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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动乐趣是指个体在参与体育运动过程中由于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所产生

的高兴尧愉悦尧快乐等中高趋向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尧情感体验遥 近年来袁在国家政

策的引领以及现实需求的推动下袁运动乐趣相关研究备受学界重视遥 目前袁运动乐

趣强度主要通过叶运动乐趣量表渊PACES冤曳进行测量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袁在初始

PACES 的基础上修订成 5 个版本袁其中 4 个版本已在我国进行了本土化修订遥 运动

乐趣强度在年龄尧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差异袁且运动乐趣与运动动机存在

重要关联袁运动自我效能感与运动乐趣存在双向互惠关系袁运动乐趣是促进运动参

与和运动承诺最重要的因素遥 未来应厘清运动乐趣的概念袁丰富并完善运动乐趣的

测量袁深化运动乐趣与相关变量间关系研究袁并进一步构建本土化的运动乐趣机制

模型袁挖掘运动乐趣的产生与发展规律袁进而探索行之有效的运动乐趣提升策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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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enjoyment refers to the positive emotions and affective experiences of moderate to high

motivational intensity such as pleasure, delight, and joy, which are generated by the satisfaction of psy-

chological needs of individuals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sports.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related

tosportenjoymenthasreceivedmuchattentionfromacademiccircleswith theguidanceofnationalpolicies

and the impetus of realistic needs. At present, the intensity of exercise enjoyment is mainly measured by

the Physical Activity Enjoyment Scale(PACES), which has been revised into five versions based on the

initial exercise enjoyment scale as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and four of them have been revised locally in

China.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ntensity of sport enjoyment in demographic variables such as age

and gender, and there are important associations between sport enjoyment and sports motivation. There

is a bidirectional mutual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 self-efficacy and sport enjoyment, and sports

enjoy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promoting sport participation and sport commitment.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clarify the concept of sport enjoyment, enrich and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of sport

enjoyment,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 enjoyment and related variables, and

further build a localizedmodel of sport enjoymentmechanism, explore the law of sport enjoyment genera-

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n explore effective sport enjoyment enhancement strategies.

sport enjoyment; concept; measurement; sport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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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0 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上指出野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尧增
强体质尧健全人格尧锤炼意志冶袁指明了新时期学校体

育的国家战略目标袁 同时也是对体育本质和功能的

精准定位遥 享受乐趣是增强体质尧健全人格尧锤炼意

志的逻辑起点袁 也是突破学校体育发展困境的关键

所在 [1]遥 最新印发的叶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渊2022 年版冤曳明确提出袁水平一到水平二阶段应促

使学生享受运动乐趣袁 水平三到水平四阶段使学生

形成运动兴趣袁享受乐趣是形成兴趣的必要前提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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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袁 运动参与不足是造成学生体质水平逐年下降的

主要原因袁 而运动乐趣能有效促进学生运动参与已

基本达成共识遥 在政策的积极引领和现实的迫切需

求下袁研究者们对运动乐趣的关注日益增加遥尽管如

此袁 目前国内关于运动乐趣的相关探讨尚处在经验

层面袁 仅有少数学者将其作为运动心理学变量进行

研究遥揆诸既存研究不难发现袁在运动乐趣的概念厘

定尧测量以及相关变量等方面仍存有诸多薄弱环节遥
首先袁学界对于野运动乐趣冶概念的界定仍有分歧袁这
集中体现在 3 个方面院一是袁运动乐趣的英文释义不

明晰袁 应为 sport pleasure尧sport enjoyment尧sport fun

还是 physical activity enjoyment钥 二是袁运动乐趣本质

应为一种状态尧一种情绪尧一种感觉还是多方面综合

体钥 三是袁运动乐趣应为包含运动中所有积极情绪尧
情感体验的广义概念袁 还是等同于心流现象的狭义

概念遥 再次袁叶运动乐趣量表渊Physical Activity Enjoy-

ment Scale袁PACES冤曳是评估个体运动乐趣强度的重

要工具袁 可为探究运动乐趣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等

方面研究提供依据袁但目前尚未统一遥 此外袁运动乐

趣作为运动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袁 受到许多因素的影

响袁同时也对运动参与尧运动承诺等结果变量产生作

用袁 梳理相关变量有助于提出可操作化的运动乐趣

提升策略遥虽然目前运动乐趣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袁
但迄今为止国内却鲜有文献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总

结遥本文从运动乐趣的概念尧测量以及相关变量 3 个

方面袁对运动乐趣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和分析袁进而

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遥

何谓运动乐趣渊sport enjoyment冤钥 学界目前还未

形成统一的认识遥 根据韦伯斯特词典袁 乐趣渊enjoy-
ment冤被定义为享受的行为或状态袁而享受渊enjoy冤
被定义为在活动中获得快乐或满足遥 在牛津词典中

乐趣是指野对某事感到快乐的状态或过程冶遥 而剑桥

词典将乐趣定义为一种快乐或愉悦的感觉遥 3 个词

典关于乐趣的本质具有不同的指向遥 Wankel[2]认为

乐趣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尧情感状态袁并指出满足 2 种

需求可产生乐趣院一是自我平衡的生物需求袁如院在
饥饿时吃东西曰二是以成长为导向的认知维度需求袁
即应用自己的技能应对环境挑战遥 显然这一观点无

法涵盖乐趣的所有方面遥Kimiecik 等[3]认为以往对乐

趣的研究过度包容袁趋向于情绪研究袁其基于运动心

理学理论认为乐趣是一种最佳的心理状态袁 等同于

心流遥然而这一观点遭到了一定质疑袁因为乐趣存在

一些超脱心流的因素袁如院社会认知[4]遥自我决定理论

则认为乐趣是一种伴随着满足感和兴趣发生的调节

过程袁是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的结果 [5]遥 许义雄 [6]

认为乐趣是一种享受尧快乐的情趣尧欲望获得满足的

愉快气氛袁是能够增强个体实际行动的心理现象遥虽
然对于乐趣的概念还未形成一致的认识袁 但主要指

向个体进行某项活动时由于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所产

生的积极情绪尧情感状态遥
野运动乐趣冶是运动心理学领域的核心概念袁同

时属于野乐趣冶的下位概念袁是在运动情境中享受到

的乐趣遥 Scanlan 等 [7]在竞技运动情境下对运动乐趣

进行了界定袁 其最初认为运动乐趣是指一个人对自

身竞技运动经历的积极情感反应遥随着研究的深入袁
其对运动乐趣概念的界定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补

充袁 最终认为运动乐趣是指对反映普遍愉悦体验的

运动体验的积极情绪尧情感反应遥运动乐趣是心流理

论的重要成分袁 当技能与挑战相匹配时所感受到的

积极感受遥 徐林江等 [8]认为运动乐趣是指参与者在

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由运动带来的身

心快乐感袁 其强烈程度的大小应取决于参与者自身

的心理需要满足程度遥 以上研究对运动乐趣的界定

多侧重一种情感反应或积极感受袁柴娇等 [1]通过属

加种差法将野运动乐趣冶定义为个体在参与体育运动

中产生的高兴尧 愉悦尧 快乐等积极的情绪和情感体

验遥此外袁青少年体育领域中还有另一个常用的运动

乐趣术语是 sports fun遥 Jackson [9]认为 sports fun 和

sport enjoyment 这 2 个术语可以等同使用遥 而 Scan-

lan 等 [10-11]则认为 sports fun 是 sport enjoyment 下属的

一种广泛的积极感觉遥本研究更为认同 Scanlan 等的

观点袁sports fun 主要指类似于 野有趣冶 的浅层次乐

趣袁而 sport enjoyment 不仅包含浅层次的乐趣袁更侧

重深层次的积极情绪尧情感体验袁更符合本研究对运

动乐趣的理解袁如院克服困难后的愉悦感遥
野运动兴趣冶与野运动乐趣冶密切相关袁对比这 2个

概念更有助于理解运动乐趣的内涵遥 西方学者认为

两者区别在于兴趣侧重起初参与并继续参与活动的

欲望袁而乐趣是参与活动过程中的体验遥我国学者多

认为运动乐趣是运动兴趣形成的中间阶段和关键过

程袁季浏 [12]将乐趣看作是兴趣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

继发状态的中层次兴趣遥此外袁陈帅 [13]认为运动兴趣

与运动乐趣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袁 即运动兴趣是主

动的尧积极的注意和探究事物的态度与倾向袁是对事

物表达的情绪曰运动乐趣是被动的袁是注意和探究事

物后产生的情绪反馈遥
综上所述袁由于研究视角尧对象的不同袁造成运

动乐趣的概念存在一定差异袁 而运动乐趣属于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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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属概念袁应该具有相似的本质属性和显著特征遥
所以基于已有观点袁本研究将运动乐趣理解为院个体

在参与体育运动过程中由于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所产

生的高兴尧愉悦尧快乐等中高趋向动机强度的积极情

绪尧情感体验遥 运动乐趣包含认知尧生理和行为 3 个

层面内容袁在认知层面表现为满足感袁生理层面表现

为兴奋性的生理唤醒袁行为层面表现为积极地参与遥

目前袁运动乐趣强度主要采用量表进行测量袁关于

专门性的 PACES 初始于 Kendzierski 等 [14]在 1991 年

所开发的 18 条目运动乐趣量表 渊Kendzierski Physi-

cal Activity Enjoyment Scale袁PACES-K冤遥2001 年袁Motl

等 [15]在 PACES-K 的基础上针对女孩的运动乐趣进

行了修订袁 最终形成 16 条目版运动乐趣量表渊Motl

Physical Activity Enjoyment Scale袁PACES-M冤袁 目前

被翻译成多个语言版本袁 应用较为广泛遥 2005 年袁
Dishman 等[16]也对 PACES-K 进行了修订袁形成了 8 个

消极条目的量表 渊Dishman Physical Activity Enjoy-

ment Scale袁PACES-D冤遥 2011 年 袁Mullen 等 [17]基于

PACES-K 开发出针对老年人的 8 条目运动乐趣量

表 渊Physical Activity Enjoyment Scale-8袁PACES-8冤遥
2021 年袁Chen 等 [18]在 PACES-M 的基础上开发了更

为简短的 4 条目运动乐趣量表 渊Short Version of the

Physical Activity Enjoyment Scale袁PACES-S冤遥 总之袁
国外 PACES 主要以 PACES-K 为基础进行修订袁形
成 5 个版本并均已进行一定的检验与应用渊表 1冤遥

表 1 国外 PACES 研究现状汇总

量表 国家 研究者及年份 样本情况 研究结果

PACES-K 美国 Heesch, 等[19].2006 25~75 岁袁共 378 人袁50%为女性 该量表符合一维结构袁 但是采用 7 点计分针对性不

佳袁并认为第 5尧第 9 和第 13 条目反应不佳建议移除

美国 Dunton, 等[20].2009 15~18 岁袁共 407 人袁45%是女性 双因素模型比单因素模型表现出更好的模型拟合袁
结构效度良好袁并具有跨性别测量等值性

美国 Dalusung-Angosta[21].2015 35~65 岁袁共 41 人袁73.2%为女性 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

PACES-M 美国 Motl, 等[15].2001 1 797 个 8 年级女孩袁 平均年龄为

13.6 岁

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项目总相关性尧 单维因素

结构袁但跨性别测量等值性不佳

意大利 Carraro, 等[22].2008 11~19 岁袁共 5 934 人袁51.9%为女性 将 PACES-M 翻译为意大利语袁 具有较好的结构效
度尧信度尧跨性别和年龄测量等值性

西班牙 Latorre-Rom佗n[23].2014 107 名 10~15 岁患有哮喘儿童袁78
名健康儿童袁共 185 人

双因素结构袁验证性因子分析尧测试－重测信度尧收
敛效度良好

西班牙 Fuentesal-Garc侏a, 等[24].2019 9~12 岁袁共 455 人袁49.9%为女性 需要从原始量表中删除许多项目袁 最终修订成 6 条
目袁用于评定户外自然体育活动的运动乐趣量表

意大利 Morano, 等[25].2019 6~7 岁袁共 14 035 人袁49.6%为女性 根据 PACES-M 修订成图形量表袁 检验发现该量表

的单因素结构的内部一致性和因子效度均良好

德国 Jekauc, 等[26].2020 第一阶段 院18~26 岁 袁 共 863 人 袁
53.5%为女性

第二阶段院12~16 岁袁 共 2 274 人袁
50.3%为女性

第三阶段院13~17 岁袁共 696 人袁55%
为女性

单因素模型拟合度较差袁 考虑消极条目间的相关唯
一性条件的双因素模型拟合度较好袁并在跨年龄组尧
性别和时间上具有测量等值性

PACES-8 美国 Mullen, 等[17].2011 61~72 岁袁共 179 人 65.4%为女性 对 PACES-K 在老人中进行验证性分析发现拟合度
较差袁并进一步开发出 8 条目量表袁信效度检验良好

并具有纵向测量等值性

葡萄牙 Teques, 等[27].2020 样本一院18~52 岁袁 共 139 人袁53.2%
为女性曰
样本二院18~66 岁袁共 256 人袁59%为
女性

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单维结构袁验证性因子分析尧收
敛效度尧信度尧跨性别和运动项目测量等值性等指标

均良好

美国 Huffman, 等[28].2021 77~85 岁袁共 10 人袁40%为女性 在性别和时间上都具备测量等值性袁 验证性因子分
析允许前 3 项的残差相互关联的情况下拟合度良好

PACES-S 德国 Chen, 等[18].2021 11~17 岁袁共 182 人袁43.4%为女性 根据 PACES-M 开发了 PACES-S袁其结构效度尧内部

一致性尧测试－重测信度尧效标效度均良好

PACES-D 美国 Paxton[29].2013 3~6 年级袁共 533 人袁55%为女性 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袁 跨性别测量等值性和跨 9 个
月时间的测量等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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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dzierski 等[14]开发了 39 个条目的单维 PACES袁
由 3 位运动承诺方面专家从中选择 16 个条目袁并建

议增加 3 个条目形成初始量表袁 之后对大学生进行

预调查发现袁 其中一个条目因得分与量表总分的相

关性不足而被删除袁剩下 18 条目的项目总相关性与

内部一致性信度均良好袁从而创编 PACES-K遥 Dun-

ton 等 [20]在英语语境下验证该量表具有良好的跨性

别测量等值性遥 多数学者在英语语境下验证了该量

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尧因子效度尧收敛效度袁并将其翻

译成德语尧西班牙语尧葡萄牙语等遥 但 Heesch 等[19]通

过 Rasch 模型对该量表的心理测量学指标进行评

估袁发现该量表的第 5 条目不合适袁且第 9 和第 13 条

目包含多余的内容遥有学者用该量表对大学 1~2 年级

学生实施测量袁发现结构效度不佳遥 此外袁该量表的

单维性也受到质疑袁 以往研究认为该现象主要是由

方法学效应所造成 [30]遥 目前该量表的争议主要体现

在量表的因子结构是单维还是双维度袁 其效度在不

同类型被试中是否均能达标袁 这也是后人修订该量

表的重要原因遥

Motl 等[15]为测量女孩的运动乐趣强度对 PACES-K

进行修订袁 先用 Likert5 级评分取代原先的 7 级评

分遥然后为增加量表条目的理解性袁对女孩进行焦点

小组访谈从而修整措辞袁并删除相似条目和与女孩的

乐趣无关的条目并消除双极性特征袁从而形成 16 条

目量表渊PACES-M冤遥 经检验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

度及跨黑人女孩和白人女孩的测量等值性遥 Moore

等 [31]认为小学生的理解力或认知能力不如成年人袁
可能会影响量表的测量效度袁 因此其对美国 3 年级

学生进行信效度检验袁 发现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和项目总相关性袁 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单维因素结

构袁 但在跨性别测量等值性方面呈现出不同的因子

结构遥 Jekauc 等 [32]在德国 9~17 岁学生中验证该量

表袁得出其具有良好的测试－重测信度尧因子效度袁
并且还具有较好的跨时间尧 性别和年龄组的测量等

值性遥 Fuentesal-Garc侏a 等 [24]在西班牙评估户外自然

体育运动乐趣袁 对该量表进行了探索性和验证性因

子分析袁结果显示原始量表中许多条目需要删除袁最
终修订成了一个包含 6 个条目的量表袁 并在户外自

然体育运动中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遥 Jekauc 等 [26]将

PACES-M 翻译成德语版袁 在德语语境中验证该量

表信效度良好袁 且双维结构模型比单维具有更好

拟合度袁并证明在跨性别尧年龄尧时间方面具有较

好的测量等值性遥 PACES-M 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和内部一致性及跨年龄和时间的测量等值性袁但
其在跨性别测量等值性和因子结构方面存在一定

争议遥

Dishman 等[16]为解决 PACES-K 的方法效应问题袁
删除了所有积极措辞的条目袁 最终形成 7 条目运动

乐趣量表 渊PACES-D冤 并在美国青少年样本中验证

PACES-D 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遥 后来 Paxton 等[29]在

夏威夷 3~6 年级人群中对该量表进行了检验袁 结果

证明其具有良好的跨性别测量等值性和跨 9 个月时

间的测量等值性遥
Raedeke 等 [33]组织专家小组从 PACES-K 中选出

8 个条目袁组成 8 条目量表遥 Mullen 等[17]面向老年人

对 PACES-K 以及 Raedeke 版本运动乐趣量表的心

理测量学指标进行深入研究袁发现其拟合度均不佳袁
因而创编了新的 8 条目量表渊PACES-8冤遥 该量表在

成年及老年人群中具有良好的单维结构尧 内部一致

性尧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度尧收敛效度尧信度－重

测信度尧为期 1 年的纵向测量等值性和跨性别测量等

值性袁可以满足跨时间和性别维度研究的需求 [28,30]遥
PACES-8 已在葡萄牙尧西班牙尧德国和中国等多个国

家进行翻译和验证袁并应用于老年群体中遥
Chen 等 [18]以德国中学生为样本袁开发出一种新

的 尧 简短的 尧 理论驱动的 4 条目运动乐趣量表

渊PACES-S冤袁并验证其心理测量学特征袁发现该量表

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尧内部一致性尧测试-重测信度

和效标效度遥

国内关于 PACES 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国外已

有 量 表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本 土 化 的 修 订 袁 包 括 对

PACES-K尧PACES-M尧PACES-D尧PACES-8 在中文环

境中的探索与应用渊表 2冤[34-39]遥

叶丽琴 [34]对 PACES-K 进行了本土化修订袁形成

5 条目中文版运动乐趣量表袁 并在台湾大学生群体

中进行了检验袁探索性因子分析支持其单维性袁验证

性因子分析显示拟合度较好袁 证明该量表具有良好

的结构效度遥 张晗 [40]和马正波 [41]分别在小学生和老

年人群体中应用了 PACES-K袁但研究仅进行了信度

检验袁 未报告该量表在中文语境中的其他心理测量

学指标遥

孙紫琪 [35]将 PACES-M 翻译成中文袁并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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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内 PACES 研究现状汇总

11~16 岁人群中进行了小范围心理测量学指标的检

验袁结果证明 PACES-M 中文版具有较好的信度尧效
标效度尧结构效度尧判别效度袁项目分析显示各条目

质量符合心理测量要求袁 无须进行条目的删减和变

动遥 于琦等 [36]以吉林省 4~6 年级学生为样本对中文

版 16 条目运动乐趣量表进行了检验与修订袁项目分

析指标良好袁 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积极和消极 2 个

维度并删除第 15尧第 16 条目袁将修订后的量表进行

信度检验尧效标关联效度检验尧验证性因子分析袁结
果显示各项指标均良好袁 认为该量表可以用来测量

国内青少年的运动乐趣遥

严亮等 [38]将 PACES-D 修订成中文版袁以香港

8~12 岁儿童为样本检验其信效度袁结果支持量表的

单因素结构袁并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尧因子效度尧
标准效度和信度-重测信度遥陈汉等 [39]在全国 8 个地

区对中文版 PACES-D 的信效度以及跨性别和 3 个

教育水平的测量等值性进行了检验袁 结果支持量表

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尧单因素结构尧收敛有效性袁
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度良好袁 在性别和 3 个教育水

平之间具有全量等值性遥

钟百光等 [37]验证了 PACES-8 的心理测量特性袁
得到良好的因子效度尧结构效度和信度－重测信度袁
认为该量表是一款高效尧 可靠评估中国老年人运动

乐趣的测量工具遥

通过梳理与对比发现袁国外学者在对 PACES-K

逐步修订过程中量表的条目呈缩减的趋势袁 题项阐

述也趋于简洁化遥 PACES-K 主要面向成年人袁并且

在不同年龄群体中的结构效度存在争议遥此外袁诸多

学者对 PACES-K 的单因子结构产生质疑袁分析该现

象可能是由方法学效应所造成的遥 PACES-M 在国外

完成了从青少年到老年群体的检验袁 信效度及跨时

间和年龄的测量等值性均良好袁 但是由于该量表是

针对女性儿童而进行修订袁 所以在跨性别测量等值

性方面存在一定争议遥 PACES-8 在成年人和老年人

群体中信效度及测量等值性良好袁但 PACES-8 在青

少年群体中的有效性未见报道遥 PACES-S 量表最大

的优势在于简短袁 当前已对 11~17 岁学生进行信效

度检验袁但目前对 PACES-S 关注度不足袁缺乏对该

量表其他心理测量学指标的探寻遥 PACES-D 已对

3~6 年级学生进行检验袁 接下来可进一步检验不同

样本的信效度及跨年龄的测量等值性遥
目前袁 除 PACES-S 外的其他 4 版 PACES 都已

进行本土化袁 并在国内完成小规模应用遥 中文版

PACES-M 在上海 11~16 岁群体中信效度检验良好袁
可进一步检验该量表跨时间尧 性别和年龄的测量等

值性遥中文版 PACES-D 在全国 8 个具有代表性的地

区完成了信效度检验及测量等值性检验袁 是目前国

内面向小学和初中学生检验相对全面的量表遥 国外

各款量表都已对跨年龄尧 性别和时间的测量等值性

原始量表 地区 研究者及年份 样本情况 研究结果

PACES-K 台湾 叶丽琴,等[34].2020 第一阶段 院24~18 岁 袁 共 309 人 袁
64.1%为女性

第二阶段 院17~24 岁 袁 共 388 人 袁
52.3%为女性

经项目分析尧探索性因子分析尧信度分析尧验证性因
子分析得出该量表单因素结构袁信效度良好

PACES-M 上海 孙紫琪,等[35].2014 11~16 岁袁共 951 人袁50.8%为女性 信度尧项目分析尧关联效度尧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
性因子分析各项指标均良好

吉林省 于琦,等[36].2021 样本一院10~13 岁袁共 517 人袁52%为

女性

样本二院10~13 岁袁 共 321 人袁52.6%
为女性

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将其分为积极和消极 2 个维度并

删除第 15尧 第 16 条目袁 对剩下的条目进行项目分

析尧信度检验尧效标关联效度检验尧验证性因子分析
各项指标均良好

PACES-8 香港 钟百光,等[37].2019 60~91 岁袁共 225 人袁81%为女性 因子效度尧结构效度和信度－重测信度均良好

PACES-D 香港 严亮,等[38].2014 3~6 年级袁共 273 人袁49.1%为女性 因子效度尧标准效度尧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均良好

上海尧广州尧西
安尧乌鲁木齐尧
玉玲尧滁州尧黑
河尧福州

陈汉,等[39].2019 9~20 岁袁共 4 074 人袁50.5%为女性 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 S-PACESC 的单维性袁信效度
良好袁在性别和 3 个教育水平渊即小学尧中学和高中冤
具有良好的测量等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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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验袁测量等值性对量表的应用具有重要价值袁
我国应进一步加强此方面研究遥

近年来袁 研究者主要集中探索了运动乐趣与人

口统计学变量 渊demographic variables冤尧 运动动机

渊sport motivation冤尧自我效能感 渊self-efficacy冤尧运动

参与 渊sport participation冤尧运动承诺 渊sports commit-

ment冤等相关变量的关系袁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遥

运动乐趣作为一种心理现象袁 可能如同生理现

象般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自然发展规律遥 在不同个体

的生长发育阶段袁 个体外部因素也会对运动乐趣产

生规律性影响袁如学业压力尧父母支持等遥 因此相关

研究极为关注人口学尧 统计学变量对运动乐趣的影

响袁主要涉及年龄尧性别尧种族等遥目前多数研究认为

随学生年龄增长袁运动乐趣强度呈下降趋势袁这反映

出运动乐趣强度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内在自然规律[42]遥
柴娇等[1]对长春中小学生的运动乐趣强度进行调查袁
发现运动乐趣强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波动下降

趋势袁女生的下降趋势更加明显遥同时研究发现学生

在 6 年级尧9 年级和 11 年级可能由于学业压力较大

等外部因素导致其运动乐趣强度大幅度下降遥 不同

性别个体的生理和心理方面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

大的差异性袁 因此运动乐趣强度也必定呈现相应的

性别差异遥 运动乐趣强度与性别的关系虽未有稳定

的一致性认识袁 但多数调查指向男生的运动乐趣强

度高于女生 [43]遥 运动乐趣强度的性别差异还常呈现

出一定的年龄阶段特征袁 水平一和水平二阶段女生

的运动乐趣强度略高于男生袁 而水平三至水平五阶

段男生的运动乐趣强度显著高于女生遥此外袁运动乐

趣强度可能存在种族差异袁 目前关于不同种族运动

乐趣强度差异及运动活跃度的研究存在一定矛盾袁
Johnson 等 [44]发现黑人学生享受到的运动乐趣最高袁
其次是西班牙裔学生尧白人学生袁然后是亚洲学生袁
矛盾在于亚洲学生的运动乐趣强度最低袁 但其在体

育课中最活跃袁 这可能是由于亚洲学生样本量较少

以及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所导致遥

心理学界一直将探索行为的原因作为研究的一

贯目标袁情绪与动机是行为产生尧维持与发展的重要

原因袁而运动乐趣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尧情感体验袁因
此运动乐趣与运动动机关系成为运动乐趣研究的热

点遥 运动动机是指人们参与和维持锻炼行为的心理

动力 [45]袁传统观点将运动动机分为内部动机渊intrin-
sic motivation冤和外部动机渊extrinsic motivation冤袁由
于运动乐趣和运动动机均为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袁 因此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对运动乐趣的影响还

未形成一致认识遥 Gao 等 [46]认为只有内部动机与运

动乐趣呈正相关袁 而其他动机与运动乐趣无显著性

相关遥 然而袁Garcia-Mas 等 [47]则提出截然不同的观

点袁他们指出外部动机对运动乐趣的贡献更大袁内部

动机对运动承诺的贡献更大遥 此外袁Yli-Piipari 等 [48]

发现具有最高水平内部动机和中到高水平外在调节

的青少年具有最高水平的运动乐趣遥 随着对动机研

究的不断深入袁 运动动机在早期包含广泛的宏大理

论的基础上袁逐步倾向对特定行为现象的描述袁如院
自我决定理论 渊Self-Determinatin Theory袁SDT冤和成

就目标理论渊Achievement-Goal Theory袁AGT冤遥
SDT 包含 6 个子理论袁 其中有机整合理论渊Or-

ganic Integration Theory袁OIT冤 和基本心理需要理论

渊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Theory袁BPNT冤 与运动乐

趣密切相关遥 OIT 不同于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相对

立的传统观点袁 其认为动机是一个从无动机渊amoti-

vation冤尧外部动机到内部动机的连续体袁主要探讨了

外部动机的类型和促进外部动机内化的条件遥 该理

论认为运动乐趣是内部动机的主要来源袁 另有学者

认为运动乐趣属于内部动机或与内部动机同义遥 运

动乐趣是一种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袁 其与动机之间

的潜在区别在动物神经科学文献中得到了相应的

论述袁即享乐影响与激励价值之间的区别袁证明了

野快乐冶与野想要冶的生理机制不同袁因此运动乐趣虽

可以积极预测内在动机但并不能等同看待 [49]遥 外部

动机的内化和内部动机的发展虽是一个自然的过

程袁但基本心理需要理论认为这一过程应满足三大

基本心理需要才能发挥最佳作用袁 即自主需要尧能
力需要和归属需要遥 同时袁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要

的满足均能积极预测运动乐趣袁尤其是能力需要和

归属需要 [50]遥
AGT 是研究运动中成就动机的最常见的理论

之一袁 在该理论框架下运动乐趣与动机氛围存在着

显著相关遥 运动氛围指在特定情境中所产生的环境

目标结构袁包括掌握氛围和成绩氛围袁研究发现掌握

氛围对运动乐趣有积极影响袁 但成绩氛围对运动乐

趣有消极影响[51]遥

Bandura[52]在社会认知理论渊SocialCognitiveTheory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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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冤的框架下发展了自我效能理论袁提出自我效能

感是一个人对能够成功地执行一项特定任务以获得

某种结果的信念袁同时该理论认为情绪尧情感是自我

效能感的重要影响因素遥 运动乐趣是一种积极的情

绪尧情感体验袁与自我效能感存在着复杂的双向互

惠关系遥 在运动情境中袁个体享受到的运动乐趣越

多越利于应对逆境袁进而促进自我效能感的建立和

发展袁并且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又能促使个体享受到

更多的运动乐趣遥 在这个双向互惠的模型中袁研究

者们更热衷于探索自我效能感对运动乐趣的促进

作用袁Morales-S佗nchez 等 [53]研究发现较高的运动自

我效能感与体育课上运动乐趣和满足感呈正相关袁
与无聊感呈负相关遥 Hu 等 [54]通过实验研究得到了

相同的结论袁 并进一步发现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运

动乐趣的影响在运动强度方面存在差异袁 较高运动

强度下自我效能感对运动乐趣的正向预测作用更

加明显遥

运动参与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下有不同的认识袁
主要指学生在体育课堂或课外体育活动中身体尧心
理等方面的投入 [55]遥 SDT尧SCT尧理性行为理论渊The-

ory of Reasoned Action袁TRA冤尧计划行为理论渊Theo-

ry of Planned Behavior袁TPB冤和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

模型均支持运动乐趣对运动参与的产生和延续具有

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遥 Kim 等 [56]研究证明小学生

的运动乐趣可直接正向预测运动参与的延续袁 并可

通过促进班级满意度间接促进运动参与遥 而运动乐

趣对运动参与的正向预测作用可能存在年龄差异袁
DiLornzo 等 [57]对 111 个美国儿童进行了纵向访谈研

究袁 发现在 5~6 年级时运动乐趣是运动参与唯一的

预测因素袁 当到达 8~9 年级后则不再唯一袁 家庭支

持尧同伴支持尧运动能力尧自我效能感等都对运动参

与产生影响遥 Michael 等 [58]探索美国高中生的运动乐

趣与运动参与的关系袁 发现运动乐趣可以积极预测

运动参与袁 并认为增加运动参与的机会有利于个体

享受运动乐趣并促进运动参与意愿遥 运动乐趣与运

动参与的关系并不局限于学生群体袁S觟rensen[59]研究

了芬兰中年男性警察体育锻炼的参与情况袁 认为运

动乐趣是运动参与最有力的预测因素遥 当然运动乐

趣还可以通过增强和维持运动动机间接促进和延续

运动参与遥另外袁运动乐趣可作为第三变量作用于运

动参与袁 运动乐趣是风险感知与运动参与的中介变

量袁 即参与者的风险感知可通过运动乐趣间接负向

影响运动参与 [60]遥

运动承诺被定义为一种心理状态袁 代表继续参

与体育运动的愿望或决心 [61]遥 运动承诺是运动乐趣

重要的结果变量袁最初用于竞技运动领域中袁现已广

泛用于解释普通锻炼人群的锻炼坚持行为遥 Scanlan

等 [10]将运动乐趣作为运动承诺的重要积极预测因

素袁构建了包含五因素的运动承诺模型袁并在大量研

究中得到证实遥 Weiss 等[62]在 10~18 岁的网球运动员

群体中探讨运动乐趣与运动承诺的关系袁发现运动乐

趣可以直接和间接地预测运动承诺遥在学校环境中袁
运动乐趣仍然能够积极预测运动承诺遥 Park 等 [63]研

究发现大学生在体育课中享受到的运动乐趣能够积

极预测运动承诺遥 这一关系在俱乐部环境中仍然成

立袁 运动乐趣对运动承诺的积极预测作用在多种运

动情境中均已达成共识遥

运动乐趣是持续参与体育活动的内部动力袁是
增强体质尧健全人格尧锤炼意志的逻辑起点袁是将被

动体育转化为主动体育的关键所在遥自 Scanlan 等 [64]

将乐趣概念引入运动领域后袁 运动乐趣受到了广泛

关注袁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遥 但回顾既有成果袁不难

发现仍存有一定的缺陷与不足袁 因此袁 有必要从概

念尧 测量以及相关变量等维度重新对运动乐趣加以

深入思考遥

就目前而言袁 有关运动乐趣概念的研究相对缺

乏袁至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概念袁这严

重限制了运动乐趣主题研究的深入发展遥 运动乐趣

本质的探讨存在争议袁即乐趣应为一种状态尧一种情

绪尧一种感觉还是多方面综合体钥本研究更倾向于运

动乐趣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尧情感体验袁并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将运动乐趣定义为院个体在参与体育运动

过程中由于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所产生的高兴尧愉悦尧
快乐等中高趋向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尧情感体验遥由
于当下对运动乐趣概念的界定多基于理论分析袁存
在一定的模糊性袁 因此期待未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

予完善院首先袁采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

一步探索与验证运动乐趣的本质袁 并确定运动乐趣

应是包含运动情境中所有积极情绪尧 情感体验的广

义概念还是类似于心流现象的狭义概念曰然后袁在此

基础上确定运动乐趣的英文释义袁即 sport enjoyment尧
sport pleasure尧sport fun尧physical activity enjoyment 之

间存在什么关系袁哪个单词最为贴切曰此外袁前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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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运动乐趣与运动愉悦感相等同袁 从而导致概念界

限不清等问题袁难以为有关现象提供合理解释袁因此

未来有必要一步厘清运动乐趣与运动愉悦感尧 运动

兴趣等相关概念的关系遥总之袁关于运动乐趣概念的

相关问题值得研究者们未来给予充分关注和探究袁
从多角度构建运动乐趣的概念袁揭示运动乐趣内涵袁
这也是运动乐趣科学化研究的必要前提遥

运动乐趣的测量工具是量化其研究的重要前

提袁测量工具的客观性尧合理性和有效性直接影响运

动乐趣测量的准确性遥 自 Kendzierski 和 DeCarlo 创

编专门性的 PACES 开始袁诸多学者针对不同的人群

和环境将 PACES 修订成了多个版本袁并逐步得到更

为广泛的认可遥 我国研究者们为运动乐趣的研究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袁纵观 PACES 的相关研究袁未来我

国运动乐趣的测量应着重以下几个方面遥

运动乐趣包含认知尧 生理和行为 3 个层面的内

容袁到目前为止袁对于运动乐趣的测量主要采用量表

进行主观测量袁 且以往对运动乐趣的测量多脱离了

运动状态和情境袁 而人们往往不擅长回忆过去和预

测未来的情绪尧情感 [65]袁所以仅从认知层面对运动乐

趣进行测量存在不稳定性和偏差遥 并且以量表为主

要工具的主观测量仅能反映被试长期的运动乐趣强

度情况袁难以捕捉运动乐趣的短时变化遥运动乐趣是

运动过程中的情绪尧情感体验袁其强度应随运动情境

的不同而不断变化袁 只有对运动乐趣强度的短时变

化进行捕捉才能使运动乐趣研究深入到具体的运动

项目或者运动情境遥 未来可以在实际运动状态和运

动情境中对运动乐趣进行测量袁 并通过皮肤电等生

理反馈和行为观察等方式辅助测量袁 使运动乐趣强

度的测量更多元化遥
另外袁 国外研究已针对哮喘病儿童以及肥胖儿

童进行了检验 [23,66]袁但国内相关研究较少遥由于疾病

或肥胖等特殊原因袁 易使该群体对体育运动的认

知观念方面存在差异袁 所以各 PACES 在特殊人群

中是否有效也需要进一步检验遥 并且国外已针对

运动员群体进行了心理测量学指标的检验袁 而国

内的测量样本多数为学生群体袁 鲜有针对运动员

群体的相关检验遥 运动员的成长环境与普通学生

不同袁并且长期处于运动体系中袁其关于体育运动

的认知观念可能与普通学生存在差异袁 因此未来

有必要检验各量表在不同运动水平群体中的心理

测量学指标遥

运动乐趣的测量研究应当对各 PACES 进行更

大范围地跨性别尧时间尧年龄测量等值性分析遥首先袁
性别是影响测量效果的重要因素袁在一定程度上左右

了变量真实情况袁甚至会产生误差袁所以跨性别等值

性分析是其他跨性别维度实证研究的必要保证 [67]遥
其次袁由于随着时间的变化袁被试对题项表述等方面

的认知可能发生改变袁 进而导致量表题项很难反映

真实情况袁 所以检验量表的跨时间测量等值性是确

保其他跨时间维度相关研究科学性的必要环节遥 最

后袁由于不同学段的认知能力不同袁对于量表的理解

也不同袁 会导致量表对不同学段样本的测量效果存

在差异袁 所以跨年龄测量等值性分析是确保其他跨

年龄相关研究有效性的必要环节遥

合理揭示运动乐趣与其他相关变量的关系袁有
助于掌握运动乐趣的形成和发展规律遥其中袁人口统

计学变量尧运动动机尧运动自我效能感尧运动参与尧运
动承诺等是运动乐趣研究中最受关注的变量遥 运动

乐趣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存在争议袁 未来应当尝

试扩大样本量以及通过调查周期更长的纵向研究来

探明其规律遥 运动乐趣与运动动机的关系一直是运

动乐趣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袁 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

认识袁故而学界应对两者的关系予以细致剖析遥运动

自我效能感与运动乐趣的双向互惠关系已基本达成

共识袁 运动参与和运动承诺是运动乐趣的核心结果

变量袁也是运动乐趣的重要价值体现遥目前关于运动

乐趣相关变量的研究多侧重于两者关系研究袁 对于

运动乐趣作为第三变量的作用效果并不清晰遥 深入

探索运动乐趣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对于运动乐趣的产

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袁 期待未来深度挖掘运动乐

趣与其他变量的关系袁尤其是多变量间关系的研究袁
多角度构建运动乐趣机制模型遥到目前为止袁我国关

于运动乐趣相关变量的研究相对较少袁 而由于国内

外文化尧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袁所以未来在我国

环境中探索相关变量间的关系并构建本土化的运动

乐趣机制模型具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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