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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袁教育部发布的叶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

见曳中明确强调院野加大学生学习投入冶遥 近几年调查显示袁大学

生群体学习投入整体偏低袁存在普遍拖延现象咱1暂遥 学习投入是

一种与学习相关的尧积极的尧充实的精神状态咱2暂袁是影响学生学

习效率和提高学业成绩的关键变量咱3暂遥 研究发现袁个体学习投

入程度越高尧成绩越好袁对学校的心理适应也就越好袁高水平

的学习投入可以提高学生的幸福感袁 并且直接关系到其未来

发展与学业成就咱4暂遥因此袁探究学习投入生成机制袁提高大学生

学习投入水平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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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投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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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future orientation and study in鄄
put. Methods A survey of 670 college students was conducted and analyzed using the , the

, the , and the . Results 1) Physical activity
positively predicted learning input, future orientation and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Future orientation positively predicted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and learning input.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positively predicted learning input. 2) Regression analyses confirmed that
both future orientation and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had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s in physical activity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future
orientation and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acted as chain mediators in physical activity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Conclusions 1)
Physical activity, future orientation,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2) Future orienta鄄
tion and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3)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activity can mediate the academic eng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on of two factors: future orientation
and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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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和心理健康水平咱5暂袁提高生活质量的多方面尧多种类的身

体活动袁对提高学习投入具有重要的作用咱6暂遥 本研究旨在深入

探讨体育活动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内在联系袁 揭示体育活动在

影响大学生学习投入过程中未来取向和意向性自我调节的链

式中介作用袁为提高大学生学习投入水平提供一些参考遥
体育活动与学习投入有着密切关系遥 体育活动是一种健

康尧积极的生活方式袁在提高个体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同时袁
还会改变个体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咱7暂遥 前期已有研究发现袁学
生学习投入水平受到很多因素影响袁 其中主要包括学校因素尧
家庭因素以及学生个人因素等咱8暂遥 事实上袁在影响学生学习投

入的诸多因素中袁 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情况占据重要位置咱6暂遥
研究表明袁体育活动能够有效缓解学习压力袁提高学习效率咱9暂曰
参与运动能够帮助大学生在课堂上拥有更高的注意力咱10暂曰体育

活动会使人更勇于面对拖延的任务袁改善学习拖延情况咱1暂袁通
过调整个体心理尧 精神与身体状态袁 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水

平遥 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大学生袁学习投入更多袁学业成绩更

好袁体育活动与学习投入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咱11暂遥 基于上述分

析袁本研究提出假设 H1院体育活动正向预测大学生学习投入遥
通过对前人的研究梳理发现袁 可以推测未来取向在体育

活动和学习投入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遥 未来取向是个体的思想

和行为指向未来的方向袁预示着个体的目标设置尧对未来的期

望以及这一系列的思考和规划过程咱12暂遥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咱13暂袁
当个体能够自主决定尧自我选择自己的行为时袁往往会激发其

强烈的驱策力袁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内在动力和效率遥 未来取向

激发个体积极分析自身优势与外在环境资源而非被动地接受

环境的影响袁这种倾向会促使个体主动规划未来袁展现出更为

主动的学习行为咱14暂遥 研究发现袁未来取向和运动水平之间呈显

著正相关袁 参与体育活动可以提高学生对未来的期待使学生

获得更积极的未来取向咱15暂遥 高未来取向者拥有更强的成就动

机咱16暂袁对个人目标抱有更乐观的预期袁同时也更愿意为了实现

目标去付诸行动咱17暂袁因此对未来方向越清晰的学生袁学业表现

越好咱18暂袁学习投入水平也就越高咱19暂遥 积极的未来取向提高学习

投入水平袁体育活动的参与影响未来取向的提升遥 因此本研究

假设 H2院 未来取向在体育锻炼与学习投入之间存在中介作

用遥
此外袁研究还发现袁意向性自我调节对学习投入也有显著

影响遥 意向性自我调节是个体获得积极自我发展目标的行动

过程咱20暂袁是调节自身思考和处理外部干扰的一种心理调控能

力遥 调查显示袁意向性自我调节高的学生能够对自身资源进行

更为合理的优化利用咱21暂袁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影

响咱22暂遥 正确且强烈的自我调节袁可以改善校园氛围消极因素的

作用咱23暂袁影响学生情绪发展趋势咱24暂袁引导学生正确观念咱25暂袁使
学生拥有更高水平的学习投入水平咱26暂遥 在进行体育活动时袁个
体会大致设定预期所要达到的运动目标并为了实现该目标将

脑力活动与体力活动协调统一不断进行策略调整与思考袁优
化自身运动方法与运动技能袁 这一过程对学生意向性自我调

节能力的提高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咱27暂遥 因此袁体育锻炼可能通

过提高意向性自我调节来作用于学生学习投入水平遥 基于此

本研究假设 H3院意向性自我调节在大学生体育活动与学习投

入之间存在中介作用遥
根据以往的研究发现袁 未来取向显著正向预测意向性自

我调节袁未来取向是个体对未来的一种偏好和倾向咱28暂袁意向性

自我调节是个体为了实现目标采用积极策略对自身行动进行

控制的过程咱29暂遥 根据认知要动机系统理论袁正面的未来取向有

助于个体构建通往未来的积极途径拥有清晰的未来目标袁并
以目标作为指引明确发展方向咱30暂袁使学生更善于采用各种行

动策略来实现预定目标遥 个体对未来的关注会使学生有意识

地采用意向性自我调节促使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咱28暂遥 由此推

测袁未来取向可以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来改善学习投入水平袁
同时参与体育活动可以通过未来取向与意向性自我调节进一

步提高学生学习投入遥 基于此袁提出假设 H4院未来取向与意向

性自我调节在体育活动与大学生学习投入中起链式中介作

用遥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袁建设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袁

教育部要求取消毕业前补考等野清考冶行为袁让大学教育回归

其本来的定位咱31暂遥 在此背景下袁各高校开始重视提高本科教育

质量袁建立了学业预警和淘汰机制遥 目前袁我国高等教育由重

规模的外延式发展转向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袁 大学生学习投

入成为近年来考察和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方式之一咱32暂袁
因此袁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显得至关重要遥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咱33暂袁利用网络问卷加纸质版问卷

相结合的方式袁 从河北省与湖北省 3 所大学随机抽取 736 名

大学生渊大一至大四冤完成问卷调查遥 剔除连续填写尧漏填等无

效问卷后袁剩余 670 份问卷袁其中男性 284 人渊42.4%冤袁女性

386 人渊57.6%冤袁大一尧二尧三尧四年级分别为 207 人袁188 人袁
171 人袁104 人袁 河北省 261 人袁 湖北省 409 人袁 问卷有效率

92.3%袁被试年龄分布在 20依1.89遥为了确保研究的顺利进行和

数据的准确性袁 问卷指导语部分明确向被试者详细阐述研究

的用途尧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及其他相关事宜袁同时袁取得所调

查学校的正式许可袁并在学校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发放袁此
外所选取的被试均由任课教师当面告知需认真作答并留出充

裕的时间填写后当堂回收遥
1.2 调查工具

1.2.1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采用梁德清修订的体育活动等级量表咱34暂遥 从强度尧时间尧
频率维度对被试运动量进行测量遥 身体活动等级计算公式为院
身体活动量 = 运动强度伊(运动时间-1)伊运动频率遥 采用 5 点

计分法袁得分越高说明学生参加运动程度越高遥 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669袁信效度良好遥
1.2.2 学习投入量表渊UWES-S冤

本研究选用由 Schaufeli 编制尧国内学者方来坛等人咱35暂翻
译并修订的学习投入量遥 量表共包括 17 个题项袁共 3 个维度遥
采用 7 点计分法袁1 代表野从来没有冶袁7 代表野总是冶袁得分越

高袁表明学习投入的水平越高遥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95袁信效度良好遥
1.2.3 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

本研究选用代维祝等人咱20暂翻译并修订的意向性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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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遥 问卷共包括 9 个题项袁要求被试从目标选择尧优化和补

偿 3 个维度报告自己的自我调节水平遥 采用 5 点记分袁1 表示

野非常不符合冶袁5 表示野非常符合冶遥得分越高袁表示被试的意向

性自我调节水平越高遥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系数

为 0.83袁信效度良好遥
1.2.4 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

本研究选用刘霞等人咱36暂编制的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遥 问

卷共计包括 31 个题项袁采用 5 点计分法袁按照出现频率的多

少袁1 代表野非常不符合冶袁5 代表野非常符合冶遥 得分越高袁表明

被试的未来取向越积极遥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系

数为 0.955袁 信效度良好遥
1.3 统计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27.0 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处理遥 采用

Hayes 编写的 process 插件中的模型 6袁 对未来取向与意向性

自我调节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遥 并采用 Bootstrap 法对链式中介

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遥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随机安排各量表所处位置袁 所使用的量表设计了

适当的反向计分题项袁 并提前告知受试者匿名填写袁 且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遥 结果显示袁
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11 个且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33.392%渊约40%冤袁 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并未能解释变量间的大

部分变异袁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遥
2.2 大学生在体育活动尧未来取向尧意向性自我调

节尧学习投入的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袁性别为自变量袁体育活动尧

未来取向尧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学习投入为因变量袁对不同性别

的大学生进行分析遥 结果显示渊表 1冤袁在体育活动和学习投入

方面袁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具有显著差异渊 约0.001冤袁女性均低

于男性遥 而在意向性自我调节与未来取向方面两者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渊 跃0.05冤遥
表 1 人口学分析

2.3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 2 列出了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以及相关矩

阵遥 从相关矩阵表中可以看出袁体育活动尧未来取向尧意向性自

我调节与大学生学习投入两两正相关遥

表 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渊 =670冤

注院* 为 <0.05袁** 为 <0.01袁*** 为 <0.001曰下图表同遥

2.4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在控制性别尧年龄尧生源地等人口因素下袁以体育活动自

变量袁大学生学习投入为因变量袁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学习投入

作为中介变量遥利用 Hayes 开发的 process 插件中的模型 6袁对
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袁采用 Bootstrap 方法袁进行 5 000 次重

复抽样估计 95%的置信区间遥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渊表 3冤院体育

活动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渊 =0.426袁 <0.001冤遥 将未

来取向和意向性自我调节纳入回归方程后袁 体育活动与未来

取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渊 =0.216袁 <0.001冤袁与意向性自我调

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渊 =0.29袁 <0.001冤遥未来取向与意向性自

我调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渊 =0.598袁 <0.01冤袁与学习投入呈正

相关关系渊 =0.126袁 <0.05冤遥意向性自我调节与学习投入呈显

著正相关关系渊 =0.464袁 <0.001冤遥 在纳入未来取向和意向性

自我调节两个变量后袁体育活动仍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渊 =
0.264袁 <0.001冤遥

采用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析袁结果显示渊表 4冤院
总效应值为 0.426袁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袁 表明总效应显著遥
直接效应值为 0.264袁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袁表明体育活动对

学习投入有显著的直接效应遥 总间接效应值为 0.162袁95%置

信区间不包含 0袁表明未来取向尧意向性自我调节在体育活动

与学业投入间有显著的中介效应遥由未来取向和想学自我调节

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由以下 3 条路径组成院体育活动寅未

来取向寅学业投入的路径形成的间接效应 1 渊效应值 0.027冤曰
体育活动寅意向性自我调节寅学习投入的路径形成的间接效

应 2 渊效应值 0.080冤曰 体育活动寅未来取向寅意向性自我调

节寅学习投入 路径形成的间接效应 3渊效应值 0.116冤遥以上中

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渊下限和上限冤均未包含 0 值袁本研究

中各路径的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遥

图 1 链式中介效应路径图

3 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新年贺词中说到 野明天的中国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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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7

平均值 标准差

26.730

19.004

0.568

0.673

0.484

0.466

1.014

1.141

14.232

3.011

2.742

4.617

＜0.001

0.009

0.036

＜0.001

体育活动

学习投入

未来取向

意向性自我调节

27.327

4.961

3.536

3.804

平均值

26.097

1.105

0.476

0.634

标准差 1

0.445**

0.252**

0.327**

2

0.432**

0.586**

3

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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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个变量间回归关系的分析

常量

体育活动

未来取向

意向性自我调节
2

0.02

0.43

0.03

0.03

0.2

165.36***

0.710

12.859***

0.09

0.22

0.07

0.29

0.6

0.03

0.03

0.03

0.11

79.87***

2.12

8.94***

18.31***

0.02

0.26

0.13

0.46

0.03

0.03

0.04

0.04

0.42

163.39***

-0.68

8.85***

3.13**

11.62***

0.032

0.032

0.06

45.42***

2.72

6.74***

学习投入 未来取向 意向性自我调节 学习投入

希望寄予青年遥 青年兴则国家兴袁中国的发展要靠广大青少年

挺膺担当遥 冶因此本研究从大学生学习投入水平作为切入点袁
为大学生如何获得更好地发展提供一些借鉴遥 从理论角度看袁
丰富了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研究袁 是对体育活动提升心理品

质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曰 从现实角度看袁 为大学生加强体育锻

炼尧提升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尧拥有更积极的未来取向尧提高

学生学习投入水平提供参考袁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遥
3.1 体育活动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研究发现袁体育活动可以正向预测学习投入袁验证了假设

1袁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咱6暂遥参与体育活动可以有效提高学

生对自我的控制尧抗压尧注意咱37暂以及社会感知咱38暂等能力袁促进

其心理以及生理咱39暂健康发展袁这些在锻炼中所改善的心理品

质与身体素质体现在学习中会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里拥有更

高水平的执行能力袁更乐观而且更具有毅力咱40暂袁从而提升学生

的学习投入水平遥 由此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参加体育活动

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遥
3.2 未来取向在体育活动和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袁 未来取向是体育活动和学习投入的中介变

量袁H2 得到验证遥从未来取向的单独中介作用来看袁体育活动

会对人体各个方面均产生正面影响袁 使个体更容易缓解焦虑

抑郁等负性情绪袁拥有更积极的未来取向咱41暂遥 未来取向可以正

向预测学习投入袁 具有较强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学生在跨期选

择中能够更加理性地思考和自我控制袁选择趋向于长远袁从而

做出使自身受益更多的选择袁也更倾向于健康的行为方式咱42暂遥
未来取向会帮助学生建立更加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袁 而且对

个体的学业成就尧 制定生活计划等方面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

义咱43暂袁因此未来取向越高的大学生学习投入水平也相对越高遥
3.3 意向性自我调节在体育活动和学习投入的中

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意向性自我调节在大学生体育活动与学习

投入之间起独立中介作用遥 验证了 H3遥 关系发展系统理论认

为咱44暂袁青少年个体有能力通过自我调节来促进自身与环境的

最佳匹配遥 因此袁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的高低对青少年在学校

及学习中的各种问题袁如学习适应尧师生关系等袁具有重要影

响咱45暂遥 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低的学生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往

往表现得意志不够坚定袁无法很好地实现预定目标袁而参与适

度的体育活动可以很好的磨炼学生的意志袁 提高学生对自身

的控制能力袁帮助学生更好的面对挫折与挑战袁灵活应对现实

生活中各种突发事件袁努力去实现预定目标袁使学生拥有更高

的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袁从而去提高自己的学习投入水平遥
3.4 未来取向和意向性自我调节在体育活动和学

习投入的链式中介作用
在探究体育活动对学习投入之间的影响时袁 本研究发现

未来取向和意向性自我调节可以构成一条重要的链式中介效

应袁验证了 H4遥 研究发现袁未来取向可以正向显著预测意向

性自我调节袁这与前人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咱46暂遥 拥有高水平未来

取向的学生其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也越高袁 其主要原因是对

于高未来取向的大学生来说袁未来是有目标的袁在学习生活过

程中袁他们会根据理想和目标袁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和规划袁
以达到目标咱18暂遥 另一方面袁意向性自我调节是青少年积极发展

的一个重要心理基础袁 意向性调节水平较高的学生会拥有更

健康的身心发展袁以完成个人目标及达到个人目的袁进而学习

投入水平也就越高咱25暂遥 当环境能够让人体验到自主性袁或者感

受到能够主宰自己的行为并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时袁 这将有

助于增强参与活动的内在动机咱47暂袁体育锻炼为大学生提供了

自主选择的机会袁支持他们独立解决问题并参与决策过程咱11暂袁

表 4 中介效应分析表

总效应

直接效应

总间接效应

体育活动→未来取向→学习投入

体育活动→意向性自我调节→学习投入

体育活动→未来取向→意向性自我调节→学习投入

0.425 8

0.264 1

0.161 7

0.027 3

0.079 5

0.115 9

路径 效应

0.033 1

0.029 8

0.026 5

0.009 8

0.017 3

0.012 2

Boot Boot LL

0

0

0.116 5

0.009 8

0.048 3

0.034 2

Boot UL

0.360 8

0.205 5

0.213 5

0.047 8

0.115 9

0.034 2

相对中介效应/%

0.00

62.00

38.00

6.40

18.70

27.00

105窑 窑



第 43 卷 湖 北 体 育 科 技 第 5 期

这会促使学生拥有更积极的未来取向袁 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

也会随之提高袁使其可以更为主动尧积极尧可控地去完成预定

任务袁提高学习的内在动机袁最终改善学习投入水平遥
4 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检验了体育活动尧学习投入尧未来取向与意向性自

我调节的关系袁为提高大学生学习投入水平提供一些参考遥 但

是袁本研究还是存在一些局限性有待完善遥 第一袁本研究完全

采用问卷自评的形式袁自评群体均为在校大学生袁研究方法与

主体过于单一袁未来可以增加研究方法与主体袁使测量结果更

为客观准确曰第二袁本研究只讨论了意向性自我调节与未来取

向这两种变量的中介作用袁 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从更多维度

探讨体育活动与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袁 以更好地提高学生学

习投入水平遥
5 结论

体育活动显著正向预测未来取向尧意向自我调节尧学习投

入袁且与未来取向尧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大学生学习投入之间两

两显著正相关曰 未来取向与意向性自我调节在体育活动与学

习投入中均具有单独中介作用曰 参加体育活动可以通过未来

取向和意向性自我调节这 2 个因素链式中介作用于大学生学

习投入遥
本研究的结果对大学生学习投入影响因素进行了扩展袁

为大学生学习投入的研究拓宽了视野遥 通过结果也对我们进

行了提示袁学校尧社会以及国家等层面应当给予一定的政策支

持袁 以鼓励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活动袁 加强学生体育锻炼意

识袁使学生在提高身体素质的同时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袁激发

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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