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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 渊2021要2025 年冤 的通

知曳袁指出要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袁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袁通过普及推广户外运动项目袁拓展体育旅

游产品和服务供给袁打造一批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尧精品赛事和

示范基地袁营造全民健身社会氛围咱1暂遥 叶通知曳将野促进体旅融

合冶作为主要任务之一遥 体育旅游是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深度

融合的新兴产业形态袁 发展体育旅游是丰富旅游产品体系尧拓
展旅游消费空间尧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袁也是盘活

体育资源尧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遥其中袁户外徒步

旅游以适用人群广泛尧慢节奏欣赏自然与身体力行挑战体验等

优势成为体育旅游的主流趋势袁 吸引了大批的旅游者参与其

中遥 户外徒步旅游是个体临时离开居住地袁在自然环境中以行

走为主要方式袁从而获得强烈具身体验的休闲旅游形式遥 它是

一项群体性活动袁具有身体强参与尧游憩感和挑战性等特点遥
满意度是反映消费者直接态度的重要指标袁 通过满意度

可预测消费者后续及未来行为的倾向袁 是理解顾客行为的关

键因素咱2暂遥参与满意度是衡量户外徒步旅游体验质量的重要评

价指标遥 前人研究指出袁社会支持尧个人情感体验是影响参与

满意度的重要前因变量袁但其影响路径目前尚不明确遥 因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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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Based on the main effect model of social support袁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650 outdoor hiking tourists
with reference to the Social Support Scale袁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Scale袁 and the Participation Satisfaction Scal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constructed to examine the four variables influence path of social support-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participation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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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 野社会支持要积极要消极情绪

体验要参与满意度冶理论模型袁深度分析参与满意度的影响路

径袁挖掘旅游者的内在需求袁优化其参与过程体验袁从而提升

户外徒步旅游者的体验质量遥
1 研究理论与假设

1.1 社会支持与情绪体验的关系研究

社会支持指个体从亲人尧朋友尧同事或团体组织等社会关

系中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咱3暂遥 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认为袁
当个体处于应激状态下时袁 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发生联系袁它
能缓冲负性生活事件的不良影响袁从而实现对个体身体及心理

健康的保护咱4暂遥 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认为个体感知到的社会

支持对其心理调适起保护作用袁 有利于增加积极情绪体验咱5暂遥
户外徒步旅游最大的特点是娱乐性尧趣味性和健身性袁参与徒

步旅游是以趣缘为纽带的社会互动袁 不仅能使参与者感知到

更多的社会支持袁减少负性情绪的产生咱6暂袁这种结伴出游袁通过

创造一种脱离社会结构和性别期望的自由感袁 为提升自身幸

福感做出了贡献咱7暂遥通过研究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对情绪体验

的影响袁得出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对情绪体验的影响是有益的袁
本研究将探讨社会支持及其 2 个维度对积极/消极情绪体验

的不同预测作用袁提出如下假设遥
H1院社会支持正向影响积极情绪体验遥
H1a院亲友支持正向影响积极情绪体验遥
H1b院群体支持正向影响积极情绪体验遥
H2院社会支持负向影响消极情绪体验遥
H2a院亲友支持负向影响消极情绪体验遥
H2b院群体支持负向影响消极情绪体验遥

1.2 社会支持与参与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1965 年袁Cardozo 将顾客满意度渊Customer Satisfaction冤引
入营销学袁学者们开始广泛关注满意度这一领域咱8暂遥满意度是

对目的地的预期同实际旅游中产生的体验相比较的结果咱9暂袁
是个体在体验后对信息质量进行综合评价产生的需求满足

状态咱10暂遥因此袁户外徒步旅游参与满意度是旅游者在户外徒步

旅游中获得的心理愉悦和需求满足程度遥 感知要期望差异理

论认为当旅游者与环境融合程度越高袁其越感到野超值冶袁对应

的满意度也越高曰若对服务有表现没有达到期望袁则会感到不

满意遥 研究表明袁参与满意度受外界气氛和群体互动等因素的

影响咱11暂袁经常参与运动的人群袁能够加深对运动的价值认同和

自我身份认同袁获得愉悦感袁提升参与满意度咱12暂遥 粟路军发现

影响旅游者消费尧 重游意愿和推荐的因素受其期望与实际感

知对比后而形成的心理状态影响咱13暂遥 在户外徒步旅游中袁良好

的群体互动与共同的团队目标可确保旅游团队的和谐统一曰
在旅游者身心面临问题时袁 亲友和群体成员能及时获得援助

达到令人满意的体验遥 综上分析袁本文提出如下假设遥
H3院社会支持正向影响其参与满意度遥
H3a院亲友支持正向影响其参与满意度遥
H3b院群体支持正向影响其参与满意度遥

1.3 情绪体验的中介作用

旅游者情绪体验从始至终渗透在旅游全过程袁 对旅游者

的满意度和后续行为发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 所以旅游是

研究情绪的极佳试验场咱14暂遥 情绪共分成 2 个维度袁以 0 为中间

界限袁是个体对外在事物的表现中立袁当个体受到外界事件刺

激时袁个体对该事件是否有利于自身进行编码判断袁从而向两

边逐步扩大袁 若个体感知到体验事件有利于自身需求或价值

时袁积极情绪体验会随之出现袁反之则产生消极情绪体验遥 积

极情绪渊PA冤和消极情绪渊NA冤具有相对独立性袁消极情绪体验

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积极情绪体验的增加咱15暂遥 作为外在影响的

社会支持会引发个体在人格系统中的情感体验发生变化袁这
表明情绪体验可能是对社会支持所表现出的回应遥 研究表明袁
社会支持不仅直接作用于生活满意度袁 还能通过心理状态间

接作用于生活满意度咱16-17暂遥 当个体处于舒适的群体氛围袁个体

将会获得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袁 具有积极情绪体验的个体更

能积极地应对尧解决问题并更容易获得生命意义感袁提升满意

度咱18-19暂遥 因此积极情绪体验能够增强个体幸福感袁降低个体心

理疾病的易感性袁 使个体在高压或消极状况下可快速有效地

恢复袁改变尧融入外界环境袁帮助个体产生幸福感遥 基于文献分

析袁提出假设遥
H4院积极情绪体验在社会支持与参与满意度间存在部分中

介作用遥
H4a院积极情绪体验在亲友支持与参与满意度间存在部分

中介作用遥
H4b院积极情绪体验在群体支持与参与满意度间存在部分

中介作用遥
H5院 消极情绪体验在社会支持与参与满意度间存在部分

中介作用遥
H5a院消极情绪体验在亲友支持与参与满意度间存在部分

中介作用遥
H5b院消极情绪体验在群体支持与参与满意度间存在部分

中介作用遥

图 1 假设模型图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2022 年 6要7 月调查人员到达武汉东湖七连山尧大青八路

线尧云雾山尧九峰山等地渊调研地作为生态旅游目的地具有典

型代表性袁且以上路线均符合调研要求的遴选标准中等强度院
6 h\20 km冤遥对平均每月有 1 次户外徒步旅游经历的旅游者发

放纸质版问卷袁被调查者进行现场填写遥 预调研回收问卷 133
份袁有效问卷 120 份袁有效率 90.23%遥 正式调研问卷回收 650
份袁剔除无效问卷后为 587 份袁有效率为 90.31%遥 男性旅游者

有 374 人渊63.7%冤袁女性有 213人渊36.3%冤曰年龄以 18耀40 岁人群

为主袁18耀25 岁渊30.2%冤袁26耀30 岁渊17.7%冤袁31耀40 岁渊21.1%冤袁
41耀50 岁渊11.4%冤曰学历以大专/本科为主渊63.5%冤曰月收入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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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元以下为主袁5 001耀8 000 元以下 渊29.1%冤袁3 001耀5 000 元

渊18.9%冤袁3 000 元以下渊27.4%冤遥
2.2 研究工具

社会支持量表参考 Zimet 编制的 叶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曳
渊PSSS冤咱11暂和王真真设计的适用于线上跑者的社会支持量表咱20暂袁
编制了符合户外徒步旅游情境的社会支持量表袁 问卷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袁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程度越高遥 社会支持

为 0.89袁 <0.001袁旋转后各因子载荷均大于 0.60遥社会支

持因子分析结果为二维袁与最初拟定的维度数量是一致的袁分
别命名亲友支持和群体支持遥 旅游者亲友支持尧群体支持的内

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75尧0.78遥
积极情绪量表尧 消极情绪量表选用黄丽翻译的中文版积

极消极情绪量表咱15暂遥 积极情绪体验尧消极情绪体验 分别

为 0.92尧0.90袁 <0.001袁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90尧0.92遥
参与满意度量表参考 Spreng咱21暂尧李京律咱22暂等的研究袁采用

整体满意度的指标进行参与满意度的测量袁共 3 项指标遥 参与

满意度 为 0.64袁 <0.005袁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2袁问卷

符合基本信度标准袁题项问题设置合理稳定遥
2.3 数理处理与分析

采用 SPSS 26.0 对社会支持尧积极情绪体验尧消极情绪体

验尧参与满意度 4 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袁AMOS 24.0 进行结构方

程模型建模袁对假设路径进行检验遥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差偏差检验

本文采用 AMOS 24.0 检验社会支持尧积极情绪体验尧消极

情绪体验和参与满意度量表测量结果 / =2.409曰
=0.049曰 =0.940尧 =0.940尧 =0.902尧 =0.933曰

=0.807袁因子的特征值均大 1 符合理想标准袁表明本研究不

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遥
3.2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两变量间的线性相关作用可通过 SPSS 相关分析进行检

测袁相关系数越大袁相关越强遥 通过对户外徒步旅游社会支持尧
积极情绪体验尧消极情绪体验及参与满意度相关性分析袁得出

测量变量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遥
3.3 假设检验

运用 Amos24.0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袁对总模型进行路径系

数检验袁 并依据 值的大小判断路径系数是否显著具有统计

学效力遥 结果显示袁各项指标为 辕 =2.464袁 =0.906袁

=0.888袁 =0.863袁 =0.914袁 =0.905袁 =0.914袁
=0.050袁数据显示拟合良好遥

图 2 社会支持尧积极情绪体验尧消极情绪体验尧参与满意度

的结构模型

社会支持对积极情绪体验分析渊 =0.464袁 <0.001冤袁表明

社会支持对积极情绪体验有显著正向作用袁假设 H1 成立遥 社

会支持对消极情绪体验分析渊 =-0.339袁 <0.001冤袁表明社会支

持对消极情绪体验有显著负向作用袁假设 H2 成立遥 社会支持

与参与满意度的分析渊 =0.395袁 <0.001冤袁表明群体支持显著

正向预测参与满意度袁假设 H3 成立遥野社会支持寅积极情绪体

验寅参与满意度冶的效应值显著渊 =0.145袁 <0.05冤袁这说明积

极情绪体验在社会支持和参与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遥 野社会

支持寅消极情绪体验寅参与满意度冶的效应值显著渊 =0.048袁
<0.05冤袁这说明消极情绪体验在社会支持和参与满意度之间

起中介作用遥 在模型中野社会支持寅参与生活满意度冶直接路

径 <0.01袁直接效应结果显著袁说明积极情绪体验在群体支持

与参与满意度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袁 消极情绪体验在群体支

持与参与满意度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袁 分别占总中介效应值

的 75.13%袁24.87%遥
对社会支持二维度尧积极情绪体验尧消极情绪体验与参与满

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路径标准化分析遥结果显示袁各项指标为

字2/ =2.840袁 =0.901袁 =0.882袁 =0.844袁 =0.893袁 =
0.880袁 =0.892袁 =0.056袁数据显示拟合良好遥

图 3 社会支持二维度尧积极情绪体验尧消极情绪体验尧参与

满意度的结构模型

表 1 各变量的均值尧标准差与相关系数渊 =587冤

注院** 在 0.01 级别渊双尾冤袁相关性显著遥

社会支持

亲友支持

群体支持

积极情绪体验

消极情绪体验

参与满意度

3.86

3.78

3.93

3.84

1.42

4.11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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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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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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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7**

3

1

0.370**

-0.245**

0.498**

4 5 6

1

-0.414**

0.457**

1

-0.34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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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支持对积极情绪体验无显著差异渊 >0.01冤袁假设 H1a
不成立遥群体支持对积极情绪体验分析渊 =0.462袁 <0.001冤袁表
明群体支持对积极情绪体验有显著正向作用袁假设 H1b 成立遥
亲友支持对消极情绪体验无显著作用渊 >0.01冤袁假设 H2a 不

成立遥 群体支持对消极情绪体验有显著差异 渊 =0.462袁 <
0.001冤袁假设 H2b 成立遥亲友支持对参与满意度分析渊 >0.01冤袁
表明亲友支持对参与满意度无显著作用袁假设 H3a 不成立遥群
体支持对参与满意度分析渊 =0.455袁 <0.001冤袁表明群体支持

对参与满意度有显著正向作用袁假设 H3b 成立遥 野群体支持寅
积极情绪体验寅参与满意度冶 的效应值显著 渊 =0.131袁 <
0.05冤袁 这说明积极情绪在群体支持和参与满意度之间起着中

介作用遥 野群体支持寅消极情绪体验寅参与满意度冶的效应值

显著渊 =0.043袁 <0.05冤袁这说明积极情绪体验在群体支持和参

与满意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遥 在模型中野群体支持寅参与生活

满意度冶直接路径的 <0.001袁且直接效应结果显著袁说明积极

情绪体验在群体支持与参与满意度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袁消
极情绪体验在群体支持与参与满意度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袁
假设 H4b尧H5b 成立袁分别占总中介效应值的 75.29%袁24.71%遥
4 讨论

4.1 社会支持对情绪体验的直接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袁 社会支持尧 群体支持能正向显著影响积

极/消极情绪体验遥 虽然群体支持尧亲友支持与积极/消极情绪

体验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袁 但是亲友支持对积极情绪体验和消

极情绪体验无显著预测作用袁 且社会支持的群体支持要高于

亲友支持对积极情绪体验的影响袁 这可能与户外徒步旅游的

群体活动属性有关遥 徒步旅游过程中袁同伴支持可以增强旅游

者间的社会互动袁形成积极的动力机制袁共同完成团队目标袁
有利于旅游者将其编码为野积极冶的一面袁促进积极情绪体验

的获得遥 反之袁旅游者感知到的外界关怀与支持较少袁或感受

到不安全因素时袁便会增加消极情绪体验遥 崔丽霞认为社会支

持是消极情绪的重要途径袁 可通过提升预先应对策略和积极

情绪的体验进行缓解咱23暂袁支持本研究结果遥 户外徒步旅游氛围

促进旅游者的参与体验的积极情绪产生袁 旅游群体成员的鼓

励可提高旅游者群体认同感袁 激发旅游者参与户外徒步旅游

的积极性遥 在户外徒步旅游中旅游者从陌生到熟悉尧 相约出

行袁真正融入徒步群体遥
4.2 社会支持对参与满意度的直接影响

研究发现袁社会支持尧群体支持对参与满意度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遥 叶鸣尧魏孟均得到社会支持对满意度有直接正向作

用咱24-25暂袁当个体处于困境时有效维持其心理健康水平的途径

是获得较高且稳定的社会支持咱26暂袁支持本研究结果遥 户外徒步

旅游者参与互动程度更高袁体验更为深刻袁更容易获得来自群

体成员的帮助与认可遥 获得群体支持较高的旅游者更容易产

生正向的评价袁从而增加旅游者对户外徒步旅游的好感袁而群

体提供的支持氛围是旅游者产生期待尧 积极评价和重游意愿

等的重要前提条件袁因此袁参与满意度更容易受群体支持的影

响遥 纵观国内外知名户外徒步旅游文章袁其更加注重户外徒步

旅游的体验咱27-28暂遥 若想通过户外徒步旅游带动经济发展的城

市袁需要国家加大对全民健身的推广和宣传袁注重徒步道路的

建设袁培养专业人才带领群众参与袁促进旅游者满意度形成遥
4.3 情绪体验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证实了社会支持不仅直接作用于满意度袁 还通过

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的间接作用影响满意度袁 且相

较于消极情绪体验袁积极情绪体验的中介效应更大遥 这说明社

会支持程度越高袁 旅游者在户外徒步旅游中面对消极事件时

更倾向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袁 并可能具有将消极情绪体验转

化为积极情绪体验的能力袁 增加并维持积极情绪体验的发生

频率袁从而能更为频繁的体验到积极情感体验袁这种积极的作

用也能较好的促进满意度的产生遥 分析得出袁社会支持尧群体

支持不仅会直接影响参与满意度袁 还会通过积极情绪体验间

表 2 假设检验结果

注院** 表示 <0.01袁在 0.01 的水平下显著遥

H1

H1a

H1b

H2

H2a

H2b

H3

H3a

H3b

H4

H4a

H4b

H5

H5a

H5b

社会支持→积极情绪体验

亲友支持→积极情绪体验

群体支持→积极情绪体验

社会支持→消极情绪体验

亲友支持→消极情绪体验

群体支持→消极情绪体验

社会支持→参与满意度

亲友支持→参与满意度

群体支持→参与满意度

社会支持→积极情绪体验→参与满意度

亲友支持→积极情绪体验→参与满意度

群体支持→积极情绪体验→参与满意度

社会支持→消极情绪体验→参与满意度

亲友支持→消极情绪体验→参与满意度间

群体支持→消极情绪体验→参与满意度

假设 关系路径检验

0.464

0.025

0.462

-0.339

-0.039

-0.324

0.395

0.022

0.455

0.145

-

0.131

0.048

-

0.043

Estimate

**

0.562

**

**

0.378

**

**

0.592

**

**

-

**

**

-

**

结论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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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参与满意度袁 说明积极情绪体验在社会支持和参与满

意度尧群体支持和参与满意度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遥 从间接效

应的比较来看袁 积极情绪体验的中介效应要明显大于消极情

绪体验的中介作用袁即消极路径削弱效应成立遥 这一研究结果

与师方媛咱29暂尧陈海燕咱30暂的研究结果一致袁其研究也发现积极情

绪体验比消极情绪体验的中介效应更大遥 根据拓展要建构理

论袁积极情绪体验在帮助个体拓展思维要行动的范畴和建构心

理资源的同时还具有重要的缓释功能咱31暂遥消极情绪体验会引起

个体躯体和精神上的消极体验袁唤醒愤怒尧焦虑等应激反应咱32暂遥
而积极情绪体验此时会发挥修复和缓释作用袁 积极情绪体验

可以促进自主神经系统平静袁解除应急防御袁使身体处于放松

状态袁同时还可以修复思维的灵敏性咱33暂遥 积极情绪体验不仅自

身发挥着心理资源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同时削弱消极情绪体验

所带来的影响遥 获得较高积极情绪体验的旅游者更容易产生

积极评价推荐袁辐射周围人群参与积极性遥
本研究构建的社会支持要积极情绪体验要消极情绪体

验要参与满意度模型尧 群体支持要积极情绪体验要消极情绪

体验要参与满意度模型袁积极 辕消极情绪体验的中介作用也得

到了有效验证遥 因此袁积极 辕消极情绪体验在社会支持和参与

满意度尧群体支持与满意度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遥 户外

徒步旅游社会支持和群体支持会通过情绪体验袁 作用于旅游

者对户外徒步旅游的参与满意评价遥
5 结论

户外徒步旅游社会支持尧群体支持正向显著影响积极 辕消
极情绪体验遥

户外徒步旅游社会支持尧 群体支持正向显著影响参与满

意度遥
户外徒步旅游积极 辕消极情绪体验在社会支持与参与满

意度尧积极 辕消极情绪体验在群体支持与参与满意度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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