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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为了深化西部地区高职院校素质教育改革袁 提升高职学生人格及人际关

系发展水平袁利用自编体育锻炼行为调查问卷尧人格量表及人际关系量表对新疆

1 659 名高职学生进行调查袁探究课外体育锻炼对人格发展及人际关系的影响遥 结

果显示院新疆高职学生体育锻炼的参与度尧锻炼时长尧锻炼频率尧锻炼次数较为合

理曰高职学生的人格及人际关系水平存在性别及年级的差异性曰体育锻炼对高职学

生人格及人际关系的影响显著曰体育锻炼与人格发展呈现正相关袁与人际关系呈现

负相关遥 建议院新疆高职院校应加强对学生体育锻炼的宣传及鼓励袁通过积极的引

导袁提高学生体育锻炼的参与度袁从而促进学生健康人格发展及人际关系水平的提

高袁推动高职学生全面协调发展遥
关键词院 高职学生曰体育锻炼曰人格曰人际关系曰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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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deepen the quality education reform of th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in western

China and improve th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this study used a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questionnaire, Psychology Inventory

and Interpersonal Ties Scal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on person-

ality develop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mong 1 659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ticipation, duration, frequency and times of physical exercise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Xinjiang are relatively reasonable; there's difference in personality develop-

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genders and different grades among thes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re'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personality de-

velop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physical exercis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whil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personal re-

lationship. Conclusion: Xinjiang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should further advocate physical exercise,

encourage and direct students to take active part in physical exercis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

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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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袁 对技能型人才的需

求不断增加遥 高等职业院校作为培养我国职业技能

人才的重要基地袁近几年招生规模也逐渐扩大遥新型

技能人才袁不仅需要具备专业尧扎实的技术能力袁同
时还要具备健康的心理袁 然而现实社会的生活节奏

加快袁 文化多元变化袁 严峻的就业压力及社会竞争

力袁使得高职学生的心理受到巨大的压力袁导致很多

高职学生出现焦虑尧紧张尧恐惧尧人际关系较差等心

理问题袁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是急需解决的重

要课题 [1]遥
人格及人际关系是大学生健康心理的重要方

面袁高职学生正处于人格及人际关系发展的重要阶

段袁如何更好地推动高职学生人格塑造及人际关系

水平的建设袁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遥 体育锻炼作

为高职学生重要的交流平台袁其独有的参与功能及

社会功能被很多学者热衷研究遥 韩凤芝探究了人格

与体育参与度的关系袁表明体育参与行为能促进人

格的发展 [2]曰学者张勇研究表明袁偶尔参加体育锻炼

的学生情绪尧人际关系等心理问题远远多于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学生 [3]曰国外研究者 Allen尧Demir 也证

实体育锻炼对人格尧人际关系的健康发展有积极促

进作用 [4-5]遥 这些研究都足以证明体育锻炼与人格发

展及人际关系密切相关袁但当前研究缺少针对西部

高职院校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与人际关系尧人格发

展的关系的研究遥 鉴于此袁本研究立足新疆袁尝试探

索新疆高职院校学生课外体育锻炼行为现状及对

其人格发展尧人际关系的作用袁为深化高职素质教

育改革袁促进学生人格及人际关系健康发展袁促进

课外体育活动指导袁推动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

依据遥

本研究采用自行编制的 野学生体育锻炼行为调

查问卷冶袁利用问卷星将调查问卷生成二维码袁并将

二维码发给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的 11 名体育教

师袁 利用理论课时间对全校学生进行问卷填写的指

导遥 共调查高职学生渊三年制冤1 941 人渊大三学生正

在实习袁以大一尧大二学生为主冤袁对回收问卷进行筛

查后袁剔除漏填尧填写不规范等的问卷袁最终确定有

效问卷 1 659 份袁有效率 85.52%遥 有效问卷中袁男生

947 人袁女生 712 人曰城镇来源 750 人袁农村来源 909

人曰一年级学生 820 人袁二年级学生 839 人曰学生平

均年龄渊19.88依1.28冤岁遥

本研究通过克拉玛依市图书馆尧 校级图书馆查

阅相关书籍袁并利用中国知网尧万方尧维普等网络数

据库查阅与课题研究相关的核心论文尧硕博论文袁为
研究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遥

本研究采用的野学生体育锻炼行为调查问卷冶是
根据叶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曳 [6]及研究成

果袁结合研究内容及目标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遥问卷

经过前期预调查并进行专家咨询后才予以定稿遥 问

卷的内容包括院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及体育锻炼行

为等袁其中学生基本情况包括年龄尧年级尧生源等曰体
育锻炼行为包括对体育锻炼的态度尧体育锻炼频率尧
每次体育锻炼时长尧运动强度等遥本研究正式调研前

对同一批学生进行两次问卷调查袁时间间隔为两周袁
两次调查结果相关性 r=0.918袁表明该问卷的信度水

平较高遥同时本研究在 1 个月内对 10 名专家发放两

轮问卷袁对问卷效度进行检验袁专家们一致认为问卷

符合高职生体育锻炼的研究方向袁问卷有效遥
艾森克人格量表渊EPQ冤属于人格测验袁是由英

国伦敦大学心理系和精神病研究所艾森克教授编

制袁评估内外向尧情绪稳定性等人格特征 [7]遥 研究选

用龚耀先教授 1983 年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中文

版袁共 88 道题袁包括 E渊性格的内外向冤尧P渊精神质量

表冤尧N 渊情绪波动冤3 个人格纬度和一个 L 渊掩饰量

表冤袁每个测题提供野是冶与野否冶两个备选答案袁每个

分量表的得分等于该分量表总得分除以题数遥
本研究采用郑日昌等人编制的 野人际关系综合诊

断量表冶作为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遥量表共分

28 个项目袁包括交谈尧社交与交友尧待人接物以及异性

朋友交往等 4 个因子袁该量表有较高信度尧效度[8]遥

采用 EXCEL 2012 软件对问卷的调查数据进行

整理袁并建立数据库袁使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袁采
用野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D冤冶对数据进行描述袁对所获

取数据进行系统性统计袁 独立样本 T 检验及方差分

析袁P＜0.05 为统计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本研究中的野课外体育锻炼冶是指除去学校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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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体育课尧 早操以外学生自主进行的体育运动遥
本研究通过对 1 659 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袁对高职生

课外体育锻炼态度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袁 具体情况

见表 1遥 调查的新疆高职学生中袁参加课外体育锻炼

的人数为 1 264 人袁占人数的 73.3%袁不参加课外体育

锻炼的人数为 395 人袁占总人数的 22.9%袁这说明新

疆高职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积极性整体较低袁说明学生

对体育锻炼的认知度较低袁这与国内很多研究类似遥
表 1 高职学生体育课外是否参加其他体育锻炼

渊N =1 659冤

本研究对新疆高职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频率进

行了调查袁具体情况见表 2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每个月

1~2 次课外体育锻炼的学生为 130 人袁 占总人数的

7.5%曰每个月 3~4 次课外体育锻炼的学生为 184 人袁
占总人数的 10.7%曰 每周 1~2 次课外体育锻炼的学

生为 354 人袁占总人数的 20.5%曰每周 3~5 次课外体

育锻炼的学生为 259 人袁占总人数的 15%曰几乎每天

都活动一次的学生为 337 人袁占总人数的 19.5%遥
表 2 高职学生每月课外体育锻炼频率渊N =1 264冤

通过对新疆高职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频率调

查可见袁高职学生参与课外体育锻炼的频率袁最多

的是每周 1~2 次袁其次为每天都活动一次袁再次为

一周 3~5 次袁 新疆高职学生的课外体育锻炼频率较

为合理遥

课外体育锻炼的时长是影响学生体育锻炼效果

的重要方面遥 本研究对新疆高职学生课外体育锻炼

的时长进行调查渊见表 3冤袁发现院体育锻炼时间不足

30 min 的学生有 262 人袁占总人数的 15.2%曰体育锻

炼时间在 30 min~1 h 的学生有 624 人袁 占总人数的

36.2%曰 体育锻炼时间在 1~2 h 的学生有 291 人袁占
总人数的 16.9%曰 体育锻炼时长在 2 h 以上的人数

有 87 人袁占总人数的 5%遥 结果显示袁新疆高职学生

每次进行课外体育锻炼的时长集中在 30 min~2 h袁
时长安排较为合理遥
表 3高职学生每次课外体育锻炼的时长渊N=1 264冤

运动强度影响学生运动效果的另一个重要方

面袁本研究中袁将锻炼强度分为野轻微运动冶院如散步

等曰野小强度的运动冶院 如消遣性的打乒乓球等曰野中
等强度的运动冶院如骑自行车尧跑步等曰野大强度的运

动冶院如网球尧足球等曰野超大强度运动冶院如赛跑尧成
套健美操练习等遥 本研究对新疆高职学生课外体育

锻炼的运动强度基本情况进行调查渊见表 4冤袁调查结

果显示袁新疆高职学生中袁课外体育锻炼时进行轻微

运动的学生为 231 人袁占总共人数的 13.4%曰进行小

强度运动的学生为 320 人袁占总人数的 18.6%曰进行

中等强度运动的学生为 294 人袁占总人数的 17%曰进
行大强度运动的学生为 314 人袁 占总人数的 18.2%曰
进行超大强度运动的人为 105 人袁占总人数的 6.1%遥
表 4高职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运动强度渊N =1 264冤

从调查来看袁 新疆高职学生课外体育锻炼时进

行小强度和大强度运动的比例最大袁 其次是中等强

人数 百分比 /%

参加 1 264 73.3

不参加 395 22.9

总计 1 659 100.0

频率 人数 百分比 /%

每个月 1~2 次 130 7.5

每个月 3~4 次 184 10.7

每周 1~2 次 354 20.5

每周 3~5 次 259 15.0

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 337 19.5

总计 1 264 100.0

时长 人数 百分比 /%

不足 30 min 262 15.2

30 min~1 h 624 36.2

1 h~2 h 291 16.9

2 h 及以上 87 5.0

总计 1 264 100.0

运动强度 人数 百分比 /%

轻微运动 231 13.4

小强度的运动 320 18.6

中等强度的运动 294 17.0

大强度的运动 314 18.2

超大强度的运动 105 6.1

总计 1 26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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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性别高职生人格及人际关系的差异性 T 检验渊X依SD冤渊N=1 659冤

性别 N 内外倾向 精神质 神经质 交谈困扰 交际方面 待人接物 跟异性朋友交往

男 947 13依3.89 5.16依2.56 11.71依5.45 2.53依1.94 2.92依2.09 1.67依1.66 2.01依1.79
女 712 12.31依3.63 5.57依2.54 13.02依5.42 2.54依1.75 3.29依2.06 1.51依1.43 1.63依1.57

T 3.674 -3.212 -4.852 -0.183 -3.584 2.068 4.444

P 0.000 0.001 0.000 0.854 0.000 0.039 0.000

表 6 不同年级高职生人格及人际关系的差异性 T 检验渊X依SD冤渊N=1 659冤

年级 N 内外倾向 精神质 神经质 交谈困扰 交际方面 待人接物 跟异性朋友交往

一年级 820 12.78依3.71 5.48依2.56 11.71依5.37 2.43依1.83 2.95依2.04 1.57依1.56 1.82依1.72
二年级 839 12.62依3.88 5.19依2.54 12.82依5.52 2.64依1.88 3.21依2.12 1.62依1.58 1.87依1.7

T 0.881 2.298 -4.147 -2.307 -2.513 -0.647 -0.557

P 0.379 0.022 0.000 0.021 0.012 0.517 0.578

度袁 本研究推测高职学生体育锻炼时运动强度的特

点可能与学生所擅长的体育运动项目有关遥

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袁 对不同性别的新

疆高职学生人格及人际关系进行差异性分析袁 结果

见表 5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新疆高职学生在人格方面袁不同

性别的学生之间在内外倾向尧精神质尧神经质均具有

显著性差异渊P 值分别为 0.000尧0.001尧0.000冤曰人际

关系方面袁 不同性别的学生之间在交谈困扰方面不

存在显著差异渊P=0.854冤袁但在交际方面尧待人接物尧
跟异性交往方面具有显著差异 渊P 值分别为 0.000尧
0.039尧0.000冤遥

本研究显示新疆高职学生在内外倾向尧 精神

质尧 神经质这 3 个维度上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遥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同遥 戴晓阳等研究发现袁女
生在神经质尧 精神质量表的得分明显高于男生袁但
在内外倾向方面均无差异性 [9]曰姚若松等通过与国

外常模比较发现袁女生在内外倾向尧精神质尧神经质

这 3 个维度上得分明显高于男性 [10]遥 本研究发现新

疆高职学生中袁 男生的内外倾向得分高于女生袁女
生的精神质尧神经质得分高于男生袁说明男生的人

格发展水平好于女生袁这可能与新疆本地居民的宗

教信仰尧生活习惯尧人文环境等有关袁但还需要进一

步的论证遥

在人际关系方面袁 本研究调查发现新疆高职学

生在交际尧待人接物尧跟异性朋友交往方面均存在明

显的性别差异袁女生在交际方面的得分高于男生袁男
生在待人接物尧 与异性朋友交往方面的得分高于女

生袁男尧女学生在交谈困扰方面无差异性袁整体说明

女生的人际关系水平好于男生袁这与陈琴尧张灵等研

究结果相一致[11-12]遥 究其原因袁一是可能由于中国传

统文化中袁 男生在家庭中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与义

务袁但又不能轻易向他人倾诉袁从而影响个人人际关

系曰二是可能受新疆地区的传统民俗文化尧宗教等生

活习惯的影响遥

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袁 对不同年级的新

疆高职学生人格及人际关系进行差异性分析袁 结果

见表 6遥

调查结果显示院人格方面袁新疆高职学生中袁不同

年级的学生在内外倾向上不存在差异性渊P=0.379冤袁
但在精神质和神经质均具有显著性差异 渊P 值分别

为 0.022 和 0.000冤曰人际关系方面袁不同年级的学生

在交谈困扰尧交际方面均具有显著性差异渊P 值分别

为 0.021 和 0.012冤袁在待人接物尧跟异性交往方面均

无差异性渊P 值分别为 0.517 和 0.578冤遥
不同年级的新疆高职学生在人格及人际关系方

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袁整体来说袁二年级学生的整体人

格状况及人际关系要好于一年级的学生袁 这与胡维

芳等研究相一致[13]遥究其原因袁可能是由于大一新生

刚进入大学袁对新的环境尧新的事物不够了解袁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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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锻炼态度的高职学生的人格和人际关系渊X依SD冤 渊N=1 659冤

人数 内外倾向 精神质 神经质 交谈困扰 交际方面 待人接物 跟异性朋友交往

参加锻炼 1 264 13.09依3.68 5.19依2.53 12.01依5.5 2.45依1.86 2.97依2.09 1.56依1.58 1.81依1.7
不参加锻炼 395 11.44依3.89 5.8依2.6 13.1依5.3 2.82依1.81 3.44依2.03 1.71依1.54 1.94依1.73

T 7.441 -4.053 -3.535 -3.497 -4.020 -1.657 -1.286

P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98 0.199

表 8 不同课外体育锻炼频率的高职生 LSD 事后多重检验 渊N =1264冤

因变量 (I) 每月锻炼频率 (J) 每月锻炼频率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渊P冤
内外倾向 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 每个月 3~4 次 1.054 0.334 0.002

每周 3~5 次 0.819 0.300 0.006

精神质 每个月 3~4 次
每周 1~2 次 0.471 0.232 0.042

每周 3~5 次 0.615 0.244 0.012

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 0.567 0.230 0.014

神经质 每个月 1~2 次
每周 1~2 次 1.238 0.567 0.029

每周 3~5 次 1.482 0.591 0.012

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 1.257 0.563 0.026

每个月 3~4 次 每周 3~5 次 1.119 0.530 0.035

交谈困扰 每个月 1~2 次 每周 1~2 次 0.436 0.193 0.024

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 0.530 0.191 0.006

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 每个月 3~4 次 -0.334 0.169 0.049
交际方面 每个月 1~2 次 每周 3~5 次 0.512 0.224 0.023

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 0.658 0.214 0.002

每个月 3~4 次 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 0.510 0.189 0.007

待人接物 每周 1~2 次 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 0.248 0.120 0.040

新疆高职学生课外体育锻炼与学生人格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

他们自己慢慢去探索和适应袁 这是个人人格发展及

人际关系培养的过程袁所以得分较低遥而大二的学生

已经经过了新生的迷茫期袁逐渐适应了环境袁所以这

个时期的学生在人格发展及人际关系方面都有了较

好的转变遥
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袁 对不同课外体育

锻炼态度的新疆高职学生的人格和人际关系进行差

异性分析袁结果见表 7遥

调查数据显示院人格方面袁不同体育锻炼态度的

新疆高职学生在人格上具有显著性差异曰 人际关系

方面袁不同体育锻炼参与度的学生在交谈困扰尧交际

方面均具有显著性差异渊P 值分别为 0.001 和 0.000冤袁
在待人接物尧 跟异性朋友交往方面无显著性差异

渊P 值分别为 0.098 和 0.199冤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体育

锻炼对新疆高职学生的人格发展及人际关系中的交

谈困扰和交际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袁 但对人际

关系中的待人接物尧 跟异性朋友交往的促进作用较

小袁且不够明显遥
新疆高职学生中袁 参加课外体育锻炼学生的人

格及人际关系水平高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学生袁这
与张彦研究相一致[14]遥有研究认为袁自我表露是将个

人的信息自愿地与他人分享袁 是构建和谐心理的最

主要条件袁 而自我表露的方式主要是以活动为载体

进行遥 学生通过体育锻炼袁能积极与他人进行交流袁
体育活动以非语言的参与形式拉近参与者彼此之间

的距离袁从而促进人际关系的健康发展遥不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袁通常会找各种理由减少与他人接触袁表现

为自闭尧不爱说话等袁严重的制约个体的人格发展及

人际关系水平提升遥因此袁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能推动

新疆高职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格及人际关系袁 对学生

心理健康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遥

本研究对问卷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袁以
进一步了解在不同课外体育锻炼频率的新疆高职学

生人格及人际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性袁结果见表 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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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不同课外体育锻炼时长的新疆高职学生的LSD 事后多重检验渊N =1 264冤

因变量 渊I冤 每次锻炼时间 渊J冤 每次锻炼时间 均值差 渊I-J冤 标准误 显著性渊P冤
内外倾向 不足 30 min 1~2 h -0.727 0.313 0.020

2 h 及以上 -1.102 0.455 0.016

神经质 不足 30 min 30 min~1 h 0.864 0.403 0.032

1~2 h 1.813 0.467 0.000

2 h 及以上 1.330 0.678 0.050

30 min~1 h 1~2 h 0.949 0.389 0.015

交谈困扰 不足 30 min 2 h 及以上 0.334 0.137 0.015

1~2 h 0.510 0.159 0.001

2 h 及以上 0.591 0.230 0.010

交际方面 不足 30 min 1~2 h 0.525 0.178 0.003

30 min~1 h 1~2 h 0.364 0.148 0.014

待人接物 30 min~1 h 1~2 h 0.252 0.112 0.025

跟异性朋友交往 1~2 h 30 min~1 h -0.269 0.121 0.026

调查数据显示院 不同课外体育锻炼频率的新疆

高职学生的人格及人际关系量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差异性遥 通过 LSD 事后多重检验结果显示院人格方

面袁 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的学生的内外倾向得分均

大于每月课外体育锻炼 3~4 次及每周 3~5 次的学生

渊P 值分别为 0.002 和 0.006冤曰 每月课外体育锻炼

3~4 次的学生精神质得分大于每周 1~2 次的尧 每周

3~5 次的及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的学生渊P 值分别为

0.042尧0.012尧0.014冤曰每月课外体育锻炼 1~2 次的学

生的神经质得分大于每周 1~2 次的尧 每周 3~5 次及

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的学生 渊P 值分别为 0.029尧
0.012尧0.026冤袁每个月课外体育锻炼 3~4 次的学生神

经质得分大于每周课外体育锻炼 3~5 次的学生

渊P=0.035冤遥 人际关系方面袁每月课外体育锻炼 1~2 次

的学生交谈困扰得分大于每周课外体育锻炼 1~2 次

和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的学生渊P 值分别为 0.024 和

0.006冤袁 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的学生交谈困扰得分

小于每个月课外体育锻炼 3~4 次的学生渊P=0.049冤曰
每月课外体育锻炼 1~2 次的学生交际方面得分高于

每周课外体育锻炼 3~5 次及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的

学生渊P 值分别为 0.023 和 0.002冤袁其中每月课外体

育锻炼 3~4 次的学生交际方面得分大于几乎每天都

活动一次的学生渊P=0.007冤曰每周课外体育锻炼 1~2

次的学生待人接物得分大于几乎每天都活动一次的

学生渊P=0.04冤遥
从研究结果来看袁 新疆高职学生的课外体育锻

炼频率与人格中的内外向倾向呈正相关袁与人格中的

神经质尧精神质呈现负相关袁这与曾进辉等研究相一

致[15]遥艾森克人格理论认为袁内外向倾向得分越高的

学生交际能力越强袁做事情绪高涨袁适应能力较强袁
喜欢户外锻炼袁集体责任较强曰神经质得分高的学生

情绪高涨袁 但对刺激等反应较为敏感袁 容易出现紧

张尧抑郁尧恐惧等心理曰精神质得分越高的学生趋于

独立尧创造能力较强 [16]遥 大学生在参与运动时袁个人

人格特性将对体育项目选择及体育锻炼水平产生

积极的影响袁良好的人格发展也有助于提升学生参

与体育锻炼的频率遥 有研究显示袁随着运动次数的

增加袁学生的人格特性会有心理性变化袁人格将趋

于外向型发展袁 神经质及精神质得分将同比下降袁
证实体育锻炼频率将对高职学生人格发展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17]遥
新疆高职学生课外体育锻炼频率与人际关系之

间整体呈负相关的关系袁说明随着锻炼频率的增加袁
个人的人际关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袁 这与张彦等学

者的研究相一致遥 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需要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袁交流的次数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遥因
此袁要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袁就应该对高职

学生的课外体育锻炼进行积极的引导袁 提高学生参

与体育的主动性袁提升学生的体育锻炼频率遥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了解不同课

外体育锻炼时长的新疆高职学生人格及人际方面的

差异性袁结果见表 9遥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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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不同运动强度高职学生的人格及人际关系的 LSD 事后多重检验渊N=1 264冤

因变量 渊I冤体育锻炼的强度 渊J冤 体育锻炼的强度 均值差渊I-J冤 标准误 显著性渊P冤
内外倾向 轻微运动 大强度的运动 -0.935 0.317 0.003

小强度的运动 大强度的运动 -1.391 0.291 0.000

中等强度的运动 大强度的运动 -0.821 0.297 0.006

精神质 大强度的运动 超大强度的运动 -0.565 0.285 0.048

神经质 中等强度的运动 大强度的运动 1.051 0.446 0.019

大强度的运动 超大强度的运动 -1.243 0.620 0.045

交谈困扰 中等强度的运动 超大强度的运动 0.472 0.212 0.026

交际方面 轻微运动 超大强度的运动 0.519 0.246 0.035

小强度的运动 超大强度的运动 0.466 0.235 0.047

中等强度的运动 大强度的运动 0.376 0.169 0.027

超大强度的运动 0.582 0.237 0.014

新疆高职学生课外体育锻炼与学生人格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不同课外体育锻炼时长的新

疆高职学生在人格及人际关系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

异性遥 经过 LSD 事后多重检验袁结果显示院人格方

面袁课外体育锻炼不足 30 min 的新疆高职学生袁内外

倾向得分小于锻炼时间在 1~2 h 和 2 h 及以上的学

生渊P 值分别为 0.02 和 0.016冤曰体育锻炼不足 30 min

的学生袁在神经质得分大于体育锻炼时间在 30min~1 h尧
1~2 h尧2 h 及以上渊P 值分别为 0.032尧0.000尧0.050冤袁
其中体育锻炼时间在 30 min~1 h 的学生袁 在神经质

得分大于体育锻炼在 1~2 h 的学生渊P=0.015冤遥 人际

关系方面袁体育锻炼时间不足 30 min 的学生袁交谈

困扰得分高于锻炼时间在 30 min~1 h尧1~2 h尧2 h 及

以上的学生渊P 值分别为 0.015尧0.001尧0.01冤曰体育锻

炼时间在 1~2 h 之间的学生袁 交际方面得分要低于

不足30 min尧30 min~1 h 的学生 渊P 值分别为 0.003 和

0.014冤曰体育锻炼时间在 30 min~1 h 之间的学生袁待
人接物得分高于体育锻炼时间在 1~2 h 的学生

渊P=0.025冤曰 体育锻炼时间在 1~2 h 之间的学生袁跟
异性朋友交往得分低于体育锻炼在 30 min~1 h 的学

生渊P=0.026冤遥 说明体育锻炼时间对学生的人格及人

际关系水平提高具有显著性的作用遥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袁 新疆高职学生课外体育锻

炼时长与人格的内外倾向呈正相关袁 与人格的精神

质尧神经质呈负相关袁可以说明随着体育锻炼时间的

增加袁高职学生的人格发展也在提升袁这与王玉琴尧

曾进辉等的研究相一致袁 从事较长时间体育锻炼的

大学生容易形成善于交际尧乐观尧积极向上且情绪稳

定的人格心理特征袁同时袁人格发展较好的大学生对

参加各种体育锻炼的积极性较高 [18-19]遥
新疆学生课外体育锻炼时长与人际关系呈正相

关袁这与张梅尧Petruzzello 等研究结果相一致袁通过长

时间的有效体育锻炼干预袁 能提高大学生的人际关

系袁降低抑郁尧焦虑等不良心理问题 [20-21]遥 但值得注

意的一点是袁 本研究显示袁 课外体育锻炼时长不足

30 min 的学生与锻炼时长 2 h 及以上的学生相比袁
只有在人际交往中的交谈困扰上具有显著的差异

性袁人际关系中的交际方面尧待人接物及跟异性朋友

交往 3 个方面上袁 课外体育锻炼时长不足 30 min

的学生并没有与体育锻炼 2 h 以上的学生有差异

性遥 本研究还显示袁每次课外体育锻炼时间在 1~2 h袁
对学生人际关系影响最为显著遥 说明过长时间的体

育锻炼并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人际关系袁这点与学

者张彦的研究相一致 [14]遥 体育锻炼过程是心理适应

性的调解过程袁合理的体育锻炼时间可有效促进人

际关系遥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了解进行不

同强度的体育运动的新疆高职学生的人格及人际方

面的差异性袁结果见表 10遥

调查显示院 进行不同强度的体育运动的新疆高

职学生袁 在人格及人际关系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性遥 经过 LSD 事后多重检验袁结果显示院人格方面袁
进行轻微运动尧小强度运动及中等强度运动的学生袁
在内外倾向得分小于大强度体育运动的学生 渊P 值

分别为 0.003尧0.000尧0.006冤曰进行大强度体育运动的

学生袁 在精神质得分小于进行超大强度体育锻炼的

学生渊P=0.048冤袁神经质得分小于进行中等强度尧超
大强度体育锻炼的学生渊P 值分别为 0.019 和0.045冤曰
人际关系方面袁进行中等强度体育锻炼的学生袁在交

谈困扰方面得分大于进行超大强度体育锻炼的学生

渊P=0.026冤袁在交际方面得分大于进行大强度尧超大

强度体育锻炼的学生 渊P 分别为 0.027 和 0.014冤曰进
行轻微运动尧小强度运动的学生袁在交际方面得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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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进行超大强度的体育锻炼得分渊P 分别为 0.035 和

0.047冤袁 说明体育运动强度与学生的人格及人际关

系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显著的关系遥
结果分析院人格方面袁体育运动强度与内外倾向

方面得分呈现负相关袁与精神质尧神经质得分呈现正

相关遥 人际关系方面袁体育运动强度与交谈困扰尧交
际方面呈现正相关遥说明随着运动强度的不断增加袁
高职学生更趋于内向型尧情绪更不稳定袁人际关系水

平较差遥这与马卫东等[22]的研究结果不同袁说明随着

体育运动强度的增加并不能有效的促进学生的人格

塑造和人际关系发展遥
学者尹剑春等研究证实袁 体育锻炼能有效地缓

解心理应激袁但要注意两者之间的量化关系[23]遥刘翠

娟等研究证实袁 小强度体育锻炼与中等强度的体育

锻炼的学生应激水平明显好于大强度与超大强度体

育锻炼的学生 [24]遥 心理应激水平是人格及人际关系

的重要体现袁本研究结果也表明袁进行中尧小强度体

育锻炼的高职学生人格发展与人际关系水平好于进

行大强度体育锻炼的学生遥 学生的体育运动强度受

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袁如家庭的变故尧学业不理想尧失
恋等袁这将导致体育锻炼作用的差异性遥众多研究表

明袁适当的体育运动强度能促使学生情感的宣泄袁从
而提高学生的整体心理水平遥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院 新疆高职学生体育锻炼整

体情况处于中等水平袁 高职学生体育锻炼的情况不

容乐观袁 由于本研究只是针对一所高职院校进行抽

样袁存在局限性袁还需要进一步对影响高职学生体育

锻炼的因素进行论证曰 不同性别学生的人格及人际

关系存在显著差异性曰不同的体育锻炼态度尧锻炼频

率尧锻炼时间尧运动强度对人格及人际交往有一定的

影响袁 中高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水平将更有助于学生

的人格及人际交往能力发展遥 同时袁 本研究结果显

示袁 体育锻炼能让高职学生的人格发展更加趋于外

向型且情绪稳定袁 同时体育锻炼能有效地提高学生

人际关系水平袁消除人际交往中的困扰因素遥由此可

见袁 体育锻炼对高职学生人格塑造及人际关系水平

提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遥
新疆高职院校应该将心理教育与体育教育融合

发展袁对学生身心健康进行全方位的培养袁同时丰富

校园体育文化氛围袁配齐尧配全学生所需要的体育设

施遥 现代的大学生对体育锻炼的项目选择呈现多样

性袁大多为瑜伽尧篮球尧羽毛球尧器械健身等遥 完善校

园体育设施及环境建设袁 特别是现代室内多功能场

馆的建设袁 是提高高职学生体育锻炼参与度的坚实

保障袁是推动学生体育锻炼及健康人格尧人际关系养

成的积极因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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