炼产生积极情绪袁保持对锻炼热情袁学生会获得相应的

积分奖励遥运动 APP 使大学生的健身方式更加科学袁提供丰富

多元的健康信息袁激发学生锻炼积极性遥 充分调动学生的内在

积极性袁不断体验运动带来的成功与喜悦袁真正了解体育锻炼

价值尧功能和深层意义的认识袁增强了大学生锻炼的自主性袁
有效提供其锻炼投入水平遥
3.2 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院 感知价值对大学生锻炼投入有积

极的正向作用袁 感知价值在大学生运动 APP 使用和锻炼投入

之间存在中介效应遥运动 APP 是一种辅助性运动工具袁大学生

通过使用运动 APP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平台信息内容的影响袁
诱发个体对体育锻炼情感和认知的改变袁 最终提高锻炼投入

水平咱15暂遥借助运动 APP 大学生获得了优质免费的健康信息袁低
成本学习丰富多元的运动知识和技能袁 运动 APP 为个体提供

优质多元的健身产品和服务袁 满足了大学生对运动 APP 的功

能需求袁提高了个体对运动效应价值的感知袁吸引大学生自觉

投入到锻炼中遥运动 APP 根据个体身心状况袁为大学生推荐科

学个性化的健身方式袁提醒个体完成锻炼计划遥 在锻炼任务完

成后袁运动 APP 会给予个体勋章和积分奖励袁使个体感受到运

动满意感和愉悦感遥个体借助运动 APP 从中获得的积极帮助尧
支持尧提醒尧关注等都会促进个体锻炼情感价值的提升袁使大

学生体验到更多的情感价值袁 强化了运动 APP 与大学生之间

的联结袁有效加强了大学生对体育锻炼的投入程度遥 运动 APP
使用中袁大学生之间可以基于共同的运动爱好形成健身圈子袁
互相鼓励坚持锻炼习惯袁满足个体分享运动目标尧记录运动瞬

间的需求袁为大学生提供运动经验交流尧观点分享的平台袁更

倾向于参加积极的锻炼行为遥 运动 APP 还加强了个体与平台

体育专家的互动交流袁强化了个体与平台的黏性关系袁使大学

生感知运动的社会价值遥 对运动感知价值能驱动个体为满足

身心健康需求自主完成锻炼计划袁积极的投入到锻炼环境中袁
提高个体锻炼投入水平遥

锻炼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院 运动 APP 具有较强的交互

性和广泛应用性袁 督促大学生主动参与运动并为其精准推送

健身内容遥运动 APP 使用能提高大学生的运动意识袁认识体育

锻炼对健康的功效和益处袁提高对运动价值的感知袁提高了锻

炼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袁驱动大学生的主动锻炼行为袁形成健康

的生活方式咱16暂遥 锻炼自我效能感是个体投入锻炼的内在因素袁
会指导并决定个体的锻炼行为遥 高锻炼自我效能感下个体坚

信自己的机体状态和心理活动能影响运动的持续性袁 产生自

主的锻炼意向和专注的锻炼行为遥 运动 APP 通过多种方式使

运动知识和技能逐步渗透到大学生日常生活中袁 增进了大学

生对运动健体健心尧情绪调节尧改善睡眠等功能的认识袁提高

体育锻炼的预警性袁 这些健康认知有效提升了个体锻炼的主

体认识遥 通过平台多样化的奖励袁使每位大学生获得成功经验

促进其锻炼自我效能感的发展咱17暂遥 锻炼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

会主动克服身心障碍袁增强持续锻炼的信心袁提高大学生的锻

炼投入水平遥 高锻炼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面临困惑时能以积

极态度解决应激事件袁能在锻炼中获得正确的内部感知袁形成

投入尧专注尧沉浸的心理情境袁锻炼的持久性和坚持度就越高遥
高锻炼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对自己的运动知识和技能有更清晰

的认识袁有更深刻的情感体验袁确信自己的运动能力袁能轻松

自主的投入到体育锻炼中遥
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效应院 运动 APP

是一种便捷的健身方式袁普及健康知识和基本运动技能遥 运动

APP 本身就是对健康理念的宣传袁 使人们感受体育锻炼的价

值袁以更快速度更大范围传递健康理念袁营造了良好的运动氛

围咱18暂遥 倡导健康快乐的生活理念袁能辅助用户记录健身数据袁
对用户的身心指标数据科学分析袁指导运动项目学习袁为用户

制定科学的健身方式袁使学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遥 运动 APP
突出体育产品及服务的质量袁配以低廉的价格袁以专业化尧互
动化和个性化吸引个体参与锻炼袁为个体锻炼提供决策遥 运动

APP 为大学生节省了更多的时间尧经济和精力成本袁随时随地

以低价享受健身产品和服务袁使大学生感到更多的效用价值遥
运动 APP 所提供的优良的体育信息尧产品及服务袁为个体带来

运动愉悦感和产品功能的满足袁引发大学生的锻炼投入咱19暂遥 例

如袁微信系统每日更新的运动步数排行榜袁提高了个体的运动

成就感和健身乐趣袁传递体育精神和运动价值袁激发更多人的

表 2 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比例

运动APP使用→感知价值→锻炼投入

运动APP使用→锻炼自我效能感→锻炼投入

运动APP使用→感知价值→锻炼自我效能感→锻炼投入

总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0.040 4

0.082 9

0.033 7

0.157 0

0.144 1

影响路径 效应值

0.060 7

0.108 2

0.045 5

0.188 9

0.213 4

Boot 上限 Boot 下限

0.021 9

0.060 4

0.023 5

0.127 0

0.104 8

效果量/%

13.4

27.5

11.2

52.1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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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热情遥 运动充分根据个体身心状态为个体推荐适当的运

动计划和贴心的健康服务袁 引导大学生运动情感不断调整和

完善袁加深了锻炼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袁使大学生感受更多的情

感价值遥 运动 APP 为大学生提供专业健身指导袁 通过健康饮

食尧预约跑友等形成自己的体育社交圈遥 完成锻炼任务获得红

包尧勋章等奖励袁节省了用户在经济尧时间尧交通等方面的运动

成本袁 随时随地与健身人群分享运动技能和经验遥 运动类

APP 具有社交功能袁运动 APP 中共同爱好同伴支持鼓励能提

升个体的运动信念袁 提升个体对锻炼价值和行为的认同袁运
动圈中同伴可以互相交流健身心得袁使大学生感知更多的社

会价值咱20暂遥 运动 APP 使得大学生的运动更加高效和便捷袁提
高了其感知价值袁进而转化为锻炼自我效能感袁锻炼自我效能

感可以为个体提供更稳定的情绪情感和行为动机袁 激发个体

运动行为袁促使个体反复践行体育锻炼活动袁有效提升了个体

的主体意识遥 个体能付出更多的努力投入到锻炼中袁有明确的

锻炼目标并能坚持执行咱21暂遥 在面对难度高的锻炼任务时袁相信

自己有能力应对锻炼中的障碍袁主动投入到锻炼任务中遥
4 结论

本文研究探讨了运动 APP 使用对大学生锻炼投入的综合

影响袁揭示了感知价值和锻炼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效应遥 因

此袁高校在体育教学中要大力推广运动 APP 使用袁研发科学的

运动 APP袁保障学校 WiFi 信号和大数据基建水平袁保障运动

APP 的覆盖范围和运行速度遥 通过运动 APP 使用增进大学生

的体育锻炼知识和运动技能水平袁 使学生自主积极地投入到

体育锻炼中袁同时提高学校对大学生健康管理水平袁从而使大

学生形成规律科学的锻炼习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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