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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采用量表对 242 名女性初中生进行测试，考察体育课上学

生自主支持感、行为调节与课外锻炼意向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创设自主支持的体育课堂气氛

具有重要意义，自主支持感可以促进自主性动机(内在动机和认同调节)的发展，从而提高学生课

外体育锻炼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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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elf decision theory, the authors examin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udent’s sense of inde-

pendent support and behavior adjustment and their will for extracurricular exercising. By using a measurement 

form, the authors tested 242 femal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creating a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atmosphere of independent support is provided with a significant meaning; the sense of in-

dependent support can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motives (intrinsic motive and recognition adjustment), 

thus promoting student’s will for extracurricular exerc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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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律的体育活动有助于人体的身心健康，如在

生理方面可以增强心肺功能、预防心血管和高血压等慢

性疾病，在心理方面有利于缓解压力、保持心情舒畅，

增进心理健康。尽管体育活动的健康效益已得到广泛的

认可，但有研究表明，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的水平很低，

且随着年龄增长，体育活动的参与在下降[1-2]。动机驱

动是人类行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青少年体育锻炼行

为也符合这样的一般规律，各种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

共同决定了行为的启动、执行和延续。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是由

美国心理学家 Deci Edward L 和 Ryan Richard M 等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一种关于人类自我决定行为的

动机过程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具有 3 种与生俱来

的心理需要：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归属需要。满足

这些需要的人际情境可以增加一个人对活动的乐趣并

促进自主性的行为调节。SDT 将从事某一项任务的动

机分为 3 种不同的状态——无动机、外在动机和内在

动机[3]。外在动机又进一步被分为 4 种调节类型：外在

调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与整合调节。无动机、外

在动机和内在动机这 3 种动机状态有规则的位于自我

决定的连续体上，其在连续体上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

受参与动机的内化程度支配[4]。当一个人的动机状态向



 
第 2 期 孙开宏等：体育课上自主支持感、行为调节与课外锻炼意向之间的关系 65  

 

+ 

内在动机发展时，将导致行为参与、坚持性或努力程

度增加，且态度更积极[5-6]。 

根据 SDT，自主支持感是影响调节发展的一个重

要构念。自主支持环境强调尽量减少控制、理解其他

人的观点并提供选择，有利于引导和促进决策过程。

自主支持的环境促进内在动机和认同调节的发展；相

反，社会强迫的环境消弱自主性调节的发展，并可能

促进控制性的内摄或外在调节[7-8]。Reeve[5]对在教育情

境中运用 SDT 解释动机过程的研究进行了综述，结论

认为，具有自主性动机的学生在教育环境中能茁壮成

长，当教师提供自主支持时，学生能从中受益。他强

调，研究学生的自主支持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

自我决定理论研究缺乏的体育教学情境中。体育课上，

体育教师提供行为和任务的选择、鼓励自主，有利于

减少对行为控制压力和提高动机[9]。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意向是行为最强烈的预测因子。Hagger 等[10]指

出，意向的形成取决于一个人对行为总的情感和认知

定向(态度)、重要他人施加的参加目标行为的压力知

觉(主观规范)和行为能力的评价(知觉行为控制)。且自

主形式的行为调节有利于增强个体的行为意向。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自主支持感、行为调节与课

外体育锻炼意向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

我们假设，自主支持感可以正向预测内在动机和认同

调节，负向预测内摄调节、外部调节和无动机；行为

意向可被内部动机和认同调节正向预测，且被外在调

节和无动机负向预测，但不能被内摄调节预测。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被试对象 

从 4 所不同的普通中学每个年级（初一至初三）

随机挑选一个班级的女生进行调查，最后得到的有效

样本为 242 名，年龄介于 12~16 岁之间，平均年龄 14.9

岁。 

1.2  测量工具 

1)《体育课中的自主支持感》量表：选用《体育

运动气氛问卷》(sport climate questionnaire，SCQ)的修

改版[10-11]，并对 SCQ 的措辞略加修改以适应体育教学

的情境，包含 6 个项目，例如“我觉得我能被我的体

育教师所理解”和“我的体育老师对我的能力(上好体

育课)有信心”。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范围从 1(强烈反

对)到 7(非常赞同)。 

2)《行为调节》量表：选用 Goudas 等[12]编制的《因

果关系知觉轨迹量表》(perceived locus of causality  

 

scale，PLOC)。共有 17 个项目，其中用于测量外在调

节和内摄调节的项目各 4 个，用于测量认同调节、内

在动机和无动机的项目各 3 个。每个项目都由“我参

加体育课是因为……”开始。例如“因为体育课是有

趣的”(内在动机)，“因为我想学习体育运动技能”(认

同调节)，“因为如果我不参加，我会感到愧疚”(内摄

调节)，“因为如果我没有参加，我会受到处罚”(外在

调节)和“但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应该上体育课”(无

动机)。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范围从 1(强烈反对)到 7(非

常赞同)。 

3)《锻炼意向》量表：选用 Hagger 等[10]开发的 3

个题项来测量学生课外闲暇时间体育锻炼的意向。要

求学生回答 3 个问题，2 个题项采用 7 点量表评分。

如“在未来 2 个星期，我打算(只是有锻炼的想法或意

识，但还没有任何准备行为)在闲暇时间进行每周 3 d，

每天至少 30 min 积极的运动和(或)较剧烈的身体活

动。”“在未来 2 个星期，我计划(不仅有想法，已经开

始准备)在闲暇时间进行每周 3 d，每天至少 30 min 积

极的运动和(或)较剧烈的身体活动”，前者选择 1(绝对

不可能)到 7(绝对有可能)，后者选择 1(绝对不会)到 7(肯

定会)。1 个题项采用连续性开放式量表评分，如“在

未来 2 个星期，我打算在闲暇时间进行每周    d，每

天至少 30 min 积极的运动和(或)较剧烈的身体活动。” 

1.3  施测与数据统计 

在指导语指导下，采用集体方式进行测试。施测

时间为 2009 年 5~6 月。研究结果运用 SPSS 17.0 和

Amos 7.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的相关性 

表 1 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信度系数

及相关系数。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学生的自主支持

感、内在动机和认同调节平均得分高，内摄调节、外

在调节和无动机平均得分低，课外体育锻炼意向中等，

且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效

度(α取值为 0.74～0.89)。 

相关系数矩阵表明，学生的自主支持感与内在动

机和认同调节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54、

0.55，而与外在调节和无动机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

数分别为-0.46、-0.48；内在动机和认同调节与意向

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63、0.60，而外在

调节和无动机与意向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5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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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信度系数及相关矩阵 

变量 α M SD 1 2 3 4 5 6 7 
1.自主支持感 0.89 5.29 1.17 1       
2.内在动机 077 5.63 1.21 0.541) 1      
3.认同调节 085 5.83 1.20 0.551) 0.781)      
4.内摄调节 0.74 3.96 1.44 0.11 0.171)  0.201) 1    
5.外在调节 0.86 2.41 1.30 -0.461) -0.541) -0.551)  0.231) 1   
6.无动机 0.85 1.96 1.30 -0.481) -0.611) -0.631) 0.09 0.761)   
7.意向 0.88 4.50 1.31 0.441) 0.631)  0.601) 0.04 -0.581) -0.601) 1 

1)P<0.01 

 

2.2  结构方程验证模型(SEM) 

为了更好探讨自主支持感、行为调节与锻炼意向

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了结构方程对数据进行了拟合，

具体拟合数据见表 2 和图 1。 

 

表 2  验证模型拟合指数 

CMIN DF CMIN/DF TLI NFI CFI IFI RMSEA
847.00 289 2.93 0.84 0.80 0.86 0.86 0.079 

 

 
图 1  验证模型 

 
图 1 中，s1、s2、s3、s4、s5、s6 是自主支持的观察

变量。v4、v9、v14 是内在动机的观察变量；v3、v8、v13

是认同调节的观察变量；v2、v7、v12、v17 是内摄调节的

观察变量；v1、v6、v11、v16 是外在调节的观察变量；v15、

v10、v5 是无动机的观察变量。b1、b2、b3 是锻炼意向的

观察变量。e1～e31 是残差项。 

根据统计方法和以往对结构方程研究的成果，本

文从多个指标来判别模型拟合的优劣。CMIN 即卡方

值，是检验模型拟合效果的一个绝对拟合指数，也是

计算其他拟合指数的基础指标。卡方值与自由度的比

值(CMIN/DF)消除了自由度的影响，但没有消除样本容

量的影响，一般认为 CMIN/DF 越接近于 1 越好，小于

5 都是可以接受的。 

RMSEA 即近似方差均方根，也是一种绝对拟合指

数。通常认为，RMSEA 值低于 0.1 表示模型拟合效果

可以接受，低于 0.08 表示模型拟合较好，低于 0.01

表示模型拟合非常出色。尽管该指数仍受样本容量的

影响，但它对错误模型比较敏感，且惩罚了复杂模型，

被视为较理想的绝对拟合指数。 

TLI(tucker-lewis index ， 即 NNFI-nonnormal fit 



 
第 2 期 孙开宏等：体育课上自主支持感、行为调节与课外锻炼意向之间的关系 67  

 

index)非规范拟合指数、NFI(normed Fit Index)规范拟合

指 数 、 CFI(comparative fit index) 相 对 拟 合 指 数 和

IFI(incremental fit index)增量拟合指数，取值范围都是

[0，1]，其值越大表示模型拟合效果越好，一般认为

大于 0.9 表示模型拟合较好，大于 0.8 表示模型可以接

受。 

由表 2 可知，本研究中 CMIN/DF 为 2.93，TLI、

NFI、CFI、IFI 均大于 0.8，并且 RMSEA 小于 0.08，

所有拟合指数都在合理范围内，表明本研究所设定模

型较好地拟合了调查数据，可依据图 1 中的模型来对

自主支持感、行为调节与锻炼意向之间的关系进行解

释。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自主支持感对内在动机和认

同调节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路径系数分别为 0.77、0.73，

P<0.01)；而对外在调节和无动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路

径系数分别为-0.63、-0.68，P<0.01)；同时，内在动

机和认同调节能正向预测意向(路径系数分别为 0.27、

0.24，P<0.05)；外在调节和无动机能负向预测意向(路

径系数分别为-0.25、-0.20，P<0.05)；而内摄调节与

意向之间没有相关性(见图 1)。 

 

3  讨论 
本研究目的是验证假设模型在体育教学情境中的

适用性，考察学生感知到的来自体育教师的自主支持、

各种不同类型的行为调节与学生课外锻炼意向之间的

关系。本研究结果表明，假设模型得到了调查数据的

有效支持。 

路径显示，在体育教学情境中，学生知觉到的来

自体育教师的自主支持可正向预测内在动机和认同调

节。这与以往 Hagger 等[10]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表明

满足学生先天的心理需要——自主性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因为它能够促发更多的适应性行为。实际上，

在体育教学中，许多活动都有锻炼价值，但不是所有

的学生都对它们感兴趣，这就给体育教师提出了严峻

挑战，即如何激发学生对枯燥任务的动机？因此，在

体育课上，体育教师应该采用适宜动机策略，如提供

学生选择的权利和决策的机会等，从而促使学生在体

育教学中采取更多自我决定的行为。此外，给学生一

个明确的活动理由，也能使他们的行为向认同调节转

变。 

SEM 分析还显示，自主支持感与外部调节和无动

机存在负向路径联系。这再次说明，自主支持感对自

我决定的行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体育教学中，

许多学生从事体育活动是因为教师要求她们这样做

的，即她们的行为大多都是外在调节的。因此，教师

有责任采取适宜的动机策略，来增强学生体育学习的

内在动机。Deci 和 Ryan[13-14]建议，要促进自主性调节，

体育教师应为学生提供所需的技能或策略信息，然后

让学生选择她们希望的方式来执行任务。此外，建立

同伴学习小组，让学生在体育课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如

示范、表演或裁判)也有利于自主性调节的发展。 

该模型还验证了各种行为调节和学生课外体育锻

炼意向之间的关系，与 Vallerand[15]的模型一致，内在

动机和认同调节可以正向预测学生课外体育锻炼意向

(P<0.01)。Ntoumanis[16]和 Hagger 等[17]也报道了类似的研

究结果。结果表明，体育教学对促进学生形成积极的

体育生活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当学生表现出更多的自

主性的行为调节时，他们更有可能形成能更好地预测

行为的自主意向[11，18]。相反，在体育教学中，当学生

知觉到较少的自主性时，即被迫参加体育课(外在调节)

或认为体育课是浪费时间的(无动机)，他们更有可能

采取不太可能转化为实际行为的控制意向[19-20]。 

    从实际的角度来看，由于自主意向比控制意向能

预测更多的行为方差，因此，要激发学生坚持锻炼的

动机，应当通过提供体育锻炼重要性的理由，促进认

同调节来发展的学生自主意向。Deci 和 Ryan[13-14]强调

指出，当提供给学生一个有意义的活动理由时，应该

对学生的担心表示同情或承认冲突，让学生感到被理

解和接受。此外，体育教师在表达同情或承认冲突时

不能使用控制式的语气，例如“你必须……；你不得

不……”相反，教师应用类似“您可以……；您可以

尝试……”等表达来表现(反映)选择和支持。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创设自主支持的体育课

堂气氛具有重要意义。自主支持感的增加会引起更多

的自主性的行为调节，从而形成自主性意向，有利于

促进学生参与并坚持课外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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