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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体育运动与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关系。主要结论：1）不同性别和城乡学生体育参与

度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因子划分维度不尽相同。2）不同类别大学生体育参与度对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均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与某些因子的影响力度呈显著性相关，男生的“独立生活能力”是最重要的预测变量，有显著

性差异(P<0.01)，其次是“人际交往能力”、“学习能力”等；女生的“学习能力”是最重要的预测变量，有显著

性差异(P<0.01)，其次是农村女生的“行为约束能力”、“独立生活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城市女生的“人际

交往能力”、“行为约束能力”、“社会实践能力”。3）男女生和城乡学生在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相关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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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XIAO Li-qi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daptation abil-

ity, and drew the following main conclusions: 1) there is a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of factors in the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in relation to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of physical exercise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of students as well a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tudents; 2)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of physical exercise by different types of college 

students affected all factors in the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to different extents, and show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level of influence of some factors; for male students, the “independent living abi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ediction variable, which show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followed by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bil-

ity” and the “learning ability”; for female students, the “learning abi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edication variable, 

which show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followed by the “behavior constraining ability”, the “independent 

living ability” and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bility” for rural female students, and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bility”, the “behavior constraining ability” and the “social practice ability” for urban female students; 3) the corre-

l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in the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is insignificant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as well a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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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适应”是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

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规定的学习领域之一，也是我们过去

忽视的领域。由于多年应试教育的影响，目前大学生的社会

适应能力较差。社会适应能力所包涵的内容广泛，目前学者

尚无统一定论。笔者根据已有的研究和查阅大量的文献资

料，将社会适应能力归为 8个维度：独立生活能力、学习能

力、人际交往能力、承受挫折能力、社会实践能力、行为约

束能力、合作能力、心理承受能力。 

本文就体育运动与社会适应能力之间的关系，探讨体育

运动影响社会适应能力的因子构成、各因子的贡献程度和影

响力度、不同类别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之间的关系。 

 



 
80 体育学刊 第 14 卷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课题于 2006 年 4 月至 7 月分层抽取中国计量学院、

浙江教育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温州大学、舟山海洋学

院等 14 所高校 2 000 名普通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

问卷 1 910 份，有效问卷 1 889 份，有效率 98.9%，其中男

943 人，女 946 人；城市 766 人，农村 1 123 人。 

问卷经过 12 位专家检验一致认为有效，通过再测法检

验可靠性系数为 0.80。问卷主要包括学生的基本情况、有关

体育与社会适应能力各维度的 38 个原始变量，由学生按指

标的重要性进行 5级量表打分，指标“完全同意”打 5分，

“同意”打 4分，“不肯定”打 3分，“不同意”打 2分，“完

全不同意”打 1分。依据不同学生的评价计分结果，对社会

适应能力各指标采用 SPSS12 进行 R型因子分析，简化因变

量的个数，得出不通类别学生的因子合成结果，并计算各样

本的相应因子得分。再将合成因子得分与体育运动的参与度

进行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因子构成 

取因子载荷量大于 0.5 水平以上的进行归类，特征值大

于 1的主因子，累计贡献率分别为城市男生 69.872%、农村

男生 66.585%、城市女生 71.763%、农村女生 65.886%，基

本上可以反映总体的信息量。从相关系数矩阵显示，影响社

会适应能力发展因素的测量指标两两相关系数大小不一，参

差不齐，各测量指标独立性较差，KMO测度值分别为 0.876、

0.926、0.886、0.925，KMO值越接近 1，在数理统计上越适

宜采用因子分析。因子合成结果为城市男生由独立生活能

力、学习能力、承受挫折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行为约束能

力、社会实践能力、合作能力 7个因子构成（贡献率分别为

14.129%、11.862%、11.163%、9.031%、8.511%、7.845%、

7.331%）；农村男生由独立生活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学习

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合作能力、行为约束能力 6个因子构

成（贡献率分别为 18.291%、13.030%、11.379%、9.568%、

7.457%、6.860%）。从数据统计结果来看，无论是城市还是

农村男生均认为体育运动影响社会适应能力的第一主因子

是“独立生活能力”。城市女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由学习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承受挫折能力、行为约束能力、社会实践能

力、独立生活能力、心理承受能力 7个因子构成（贡献率分

别为 18.277%、12.357%、11.335%、8.996%、7.430%、7.233%、

6.134%）；农村女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由学习能力、行为约束

能力、独立生活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合作能力、人际交往

能力、心理承受能力 7个因子构成（贡献率分别为 11.665%、

11.066%、10.770%、10.186%、10.145%、6.587%、5.465%）。

男女生和城乡学生在反映体育运动对社会适应能力影响方

面的因子有差异。从女生的调查来看，无论城或乡第一主因

子均是“学习能力”，而不约而同的第 7主因子均是“心理

承受能力”。 以前普遍认为体育运动在促进社会适应能力的

作用方面以“合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少数几个指标

为主，但从本文调查来看，无论城或乡、男或女在各指标的

认同程度上都有一定的变化，男生把“独立生活能力”、女

生把“学习能力”放在第 1位，而“人际交往能力”在农村

女生中位居第 6，“合作能力”则被不同类别学生均放在靠

后位置，在城市女生中甚至没有体现。其它项指标，不同性

别、城乡的学生有不同的认识。 

2.2  体育参与度与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的回归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对各个因子得分与体育运动的参与

度作回归分析。采用分层回归方法对大学生是否经常参与体

育活动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各因子作回归预测。从统计结果

看，男生的“独立生活能力”是最重要的预测变量，差异有

非常显著性（P< 0.01），其次是“人际交往能力”、“学习能

力”(见表 1)。 

 

表 1  男生体育参与度与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的回归系数 

 城市男生 农村男生 

因子 决定 
系数 F值 标准化

系统 t值 P值 因子 决定
系数 F值 标准化

系统 t值 P值 

独立生活能力
学习能力 
承受挫折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 
行为约束能力 
社会实践能力 
合作能力 

0.611 
0.571 
0.698 
0.513 
0.613 
0.768 
0.659 

0.099 
0.067 
0.143 
0.073 
0.078 
0.286 
0.062 

 0.035 
 0.621 
-0.367 
 0.591 
 0.271 
-0.260 
 0.242 

6.178 
 8.505
 4.887
 6.989
 7.838
 2.682
10.591

0.009 
0.014 
0.129 
0.020 
0.016 
0.227 
0.060 

独立生活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 
学习能力 
社会实践能力 
合作能力 
行为约束能力 
 

0.631
0.622
0.617
0.602
0.553
0.465

0.085 
0.072 
0.085 
0.102 
0.097 
0.040 

-0.238 
-0.379 
-0.085 
0.659 
0.344 
0.487 

7.388 
8.669 
7.287 
5.896 
5.708 
11.537 

0.005 
0.005 
0.005 
0.028 
0.110 
0.055 

    女生的“学习能力”是最重要的预测变量，差异有非常

显著性（P<0.01），其次是农村女生的“行为约束能力”、“独

立生活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城市女生的“人际交往能

力”、“行为约束能力”、“社会实践能力”(见表 2)。这一结

果基本支持了体育运动对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影响的因子

分析。这说明了，一方面体育活动对社会适应能力的一些因

子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显示了不同性别和城

乡学生在预测体育活动对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重要程度上

的差异性，从而高校及相关部门或体育教师应有意识地在体

育活动中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生某些因子能力的培养，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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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整体社会适应能力。

 

表 2  女生体育参与度与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的回归系数 

 城市女生 农村女生 

因子 
决定 
系数 

F值 
标准化

系统 
t值 P值 因子 

决定
系数

F值 
标准化
系统 

t值 P值 

学习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 

承受挫折能力 

行为约束能力 

社会实践能力 

独立生活能力 

心理承受能力 

0.651 

0.567 

0.631 

0.517 

0.520 

0.570 

0.600 

0.040 

0.082 

0.159 

0.076 

0.085 

0.243 

0.170 

0.298 

0.694 

0.160 

0.602 

0.419 

0.168 

0.024 

16.151

6.949 

3.966 

6.781 

6.111 

2.350 

3.536 

0.000 

0.020 

0.157 

0.021 

0.026 

0.256 

0.175 

学习能力 

行为约束能力 

独立生活能力 

社会实践能力 

合作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 

心理承受能力 

0.663

0.614

0.653

0.663

0.669

0.704

0.550

0.063 

0.059 

0.044 

0.056 

0.188 

0.054 

0.201 

-0.126 

0.448 

0.188 

-0.180 

-0.026 

 0.067 

 0.281 

10.493 

10.425 

14.670 

11.869 

3.557 

12.930 

2.739 

0.002 

0.009 

0.005 

0.054 

0.174 

0.049 

0.223 

 

2.3  不同类别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从统计来看，男女生和城乡学生在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

之间相关不显著，仅城乡男女生在“学习能力”上差异呈较

显著性，农村男女生在“独立生活能力”上差异呈显著性；

城乡男生在“独立生活能力”上呈显著性差异，其余项差异

均无显著性（见表 3、4）。这说明在体育活动过程中，不同

学生对社会适应能力各指标的关系并无明显差异，从而也体

现出学生在某些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上呈现出等同性的特

点。 

 

表 3  男女生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的相关情况 

对象 独立生活能力 学习能力 承受挫折能力(城市) 合作能力(农村) 人际交往能力 行为约束能力 社会实践能力

城市男女 0.971 0.998 0.860  0.840 0.639 0.767 

P值 0.153 0.002 0.341  0.160 0.558 0.444 

农村男女 0.988 0.988  0.930 0.997 0.812 0.817 

P值 0.012 0.002  0.240 0.051 0.397 0.391 

 

表 4  城乡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的相关情况 

对象 独立生活能力 学习能力 合作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 行为约束能力 社会实践能力 心理承受能力

城乡男生 

P值 

0.950 

0.013 

0.881 

0.119 

0.994 

0.068 

0.865 

0.135 

0.639 

0.558 

0.767 

0.444 

 

城乡女生 

P值 

0.922 

0.254 

0.814 

0.094 

 0.841 

0.363 

0.914 

0.086 

0.931 

0.238 

0.966 

0.166 

 

3  讨论 

3.1  不同类别大学生体育参与度影响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

的构成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体育运动是影响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面，不同类别学生各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均接近

70%，但男女生和城乡学生在体育运动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因

子划分维度和因子贡献程度方面有差异，在城乡相同性别上

呈现出略微的相同性，说明传统文化和社会评价，男女性别

定位，男女生在体型、性格、运动能力上的区别，社会环境、

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的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异，人们的主观

认识、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均表现出差异性，从而呈现出不

同类别学生尤其是男女生体育参与度与社会适应能力部分

变量相关的差异性和因子构成的差异性。女生把社会适应能

力合成为 7个因子，第 7因子都归为“心理承受能力”，说

明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环境下，男女生入学、就业的不平

衡，许多单位不招收女生，考研究生时还要划分男女性别比

例，从而使得女生的就业机会和入学比例明显减少，导致女

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断加大。通过体育活动可以缓解压力、

减少焦虑、克服抑郁。 

在因子重要性的排序上体现了学生对社会适应能力的

新的认识，不同类别学生对因子的贡献有不同的体现。男生

把“独立生活能力”排在了第 1位，女生把“学习能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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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第 1位，说明了当前社会适应能力的范畴已不局限于仅

是如人际交往能力、合作能力等等的狭义范围，而应从更广

泛的涵义去考虑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在体育运动和教学中需

要根据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和目标需求，按照性别、地域对

各因子划分程度的差异，各需所求、取长补短，以达到理想

的效果。 

3.2  不同类别大学生体育参与度与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的

回归分析 

从表 1看出，城乡男生均认为“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

在体育参与度中是较重要的预测变量。从中学升入大学，学

习环境、生活方式的变换，师友同学关系的更新、教学内容

与方法的改变，对大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由于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和独生子女现象，父母亲对孩

子的衣食住行一手包办，尤其是男生在洗衣做饭、自我管理

等方面相对欠缺，到了大学后更需要加强独立生活能力的培

养，而体育活动正是可以培养良好的独立生活能力的有效方

式，因此男生普遍认为体育运动对培养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

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次是城市男生认为“学习能力”

和“承受挫折能力”，农村男生认为“人际交往能力”和“学

习能力”，城乡男生均把“学习能力”排在了比较首要的位

置。从表 6看出，女生认为“学习能力”是最重要的预测变

量，说明体育和智育有着紧密联系，体育运动对改善大脑的

血液循环，促进大脑神经细胞的兴奋性等具有重要作用。合

理的安排体育活动，能促进大脑的积极休息，使人体保持头

脑清醒、精力充沛，有助于集中注意力，提高感知觉水平，

改进记忆力，发展思维和想象力，从而提高学习效能。 

不同类别的学生在其它因子的预测上排序有所不同。体

育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它总是与人群发生着

交往和联系，要承担各种角色，如组织者，策划者、练习者、

帮助者，随着活动内容和环境的转移，所扮演的角色随之改

变，要扮演好的角色，就必须正确的认识自己、确定自己的

位置、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加强角色责任、权利、义务的

规范和训练，因此体育活动对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有着重

要的作用。体育活动还要遵守游戏规则，无论是谁，只要参

加活动，就要受该项活动规则的约束和限制，要尊重裁判的

判罚，要与队友合作，体育活动是一项身体实践活动，它不

仅是力量、智慧、胆略、技术的较量，而且还是意志的磨练、

毅力的培养，它体现了战胜他人、战胜自我的一种无畏精神，

因此在“承受挫折能力”、“行为约束能力”、“社会实践能力”、

“合作能力”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预测，从而在实际工作

中可以根据预测变量的重要程度按不同类别学生不同要求

进行因材施教。  

3.3  不同类别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之间相关不显著 

从表 3、4 看出，男女生和城乡学生在社会适应能力各

因子之间相关不显著，说明不同类别学生在判断社会适应能

力各指标内部之间的关系时并无明显的差异性。一方面说明

了指标内部之间相关不显著，另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知识、

客观事物的认同和理解以及人们的价值取向、目标追求体现

出了共性的一面。 

 

4  结论 

（1）体育运动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勿庸置疑，不同

类别学生各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基本接近 70%，城市女生甚

至超过 70%。 

（2）男女生和城乡学生在体育运动对大学生社会适应

能力的因子划分维度上有区别、各因子的贡献率也不同。在

因子重要性的排序上体现了大学生对社会适应能力的新的

认识，男生把“独立生活能力”、女生把“学习能力”排在

第一位。 

（3）体育运动与社会适应能力的某些因子呈显著性相

关，与城市男生的 “独立生活能力”，与农村男生的“人际

交往能力”、“学习能力”，与城市女生的“学习能力”，与农

村女生的“学习能力”、“行为约束能力”“独立生活能力”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 

（4）男女生和城乡学生在社会适应能力各因子之间相

关不显著。建议相关部门在利用体育运动促进社会适应能力

的发展过程中，根据大学生对社会适应能力的认识和因子的

归类、载荷程度、男女生的区别和城乡的差异有所侧重、区

别对待。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使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通过

体育运动得到切实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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