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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身体活动水平是影响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袁 而提高人们身体活动水平的

本质在于干预个体及群体的行为遥 因此袁提高个体或群体身体活动水平有必要对身

体活动的干预机制进行研究遥 本文综述了几种经典理论袁 分析其在国内外发展情

况尧在促进身体活动方面的应用情况尧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遥
最终综合各项理论袁建立了指导尧干预个体或群体身体活动的理论框架袁为体育工

作者尧健康相关从业者尧政策制定者等提供参考依据遥
关键词院 身体活动曰行为改变曰健康促进曰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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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activity level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public health. The key to im-

proving people's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is to intervene in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intervention mechanism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order to im-

prove the individual or group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s several classical the-

ories, and analyzes their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their application in promoting physical

activity, their shortcomings and the possibl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 And the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guidance and intervention of individual or group physical activities is established

by integrating various theori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ports workers, health-related practi-

tioners and policy 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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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活动渊Physical Activity袁PA冤不足是很多疾

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袁已是影响世界范围内大多

数人健康的主要问题遥 缺乏身体活动与很多因素有

关袁包括个体因素尧社会因素尧政策因素等遥 确定科

学有效的身体活动干预措施是相关研究人员尧健康

相关从业者尧政策制定者等面临的重要问题遥 由于

增加人们身体活动水平本质上是改变人们的行为

方式袁因此可以从行为改变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中获

取相关理论基础遥 目前袁与身体活动相关的行为改

变理论有很多袁其中一些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

渊健身机构尧学校尧智能手机 APP 等冤袁以促进人们

改变自身行为模式袁改善健康水平遥因此袁整合不同

理论袁分析其效用及应用袁可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

更全面尧清晰的理论框架袁以提高相关干预措施的

效果遥

自我决定理论渊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袁SDT冤
是研究人类动机和人格的理论袁强调了人类进化过程

中内在动力对人格发展和行为自我调节的重要性[1]袁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身体活动相关动机及干预措施的

研究中[2]遥 由 Deci 和 Ryan 提出的一个 SDT 子理论-
有机整合理论渊Organismic Integration Theory袁OIT冤主
要探讨了外在动机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袁打破了以往内

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两分法的理论袁创造性的把外在动

机分为院外部调节渊external regulation冤尧内摄调节渊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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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T 认为袁 当个体体验到 3 种基本心理需求的

满足时袁 行为参与的自我决定动机更易被观察到 [2]遥
这 3 种基本心理需要分别是院渊1冤 自主的需要渊the
needs of autonomy冤袁 例如是否运动是由我自己决定

的曰渊2冤能力的需要渊the needs for competence冤袁例如

我具有某项运动技能曰渊3冤归属的需要渊the needs for

relatedness冤袁例如有很多伙伴和我一起运动遥 这 3 种

需要的满足是外部动机内化的重要因素[4-5]遥 相反袁当
这 3 种基本心理需求未得到满足时袁个体的行为参与

往往表现出无动机状态或受控制的动机状态渊图 1冤遥

图 1 SDT 基本需要理论[2]

SDT 在提高PA 方面的应用国内外均有研究袁一
些研究通过 SDT 预测影响个体 PA 行为的因子 [6-8]袁
也有应用 SDT 促进个体锻炼行为的研究袁多数集中

于一些机构渊如学校尧健身行业尧理疗中心等冤针对个

人以沟通的方式提高其锻炼动机[9-10]遥
国内相关研究大多是探寻促进 PA 的影响因

子袁鲜有具体干预措施方面的研究袁且研究人群以学

生群体为主遥 项明强以 SDT 模型为基础对 664 名青

少年进行了抽样调查袁 寻找促进青少年锻炼行为的

影响因子袁 结果显示 3 种基本心理需要均可预测青

少年锻炼行为和主观活力袁 但 3 种基本需要的地位

不同 [6]遥 自主需要对体育锻炼的预测能力最强袁而能

力需要对主观活力的预测能力最强遥总体而言袁自主

程度越高的行为调节渊即认同调节和内在调节冤越可

正向预测锻炼行为和主观活力遥 丁维维等统计了

371 名高中生样本数据袁 研究结果也支持自我决定

理论的心理需求假说袁 结果显示自主支持的锻炼环

境尧 自主锻炼的人格特征和内在锻炼目标的追求是

促进中学生锻炼行为的重要因素 [7]遥 因此袁促进学生

群体的锻炼行为需要学校尧家庭尧社会等给予 3 种基

本需要的支持遥
国外相关研究则包含验证 SDT 在促进 PA 方面

效用以及根据 SDT 制定体育锻炼相关指导措施遥
Teixeira 等系统回顾了 PA 动机的研究袁 结果表明院
渊1冤自主动机是预测 PA 的积极因子袁认同调节对于

启动一项新的锻炼计划更为有效袁 而内在动机对于

长期坚持锻炼更有帮助曰渊2冤内摄调节也可积极预测

PA 的行为袁 但该动机不能维持长时间的 PA 行为袁
另外内摄调节动机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袁例如院
较低的生活质量尧较高的焦虑水平等曰渊3冤在 SDT 的

3 种基本心理需要当中袁能力需要与 PA 的相关性最

为一致曰渊4冤 内在目标始终与较高的 PA 水平相关袁
而外在目标和 PA水平的研究结果各有不同[8]遥 Ntouma-

trojected regulation冤尧认同调节渊identified regulation冤尧
整合调节渊integrated regulation冤袁并提出了动机内化

的概念 [3]遥 以上几种动机又可根据动机的控制程度

分为自主动机渊autonomous motivation冤尧受控制的动

机渊controlled motivation冤以及无动机渊amotivation冤状
态遥 自主动机包括内在动机渊表现为热爱尧享受袁例
如院我热爱运动冤尧外在动机中的整合调节渊表现为自

我的一致性与目标的整合袁例如院我运动是因为运动

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冤尧外在动机的认同调节渊表现为

感知到价值及自我认同袁例如院我运动是因为运动使

我保持健康与活力冤遥受控制的动机包括外在动机中

的内摄调节渊表现为关注于自我与他人认同袁例如院
我运动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开始运动冤尧外部调节渊表
现为服从尧外部奖赏或惩罚袁例如院我运动是为了提

高体育课分数冤遥 无动机状态表现为未意识到价值尧
无能力尧无意向渊例如袁我不知道运动对我有什么价

值袁我没有要做运动的想法冤遥 受控制的动机通常受

到外部的压力袁偏向外部控制袁自我决定成分较弱遥
而在自主动机中袁个体的行为由个人意志驱动袁自我

决定成分较强渊表 1冤遥
表 1 SDT 有机整合理论 [3]

行为 非自我决定→自我决定

动机状态 无动机状态 受控制的动机 自主动机

调节方式 无调节 外部调节 内摄调节 认同调节 整合调节 内部调节

特征
无意向
无能力
无价值

服从
外部奖励

惩罚

自我参与
他人认同

感知价值
自我认同

自我一致
目标整合

有趣享受
内在满足

动机控制 无动机 外部控制 内部控制

自主动机

受控制的动机

采取或保持
锻炼行为

自主的需要
能力的需要
归属的需要

得到满足更容易激发

未得到满足更容易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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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 等根据 SDT 的心理需要满足理论制定出一套促

进动机内化的策略袁该策略旨在培训教练以激励性

的沟通方式进行室内自行车课程 [9]遥 教练们被教导

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动机适应性策略并减少使用

动机不适应性策略以提高客户的 PA 动机遥动机适

应性策略包括院渊1冤倾听客户的需求曰渊2冤给客户提

出建设性意见及反馈曰渊3冤与客户建立正面积极的

联系曰渊4冤尽量给予客户自主选择权遥 动机不适应

性策略包括院渊1冤给客户施加压力曰渊2冤无有效沟通

及答复曰渊3冤 态度冷淡曰渊4冤 未激发客户自我参与

感遥 此外袁Reeve 等将 SDT 作为基础理论袁测试了

自主支持干预计划 渊Autonomy-Supportive Interven-

tion Program袁ASIP冤的有效性及教学效益 [10]遥 ASIP

能协助教师学习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支持学

生的自主性袁以强化学生自我决定的动机袁从而强

化其 PA 行为遥

SDT 在 PA 领域的应用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院
渊1冤多数行为预测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法袁未能跟踪

研究 SDT 模型所产生的体育锻炼和健康幸福的持

久性[6]曰渊2冤不同的 SDT 相关研究提出的支持性策略

有所差异袁关于如何利用 SDT 内容来改变人们的行

为动机缺乏统一详细的介入手段 [11]袁并且对于 SDT

模式的训练沟通策略缺乏系统的评估过程曰渊3冤从整

体结构框架上看袁可能存在其他影响 PA 的因素袁例
如身体活动的环境尧政策尧个人的态度等袁SDT 没有

将其包含在内遥
未来的研究应该将 SDT 模型与其他行为改变

的理论模型相互融合袁 以更好地理解身体活动行为

改变的机制[12]遥另外袁相关研究对象范围应进一步扩

大并细分袁例如对不同年龄尧职业尧性格等方面的人

群进行调查袁以制定相对个性化的干预方案遥

计划行为理论渊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袁
TPB冤融合了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的核心概念袁提供了

一个预测和理解人们行为的理论框架 渊图 2冤遥 其

中袁行为态度渊attitudes冤尧主观规范渊subject norms冤尧知
觉行为控制渊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冤3 个变量对

于预测人们的行为意图渊behavioral intention冤具有高

度的准确性 [13]遥 行为意图是个人想要采取某一特定

行为的行动倾向袁是任何行为表现的必需过程袁为行

为显现前的决定遥 行为态度指个人对该项行为所抱

持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遥主观规范指个人对于是否采

取某项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袁或是对个人的

行为决策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对于个人采取某

项特定行为影响作用遥 知觉行为控制指个人过去的

经验和对预期阻碍的判断袁 当个人认为自己所掌握

的资源与机会越多尧所预期的阻碍越少袁则其知觉行

为控制就越强袁该因素与自我效能渊self-efficacy冤概念

类似遥 3 个变量对行为改变的影响方式有两种院一是

通过影响行为意图间接影响行为动机曰 二是可直接

预测行为[13-14]遥

图 2 TPB 理论框架[13]

根据 TPB 模型袁研究者可通过各种介入措施影

响受试者的锻炼态度尧 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

来直接或间接影响其锻炼意图或促进其行为改变遥
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验证 TPB 相关变

量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效用以及通过对相关变量的调

查来预测人们的行为遥 方敏等对 292 名中学生进行

了锻炼态度尧主观规范尧行为控制感尧意图以及自陈

锻炼问卷的调查袁结果显示 TPB 模型整体预测情况

良好袁基于 TPB 的锻炼行为模式对青少年群体具有

普遍适用性袁 但态度和主观规范对意图的直接影响

不明显袁 而行为控制感是影响锻炼意图和行为的主

要因素[15]遥 Chatzisarantis 和 Hagger 对 83 名青少年通

过积极性沟通说服的方式改善他们休闲时间 PA 的

意图和行为袁结果显示与未进行干预的青少年相比袁
进行积极性说服的青少年表现出更积极的 PA 态度

及行为意图袁 然而他们 PA 的参与行为却没有显著

性变化 [16]袁这也反应了行为意图的改变可能并不对

应相应行为的变化袁 行为意图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还

需要深入探索遥 TPB 以较少的变量涵盖了较为全面

的心理社会因素袁但其解释视角相对静态袁因此袁沈
梦英等将 TPB 与健康行动过程取向理论渊Theory of

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袁HAPA冤进行整合袁建

行为态度渊Attitudes冤

主观规范渊Subject
Norms冤

知觉行为控制渊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冤

行为意图渊Behavioral
Intention冤

行为渊Behaviour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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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一个包括宏观环境与微观心理因素袁 对锻炼行

为进行解释尧预测及干预[17]遥该模型将人的行为分为

决定前阶段尧决定后行动前阶段以及行动阶段遥 TPB

则是决定前阶段的关键部分袁 其中行为意向的确定

使行为由决定前阶段转化为决定后行动前阶段 渊计
划阶段冤袁进而进入行动阶段渊图 3冤遥 此模型对于干

预个体的 PA 行为提供了相对动态的视角袁 有助于

制定针对个人促进 PA 的方案遥

图 3 TPB 与 HAPA 整合锻炼行为模式示意图[17]

身体活动的干预策略研究综述

TPB 的不足主要在于行为意图或行为改变的调

节因素可能不止 TPB 的 3 个变量袁影响行为改变的

路径可能有更复杂的机制遥因此袁TPB 当中行为意图

的改变不一定对应相应行为的改变 [18]遥
大多数社会心理学模型假定行为意图会导致相

应的行为发生袁然而有研究表示意图确定性尧过去的

行为尧自我图式尧后悔预期尧态度和规范控制袁这些都

被发现是影响意图-行为关系的因素 [19]遥 Webb 和

Sheeran 对 47 个意图-行为相关的实验研究进行了

Meta 分析袁结果显示中等程度到较高程度行为意图

的改变可导致较低程度到中等程度相应行为的发

生 [20]遥此外袁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个人习惯尧自我决定尧
自我调节的措施渊如制定计划冤等较 TPB 的路径能

更好地预测个体的行为改变 [19]遥如 Gardner 等的研究

显示袁 饮食和 PA 行为多是个体对当前情景的一个

习惯性反应遥 大多数健康行为相关的研究忽略了个

体习惯的影响 [21]遥
TPB 模型未来的发展还需将各种不同的变量考

虑在内袁设计出更为符合现实情境的路径遥 另外袁将
TPB 模型应用于身体活动方面的研究或许可制定一

系列可供参考的干预措施袁或将 TPB 与阶段性模型

进一步融合袁 从个体所处不同的锻炼阶段进行不同

的干预措施袁 这可能更接近现实场景且更易实施干

预措施遥

跨理论模型渊Transtheoretical Model袁TTM)又叫

做阶段变化模型渊The Stages of Change Model冤袁它的

创新在于引入了时间维度袁 并整合了不同干预理论

的原则 [22]袁它由变化阶段以及 3 个调节因子渊变化过

程尧自我效能尧决策平衡冤组成[23]遥 变化阶段展示了时

间维度上个人动机以及行为的变化袁 主要包括 5 个

阶段院前意向阶段尧意向阶段尧准备阶段尧行动阶段尧
保持阶段渊表 2冤遥 个体行为的变化阶段不是线性的袁
而是循环往复的袁 个体在不同的阶段有可能回退到

上一阶段或者进入下一阶段 [24]遥 变化过程是指随着

行为阶段的改变袁个体在行为尧认知尧情绪上的变化袁
包含 5 个认知过程以及 5 个行为过程渊表 3冤遥 Romain 等

研究表明袁 个体认知过程和行为过程的改变可促进

其 PA 行为向更积极阶段变化袁 其中认知过程改变

与 PA 行为改变的早期阶段相关度更高袁行为过程改

变则对于随后的阶段改变更为重要[25]遥 自我效能是指

对自身是否能够成功地组织和执行某项既定任务的

能力信念 [26]遥 个体在行为改变前两个阶段表现出较

低水平的自我效能袁 但会随着变化阶段的发展呈线

性增长遥 决策平衡是指对于行为改变的收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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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TM 在 PA 方面变化过程定义[25]

变化过程 描述 PA 相关改善策略

认知过程 意识提高 个人对行为变化相关信息的搜集和认知方面的提高 提供 PA 相关信息袁包括益处以及缺乏 PA 所带来的风险

感情唤起 行为变化的情感方面 反馈锻炼效果袁增加参与感

自我再评价 行为变化对于个人的认知和情感影响的评估 阐述个人 PA 行为的相关价值

环境再评价 认识到个人消极或积极行为如何影响环境 鼓励人们思考个体的行为如何影响个人的生活与未来

社会性解放 意识到社会规范鼓励个人进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使个人了解目前社会的公共健康政策

行为过程 自我解放 做出改变的承诺袁并相信改变会发生 目标管理袁制定相关 PA 计划

互助关系 寻找其他人的支持袁帮助自身行为改变 让个人列出可以鼓励自己进行 PA 的人员名单并寻求支持

反条件化 用一种行为代替另一种行为 确定自己久坐的情况袁并用建立增进 PA 的场景来改善

强化管理 通过奖励等来强化正向的行为 对于 PA 目标建立一个奖励的方案

刺激控制 改善环境因素来强化正向的行为 悬挂一些 PA 相关的图片或标语以作为激励

变化阶段 描述

前意向阶段 完全没有增加 PA 的意图

意向阶段 开始考虑或打算接下来 6 个月内增加 PA

准备阶段 已经做出锻炼的计划或者已经开始尝试做出改变

行动阶段 在过去 6 个月内有规律地提高 PA 水平

维持阶段 有规律地进行 PA 超过 6 个月

进行权衡[27]遥 在个体考虑改变行为习惯的前期渊前意

向期尧意向期尧准备期冤袁决策平衡会起到关键作用[24]遥
表 2 TTM 在 PA 方面各变化阶段定义[22]

TTM 最初被用来解释戒烟行为袁 但它在 PA 方

面的应用也已得到证实遥与以往的行为模型不同袁它
为如何帮助人们改变行为提供明确的建议院为了成功

地改变行为袁 干预措施必须对个人当前的 PA 阶段

进行针对性干预袁 不同的阶段可采取不同的认知或

行为干预策略遥 国内关于 TTM 在 PA 方面的应用主

要集中于学生群体遥徐莉等运用 TTM 对中小学生久

坐行为进行干预效果评价袁 干预措施包括对 野前意

向尧意向阶段冶学生以野多参与体育活动益处认知尧久
坐行为危害认知冶为主进行健康教育曰对野准备阶段冶

学生以野增强改变久坐行为的信念冶为主进行健康教

育曰对野行动和维持阶段冶学生进行巩固和强化的健

康教育遥 结果显示干预对转变中小学生节假日久坐

行为有较为显著的作用袁 但对教学日久坐行为的改

变效果不明显袁 可能由于教学日学生每天需坐着上

课袁较难减少久坐时间袁还需通过学校制度等方面进

行改革[28]遥李琛琛基于 TTM 对处于不同阶段的肥胖

儿童制定相应的干预策略 [29]遥 干预方法主要包括体

育锻炼尧饮食及生活方式指导尧互动交流尧心理健康

宣讲尧电话随访尧个案访谈等袁结果显示肥胖儿童中袁
处于锻炼前意向尧意向尧准备阶段的比例较大袁行动尧
保持阶段的比例较小袁 肥胖儿童通过锻炼控制体重

的意识薄弱遥基于 TTM 的干预方案可使社交焦虑及

孤独感降低袁 使肥胖儿童锻炼变化阶段向前推进遥
Adams 对基于 TTM 促进 PA 干预措施的效果进行

了汇总分析袁证据显示从短期促进 PA 的效果来看袁
基于 TTM 的相关干预措施较非阶段变化的干预措

施效果更好[30]遥但基于 TTM 的长期干预措施的效果

尚未被确认袁有待未来进一步验证遥

TTM 的理论发展较为完善袁然而目前的数据尚

不能确认 PA 相关的行为改变是否符合这一系列的

变化过程[23]遥 另外 TTM 在 PA 方面的应用对于国内

外的人群可能存在差异遥 司琦对国内大学生的锻炼

行为进行研究袁结果发现 TTM 在国内大学生 PA 的

应用方面袁 阶段的划分以及影响阶段变化的心理因

素与西方存在着极大的区别袁 将变化阶段和变化过

程都进行了本土化修正 [31-32]袁然而还没有具体的袁未
来还需进一步探索相关差异以更好制定促进 PA 相

关干预措施遥 TTM 在 PA 实证的应用方面未来还需

进行更多的研究袁例如院比较研究确定最有效的干预

措施曰仔细设计和评估干预措施袁以确认在活动变化

的每个阶段袁人们都得到了针对性的有效干预曰大部

分需要干预的是处于活动变化前意向阶段的人群袁
需要招募更多此阶段的人群进行干预研究袁 以探索

出更好的阶段前进方案曰评估目前以 TTM 制定的相

关干预措施是否可以较好的推广等[3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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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行为的因素 描述

自我因素 个体的特征袁包括认知水平尧态度尧自我概念尧
技能等

人际交往过程
和主要群体

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以及社会支持系统袁
包括家庭尧工作单位尧朋友之间等

组织因素 各种社会组织及其正式或非正式的规章制度袁
包括体育活动组织尧工作相关组织等

社群因素 家庭尧学校尧社区尧各社会组织等共同形成的大
环境

公共政策 社会制度尧法律尧国家政策等

环境系统 描述

微小系统 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袁包括与父母尧朋友尧同学尧同事
等之间的关系等遥

中间系统 微观系统之间的关系袁包括父母之间尧父母与教师之
间尧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遥

外部系统 个体所存在的环境构成的系统袁 包括学校尧 社区尧教
堂尧医院等遥

宏观系统 个体成长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及其意识形态袁可以影
响所有较低的系统袁包括国家政策尧价值观念尧经济结
构尧风俗习惯尧法律法规等遥

身体活动的干预策略研究综述

一些经典的有关行为改变的模型大多强调个体

的改变策略袁 然而个人层面的因素往往会受到一些

特定环境背景的影响遥 由 Bronfenbrenner 所提出的生

态学模型认为袁 人的发展受到各层次环境系统的相互

影响袁并将对影响个体的环境由内向外分为 4 个层次院
微小系统渊microsystem冤尧中间系统渊mesosystem冤尧外部

系统渊exosystem冤尧宏观系统渊macrosystem冤渊表 4冤[33-34]遥
在此基础上袁McLeroy 等建立了具体化的健康促进生

态学模型袁 该模型将决定行为的因素分为 5 个层次院
自我因素渊intrapersonal factors冤尧人际交往过程和主要

群体渊interpersonal processes and primary groups冤尧组织

因素 渊organizational factors冤尧 社群因素渊community

factors冤尧公共政策渊public policy冤渊表 5冤袁并详细描述

了每个层次的因素对个人健康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35]遥
从社会生态学模型渊Social Ecological Model袁SEM冤的
角度看袁 人群或个体的行为变化是受社会背景因素

影响袁包括朋友尧家庭尧工作和邻里关系袁以及正式和

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尧 国家政策等遥 对于人们参与 PA

方面袁SEM 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袁有助于理解

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渊图 4冤[36]遥
表 4 Bronfenbrenner 生态学模型环境分类[34]

表 5 McLeroy 等健康促进的生态学模型[35]

图 4 SEM 模型 [36]

人们普遍认为袁 与社会生态模型相一致的多层

次视角是研究群体健康行为的有效途径 [37]遥 目前国

内外对于 SEM 在 PA 方面的研究多是根据 McLeroy

所划分的 5 个层次来依次制定干预策略的遥 Julie 和

Sarah 以 SEM 的视角全方位地回顾了非裔美国女性

PA 的状况并寻找影响 PA 的相关因素[38]遥研究结果表

明袁中等到高度相关的因素包括院自我层次中的身体

机能水平尧社会经济地位尧教育水平尧个体动机水平

渊高度相关冤曰 人际关系层次中的社会支持 渊高度相

关冤尧社会规范曰社区层次的安全感尧PA 相关设施的

便利性尧周围适宜 PA 的环境遥 一些其他因素如组织

层次的 PA 相关组织等可能因为目前规模较小袁存
在范围不够广泛而对 PA 影响较小遥 另外研究也指

出袁 整体的干预机制是各个层次的因素相互影响的

结果 [38]遥 例如自我层次的动机因素会影响包括人际

关系层面的社会规范尧社区层次的安全感等遥因此在

一个层次上进行干预可能会解决另一个层次上发生

的问题袁从而更加接近野真实世界冶的逻辑遥相关行业

理论研究人员袁政策制定者尧倡导者要对这样多水平

和跨水平的效应进行更充分地探索袁 从而更深层地

理解 SEM 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遥 Langille 和 Rodgers

通过调查学校不同水平层次渊政府尧校长尧教师等冤的
因素袁提供了一个增加校园学生 PA 水平的视角袁研
究结果显示袁 较高层次的政策会逐渐反映到不同的

组织层面袁 学校在决定如何实施 PA 战略方面负有

关键责任[39]遥此外袁学校会优先考虑学生学术成绩的

发展袁因此较难实施 PA 相关政策遥 可见很多时候促

进 PA 可能不是学校或者某些机构的首要任务袁在
较远端的政策层面存在着不同目标之间的博弈袁提
高不同人群的 PA 水平要结合当前的宏观背景及相

关政策遥国内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袁也多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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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A 相关理论综合干预流程图

理论 主要内容 PA 方面应用

SDT 满足基本需求促使动机内
化袁 不同动机对个体行为
的作用不同

促进动机内化的策略 - 动机适
应性策略袁自主支持干预计划

TPB 态度尧主观规范尧知觉行为
控制决定意图袁 意图决定
行为

通过行为意图预测 PA 行为

TTM 将行为过程分为不同阶
段袁 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
变化过程

根据认知过程和行为过程采取
相应的 PA 策略

SEM 个体行为受多层次因素影
响

确定干预个体或群体袁 区分干
预层次

干预层次渊SEM冤
变化阶段渊TTM冤 干预策略

个人
人际
组织
社区
社会

个体

群体

前意向阶段
意向阶段
准备阶段
行动阶段
维持阶段

认知过程干预
行为过程干预渊短期策略袁TTM冤

动机内化渊长期策略袁SDT冤 行为意图渊TPB冤
行为
改变

建成环境
价值观

经济水平
法律法规等

青少年尧老年人群 [40-42]遥 对于学生群体而言袁低年级

学生更易受社会支持 渊如父母同伴支持尧 器材支持

等冤尧学校因素渊如学校体力活动组织情况尧学校老师

等冤 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袁 而较高年级更易受朋友支

持尧 个体因素等方面的影响遥 另外建成环境因素方

面袁学校的锻炼条件设施尧社区公共设施配置及交通

环境尧 土地混合利用等建成环境特征对学生 PA 有

重大影响[43]遥 对老年群体而言袁老年人 PA 水平与性

别尧社会经济地位尧孙子孙女是否在身边以及同龄人

影响等因素相关袁 社会体育指导员对老年 PA 参与

的促进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42]遥

SEM 在PA 方面的应用还存在一些困难遥 首先袁
由于模型设计因素较为全面袁很少有研究可以把各因

素都进行研究测评袁从而系统地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

检验[44]遥 其次目前相关本土化研究不够袁我国的社会

经济尧社区发展尤其在社区体育方面尧人际交往方面

等和西方社会存在较大差异袁因此急需构建中国式体

育锻炼的社会生态学理论[45]遥 未来 PA 领域的研究需

要多学科领域专家学者的介入袁包括心理学家尧社会

学家尧社区管理者尧市政规划专家及政策制定者等遥

有关促进 PA 的行为改变理论较多袁 本文仅介

绍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遥 对于 PA 的干预袁有理

论依据的干预措施显然更容易促进行为的改变袁它
们能够识别关键的中介变量袁 并且可以找出未能成

功干预的原因遥人具有多样性袁干预策略的制定应该

充分考虑不同人群尧不同时间阶段尧不同干预层次遥
SDT 的重点在于自我层面的动机内化袁 内在目标始

终与较高的 PA 水平相关 , 且对长期坚持锻炼更有

帮助遥 因此袁SDT 对于个体长期 PA 水平的提高或者

对于培养个体的 PA 行为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遥TPB

更注重通过行为意图预测个体的行为袁 尽管行为意

图不能直接对应个体的行为袁但 TPB 以较少的变量

涵盖了较为全面的心理社会因素袁 有助于对个体一

般行为的理解与预测遥 SDT 与 TPB 两者皆有助于理

解个体的行为改变机制袁 但尚未开发系统的干预策

略遥TTM 引入了时间维度袁将个体的行为改变分为 5

个过程袁根据不同过程具体提出不同的干预措施袁对
促进个体 PA 水平提供了具体的干预策略遥 SEM 提

供了影响个体或者群体的宏观视角袁 将干预方法延

伸为个人尧人际尧组织尧社区尧社会 5 个层次袁尽管干

预措施不能做到面面俱到袁 但该理论对 PA 干预者

进行定位袁不同层次的干预者渊如个人尧家庭尧学校尧
国家等冤可在各自的层次设计不同的干预策略袁综合

以上理论渊表 6冤袁针对个人 PA 的促进袁往往由个人尧
人际层次的干预者来制定相关策略遥 而群体 PA 的

促进袁则需要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组织尧社区尧
社会层面进行系统的研究及干预渊图 5冤遥

表 6 PA 相关理论内容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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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健康人群尧 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或慢性病患

者袁身体活动均是健康促进的重要手段遥由于身体水

平活动受到个体心理尧社会文化尧政策等多因素的影

响袁 各种相关理论模型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或某种

程度上解释和说明人们较少参加身体活动的原因袁
但没有一个是全面的尧完美的 [46]遥本文所选择的理论

模型均经过大量的研究袁具有成熟完整的理论基础袁
但同时也在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遥 以上 4 种

理论模型分别从个体动机渊SDT冤尧个体行为意图的

影响因素渊TPB冤尧行为的阶段性变化渊TTM冤以及全

因素的视角渊SEM冤各个方面理解身体活动的行为机

制遥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多是验证理论或其中介变量

对于不同人群是否具有显著性袁 而根据理论开发相

应系统的干预措施较为缺乏遥 由于影响不同人群身

体活动水平的因素不同袁 未来的研究仍需加强对国

内人群的研究袁尝试将理论进行野本土化冶改造袁并针

对不同群体综合开发系统干预措施袁 为相关从业者

以及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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