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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冬令营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过程模型构建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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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以南方青少年群体为调研对象，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性

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等程序对核心范畴进行提炼，并依据故事线构建冰雪冬令营提升青少年主观幸

福感的过程性模型。研究认为：冰雪冬令营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参与前的

积极心境和适中预期是有效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基础要素；参与中的人际互动、身心愉悦、

归属感、成就感和新奇感等沉浸式体验是有效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核心要素；参与后的依恋

回忆是青少年参与冰雪冬令营的一种幸福“回味”，从而最终彰显青少年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该结

论不仅丰富现有冰雪运动和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还进一步诠释冰雪冬令营对青少年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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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cess model of ice and snow winter camp to  
improve teenag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 exploratory analyses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ZHAO Delong1，ZHOU Lijun2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3，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College of Education，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Abstract: Relying on the grounded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the southern youth groups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and 

refines the core categories through open coding, spindle coding, selective coding and other procedures, and then 

constructs a process model of ice and snow winter camp to improve the teenag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according 

to the story lin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ce and snow winter camp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eenag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positive mood and moderate expectation before participation are the basic element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adolesc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mmersive experiences such a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physical and mental pleasure, sense of belonging,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novelty are the core element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eenag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attachment memory after participation would be a happy 

"aftertaste" for teenagers participating in ice and snow winter camp, so as to finally highlight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for teenagers. This conclusion of the present study enriches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ce and 

snow spor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further explain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ice and snow 

winter camp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ee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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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

合印发的《关于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

冰雪运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青少年冰雪运

动，鼓励开展以冰雪运动为主题的冬令营活动，建立

和健全青少年冰雪系列赛事，为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

提供更好的培训和平台[1]。同年 6 月，教育部、国家体

育总局、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加快推进全国青少年冰雪运动进校园的指导意见》，

其中提到要大力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项目，在重点地

区遴选一批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和冬令营基地，加强冬

奥会的冰雪户外教育，着力完善青少年冰雪运动制度

保障体系，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少年冰雪运动

教育体系[2]。2021 年 2 月，由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

改委、文化和旅游部等三部门印发实施的《冰雪旅游

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进一步强调要促进冰

雪旅游与教育的融合，特别是要积极鼓励南方地区大

中小学与冰雪场馆或冰雪运动俱乐部建立合作，大力

推动冰雪研学旅游和冬令营的发展[3]。由此可见，冰雪

冬令营将会成为“三亿人上冰场”的主战场之一，其

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展有效释放青少年“爱玩”的天性。

目前学界对于冰雪运动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均是从既有命题出发进行自上而下的演绎论证，解决

的是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作用和影响问题，而

对于冰雪冬令营如何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概念问

题始终未能给出明确并具有实际意义的答案[4-6]。鉴于

此，本研究以南方青少年群体为研究对象，利用扎根

理论研究方法对冰雪冬令营提升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模

型和过程变化进行理论构建和深入分析，旨在为我国

冰雪运动的进一步推广和普及提供理论指导。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定性研究中比较科学有效的一种研究

方法，最早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社会学者格拉斯

(Gals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于 1967 年提出，是指运用

系统化程序针对某一现象进行资料搜集与分析，并在

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暂时验证过的理论[7]。相比其他质性

研究方法，扎根理论的优势是比较适合在微观层面对

已经发生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入描述、分析和归纳，通

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对现象“本质”

得到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性理解。即扎根理论更强调

根植于真实资料之中的理论构建，尤其适用于面向较

新领域的探索性研究。目前，在冰雪运动领域尚缺乏

较为系统的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形成的理论框架，也较

少从冰雪运动实践角度出发来构建具体的青少年主观

幸福感提升路径。因此，本研究选择扎根理论方法，

在调研资料的基础上严格按照规范步骤构建冰雪冬令

营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模型具有较高的科学

性与创新性，有助于获取更为丰富且真实的结论。 

1.2  调查对象及样本量 

一般而言，南方地区的青少年群体对冰雪冬令营

“好玩”的主观幸福感知会更加明显。因此，本课题

组以 2023 年 1 月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万松岭滑雪场

所举办的 1 场营期为 5 天 4 晚的冰雪冬令营营员为访

谈对象，主要基于以下 2 个原因：一方面是万松岭滑

雪场远离市区，位于海拔 1 200 多米的大明山上，参

与者会有更强的沉浸感和具身体验；另一方面是课题

组成员参与该滑雪场的管理和教练工作，能给予调研

极大的便利。此外，关于扎根理论的样本量要求，当

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还没有统一标准，其数量范围

主要取决于理论信息是否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考验的

是研究者的经验判断[8]。基于此，本研究确定 15 个访

谈样本，其中包括 3 个用于后续理论饱和度检验的备

用样本。受访人员均来自浙江、上海和江苏等南方地

区，其中男生 9 人、女生 6 人，年龄均在 7~12 岁之间。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对调查对象进行深度访谈。

由于访谈提纲对本课题的研究设计特别是理论建构非

常重要，故课题组前期进行预调查并根据研究需要对

访谈提纲进行修改完善，最终确定的访谈内容主要包

括青少年个体的基本特征、对冰雪运动项目的认知情

况和参与冰雪冬令营的具体感受等。在访谈中，在征

得被访对象同意后进行全程录像，以便观察受访营员

的表情、动作和语言习惯等细节问题。 

 

2  冰雪冬令营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探

索结果 
2.1  开放性编码：提取概念和范畴 

开放性编码包括标签化、概念化和范畴化 3 个基

本过程，要求调查者必须秉承包容开放的良好心态，

在调研过程中不受任何理论定式和主观偏见的影响，

利用信息最大化原则尽可能将收集到的原始资料按其

初始性质进行归类编码[9]。访谈小组在白天全程观察营

员表现的基础上，利用晚上时间对调研样本进行群体

分组访谈，以“冰雪冬令营和主观幸福感”为核心问

题了解其参与冰雪冬令营的情绪感知，并在文本中标

注受访编号等信息，以便检索和核对。考虑到青少年

的注意力等问题，每组青少年样本的访谈时间控制在

30 分钟左右(23~35 分钟)。最终，包括后期理论饱和

度检验在内，共计收集到 1 万余字的访谈文本记录资

料。然后，将文本资料导入编码分析软件 Nvivo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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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按照开放性编码的要求对原始访谈文本资料进

行归类整理，提炼出 300 多条与冰雪冬令营提升青少

年主观幸福感相关的原始语句。其次，通过对近百个

初始概念不断编码进行理论归属和重新组合，抽象发

展出 24 个代表性初始范畴(详见表 1)。 

 
表 1  开放性编码 

原始语句 概念化 初步范畴提取 

爸妈都要上班，假期没人来照看我 假期、无人照顾、口碑传播  

冰雪冬令营让我有一个地方能长期待 同学推荐、有人陪同 入营原因 

以前同学来参加过这个冰雪冬令营   

大家对这个这个冰雪冬令营评价很好   

刚接触冰雪项目时既兴奋又害怕 刺激、初次体验、队名很酷  

冰陀螺、冰捶丸和冰滑梯等都没玩过                项目有趣 新奇体验 

我们的队名叫雪上飞队，很酷   

其他还有雪豹队和冰棍儿队等也很有趣   

冰雪冬令营有很多小朋友一起玩 朋友、一起玩耍、志同道合  

营地里的小朋友以前都不认识 深厚友谊、最好朋友、认识 结交朋友 

一起完成冰雪任务结下了深厚友谊   

那个人成为了我这里最好的朋友   

老师讲了很多冰雪项目和注意事项 技能讲解、注意事项、难度  

冰上接龙和冰上保龄球很好玩 技能薄弱 冰雪技能 

冰上陀螺和雪地推车有点难度   

作为南方人冰雪技能基础薄弱   

入营第一天就举行了开营仪式 开营仪式、忘记时间、充实  

在冰雪营地都玩的忘记了时间 忘记游戏 生活充实 

冰雪冬令营比电子游戏好玩多了   

在冰雪营地比在家里过的充实   

我经常能受到冰球教练的表扬 表扬、团队合作、帮助队友  

感觉我玩这些冰雪项目有天赋 进步、天赋 成就享受 

合作完成冰雪任务的感觉很棒   

我会主动帮助队友掌握冰雪技能   

感觉进入了一个冰雪童话世界 身临其境、白雪皑皑、开心  

作为南方人玩雪是梦寐以求的事 身体强壮、梦寐以求 身心健康 

虽然冷，但喜欢这种白茫茫的感觉   

参加冰雪冬令营使我的身体更强壮了   

…… …… …… 

总计：312 条原始语句 96 个初级概念 24 个初步范畴 

 

2.2  主轴编码：选取主范畴 

主轴编码也称轴心式编码，是指通过聚类对一个

类属进行深度分析，并围绕这个类属寻找相关关系，

其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范畴之间的潜在逻辑联系，

发展主范畴[10]。考虑到本研究初始范畴的意义比较广

泛，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联性相对模糊。因此，在对

研究情境和调查对象进行有效理解和反复比较的基础

上，深入分析和对比不同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结和逻辑

关系，按照不同范畴之间的属性关系对冰雪冬令营提

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 24 个初始范畴进行有效分类

和加以综合分析，最终形成 5 个系统概括的主范畴，

分别为人际互动、身心愉悦、新奇感、成就感和充实感。

与此同时，本研究在轴心编码中采用“因果条件→现象

→脉络→结果”的典范模型步骤将 5 个相对分散的主轴

编码范畴进行条理化与关联化处理(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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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主范畴的典范模型 

模型 因果条件 现象 脉络 结果 

人际互动 

典范模型 

志趣相投 

彼此关系单纯 

艰苦场域互帮互助 

互动频率高 

关系程度高 

同伴冲突低 

人际互动是在寒冷的冰雪环境中，

无实质利益冲突的参与者一起活

动，并在此期间相互关心和帮助 

小伙伴们之间形成

深厚友情 

身心愉悦 

典范模型 

科学合理运动量 

新奇刺激冰雪游玩 

沉浸式体验 

身体素质好 

心理承受力强 

消极情绪少 

身心愉悦是指青少年通过参与冰雪

冬令营身体素质得到了有效提高，

并且承受力增强、抱怨频率降低和

精神状况变得良好 

身体得到锻炼心灵

得到愉悦 

新奇感 

典范模型 

活动内容有趣 

来自不同地区 

南方少见冰雪 

响应度高     

陌生度高 

稀缺性高 

新奇感是指冰雪项目对大多南方青

少年来说还是比较少见，且在活动

之初大家都不认识，诸多没接触过

的冰雪项目等着去挑战 

激发青少年不断探

索欲望 

成就感 

典范模型 

冰雪技能提升 

获得难度任务 

赢得教练称赞 

运动水平高 

任务数量多 

认可度高 

成就感是指掌握的冰雪项目越来越

多，且冰雪技能得到增进，教练布

置的任务都能顺利完成 

获得大家认可逐渐

变多 

充实感 

典范模型 

感觉忙碌 

日程很满 

活动充实 

无聊感低 

活动频率高 

共同语言多 

充实感是指在参与冰雪冬令营后，

无聊时间变少，与同龄小伙伴有很

多事要做 

假期生活变得充实

 

主范畴一：人际互动。社会交往理论认为，人是

一种与生俱来就需要与他人保持交往的群居动物，除

非个体的人际交流满足这种固有需求，否则就会产生

寂寞感，这是造成个体主观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之一[11]。

冰雪冬令营的营员大多是一直被“圈养”在校园里的

青少年，参与社会举办的户外研学活动成为他们接触

社会和认识朋友的一个全新途径。整个冰雪冬令营营

期较长，外部环境较恶劣且项目内容具有一定的挑战

性，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所有营员全程在营地生活、

学习和活动，这就促使青少年需主动通过人际交流、

相互帮助才能更好生活下去。认知加工理论认为，个

体寂寞感的出现不仅是因为人类本能的社会交往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更有可能是个体对目前周边的人际关

系不是很满意[12]。在目前独生子女盛行的家庭模式中，

青少年个体与长辈之间的代际沟通越来越困难，他们

更希望与同龄小伙伴之间有一定的交流和联系。在冰

雪冬令营中可以认识一些遥远地区的新朋友，且通过

共同学习冰雪技能和感知冰雪风险能建立起良好的人

际关系，从而提升其主观幸福体验。 

主范畴二：身心愉悦。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文

明病”的逐渐高发使人们普遍意识到要放慢脚步来追

求精神世界的富足。特别是当受到社会、学校和家庭

的多重压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与体育运动之间的关

系引起社会和诸多学者的关注。与此同时，根据最近

发布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结果，青少年

学生的身高、体重、速度、耐力和爆发力等身体素质

状况仍令人担忧[13]。诸多研究表明，体育竞赛给参与

者施加的心理压力难以使其心境状态得到迅速改善，

所以竞技运动在短期内无法有效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而冰雪冬令营是一种不以青少年争金夺银为目标的活

动模式，带给青少年的心理压力相对较小，且拓展式

的开展方式还能给参与者带来积极的心理健康效益。

因此，冰雪冬令营不仅为青少年提供锻炼身体的新方

式，而且其通过与冰雪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在一定程

度上形成健康豁达的阳光心态。当然这里还需指出的

是，青少年参与冰雪冬令营不是简单地迎合青少年爱

玩的天性，而是对当前传统教育方式的补充和重构，

旨在培养青少年的健全人格，促进身心和谐发展。 

主范畴三：新奇感。心理学认为，青少年时期对

外界事物和环境有着强烈好奇心，这种感知在个体五

六岁时已经呈现出来。而且随着青少年社会化进程的

加快，好奇心会逐渐加强并转化为一种奇妙的探知欲

望[14]。冰雪冬令营就是提供给青少年群体一种冰雪大

世界的外部环境，参与学校里所没有开设的各种冰雪

体育项目，从某种程度上满足青少年的新鲜情感体验。

特别是对于南方青少年群体，大多都是第一次见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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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壮观美丽的雪景，从中体验到人生的新奇经历。同

时深度访谈资料还显示：“由于多种原因，很多青少年

受访者在学校和家庭长期面对同样的人和重复的事，

青少年生活世界逐渐处于一种单一无聊的迷茫状态，

这也是他们感觉不幸福的主要原因”。而参与冰雪冬令

营的青少年群体来自不同的地域、拥有不同的经历，

青少年之间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相互好奇，通过合作

完成冰雪运动任务而实现相互深度交流，让青少年在

寒假这个特殊时段里重新找到日常生活中逐渐退化的

新奇感，并强化他们对这种冰雪体育活动的继续投入。 

主范畴四：成就感。成就感是指一个人做完一件

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时，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愉快

或成功的感觉，即愿望与现实达到平衡后产生的一种

心理感受[15]。在冰雪冬令营活动开展过程中，成就感

就是参与者通过不断积极练习和投入体会到冰雪技能

进步和成功的乐趣。当然由于营员的不同情况，为了

使参与冰雪冬令营的较多青少年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所定的冰雪技能目标任务不能可望而不可及，也不能

让参与者轻松达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根据青少

年的性别、地域和个性特征等，分类别、分层次和分

阶段制定出冰雪冬令营活动计划，提高活动任务的可

操作性，使不同参与群体均能获得一定成就感。一位

青少年受访者在访谈中表示：“在这个冰雪冬令营中，

不但了解了很多冰雪运动项目的理论知识，而且大大

增进了冰雪实践技能。特别兴奋的事情就是自己所在

的队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教练布置的各

项任务”。当然对于那些文化课学习成绩不是很理想，

但是拥有良好身体素质的青少年而言，更是通过冰雪

技能的展示获得大家的积极认可，产生强烈的成就感，

甚至鼓舞其今后认真学习的信心。 

主范畴五：充实感。充实感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

体验，是指面对解决问题时所经历一系列事情的内心

感觉。进入寒假以后，大多数青少年经历了“天天被

管”到“没有人管”的转变过程，逐渐产生“放假无

聊”的消极情绪。究其原因，主要是青少年面对突如

其来的大量空余时间，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合

理安排，这就很容易使青少年的寒假生活丧失目标感。

当然，也有部分青少年通过电视追剧、电脑聊天和网

络游戏等形式来打发假期空余时间，但是这些项目多

为一些短暂娱乐和随性休闲，缺乏深度体验，时间一

长也会出现空虚感和无聊感[16]。冰雪冬令营作为一种

深度体验活动不仅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愉悦，而且在

活动过程中通过任务布置能增强他们的目标感。同时，

整个营期的活动安排更是紧凑，白天一般是户外的冰

雪体验活动，晚饭后还会穿插破冰游戏和理论学习等

内容。面对这样的密集安排，很多青少年都说：“在家

就是吃东西、睡懒觉，稀里糊涂过一天，但是在这里

天天都有很多团队任务需要合作来完成，为了大家我

必须全力以赴”。  

2.3  选择性编码：发现核心范畴和构建故事线 

选择性编码是指在对每一个原始资料、编码概念

进行不断地调试和整合后，找到一个可以起到提纲挈

领作用的“核心类属”，把大部分现象类属通过一条故

事线整体串联起来，从而最大化地将研究结果界定在

一个核心理论范围之内[17]。通过对主范畴的深入探析，

发现主范畴之间的脉络已经较为清晰，均是为同一个

目标而服务。结合本研究主题，发现可以用“冰雪冬

令营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作为核心范畴来统领其

他所有主范畴。与此同时，为了整合已经分析好的研

究资料，根据上述 5 个主范畴的指引，在资料中将核

心类属与其他类属相联结塑造出一条故事线。故事主

要是关于青少年在参与冰雪冬令营过程中，冰雪运动

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如何？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

科技的进度使得现在的青少年群体常常被禁锢在父母

设定好的世界里，当他们到达冰天雪地的营地时就已

经莫名兴奋起来；开营以后，青少年营员聚集在一起

活动与生活，并在此期间相互关心和合作，在单纯的

人际关系情况下获得深厚友谊；同时，由于青少年在

与冰雪大自然的接触过程中活动了身体、释放了情绪，

达到身心愉悦的目的；另外，在校园冰雪运动还未全

面普及的情况下，青少年始终对其保持着好奇的心态，

萌发着一种探知欲望；而且也因参加冰雪冬令营，使

寒假生活有了方向和活力，进而变得更加充实。除此

之外，冬令营上也学到很多冰雪文化知识，增进冰雪

技能且收获了巨大成就感。 

2.4  饱和度检验和模型构建 

在经过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 3 个

阶段的分析之后，理论饱和度检验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如果继续收集信息资料还能发现新的关系和范畴，则

说明原先归纳的各个主范畴还不够完备。反之，则可

以基本判断理论已处于饱和状态。本研究对最后 3 位

青少年受访者的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和比较，发现基本

上不再出现新的概念关系或理论内涵，新资料对理论

模型的建构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于是停止对信息资料

的继续收集，进入理论模型构建阶段。在这一阶段，

各主范畴之间的脉络关系已经清晰显现出来，由此构

建出一个由开营前、中、后 3 个阶段和“人际互动-

身心愉悦-新奇感-成就感-充实感”5 个维度形成的冰

雪冬令营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模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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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冰雪冬令营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过程模型 

 

3  冰雪冬令营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讨论 
3.1  基于积极心境的参与预期 

心境是指强度较低但持续时间较长的情感，其状

态表现微弱、平静而持久。当青少年在参与冰雪冬令

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相应期待，搜集和查看很多关于

冰雪冬令营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向参与过的同学打

听冰雪冬令营的整个过程，十分憧憬自己在接受冰雪

户外教育过程中的幸福初体验。这种积极心境使得青

少年在参与冰雪冬令营过程中的基本情感基调是愉悦

的，也构成幸福回忆和依恋评价的心理基础[18]。正如

多位青少年在访谈中提到：“我所憧憬的冰雪户外营地

是一个冰雪大世界，营地被厚厚的雪覆盖。我们可以

在这里打雪仗、堆雪人，虽然脸颊可能会被冻得像苹

果一样通红，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和喜欢这样的童话生

活”。当然，实际情况是虽然青少年在参与户外冬令营

之前都对冰雪运动存在一定程度的憧憬和期盼，处于

快乐和兴奋的积极心境状态，但也会由于陌生感和安

全感而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不安。诸多研究表明，适

中的预期会对主观幸福感的形成产生积极作用，不合

适的期许则会影响到青少年参与者的体验态度和感知

服务质量。因此，研究认为要合理设定青少年参与冰

雪冬令营的心理预期，只有当实际参与体验满足或大

大超出其预期时，青少年才会形成积极快乐的难忘体

验，才会倾向给予冰雪户外冬令营积极评价。否则，

如果青少年对冰雪冬令营的预期过高，而实际参与体

验却远远低于预期，则会导致青少年产生消极评价。 

3.2  基于沉浸体验的过程支撑 

是否“好玩”作为青少年对冰雪冬令营的终极性

评价，主要依赖于青少年的依恋性幸福回忆，而回忆

又与沉浸体验过程紧密关联。因此，基于沉浸式的体

验自然而然成为建构冰雪冬令营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

感最为核心的过程性支撑。本研究表明，冰雪冬令营

提升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是充分建立在沉浸体验的基

础上，整个过程不仅产生新奇、兴奋和惊喜的快意激

发，而且有快乐、有趣和感动的畅快享受。如上所述，

青少年在同一时间和地点，通过参与冰雪冬令营聚在

一起生活与活动，并在此期间相互关心、相互合作，

获得深厚的友谊；与此同时，由于参与者在冰雪活动

过程中不断进行身体运动，并且在与大自然的接触过

程中潜移默化地培育了与人为善的良好心态，形成难

得的身心健康。另外，在参与冰雪冬令营的过程中与

其他小伙伴形成一个有号召力、高度团结的集体，也

获得强烈的归属感；而且也因为参加冰雪冬令营，使

假期生活有了方向和活力，进而变得更加充实。除此

之外，在冰雪冬令营中掌握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实践

知识，最后还能收获各种奖励，使其获得巨大的成就

感。当然，青少年群体在需要确定性保障的同时也期待

一种不确定性，即一方面希望在冰雪活动中安全顺利，

但同时却又追求出乎意料和不可预见的偶然事件[19]。整

个冰雪冬令营通过各种故事游戏让青少年在冰雪活动

场上经历跌宕起伏的感官和情感体验，时而有趣、惊

喜，时而惊心、感动，让青少年充分体验到冰雪运动

带来的无穷乐趣。 

3.3  基于幸福回忆的依恋评价 

青少年结束冰雪冬令营活动后回到家或学校，并

不意味着主观幸福感过程建构的结束。当青少年群体

被家人或朋友问及冰雪户外冬令营是否“好玩”，或者

自己对整个冰雪冬令营活动体验进行回顾总结时，依

恋评价就成为青少年幸福回忆的重要组成部分[20]。实

际上，主观幸福感会伴随着青少年很长一段时间，只

不过主观幸福感已经通过其他形式伴随在自己的生活

和学习中。具体而言，冰雪冬令营结束后主观幸福感

的体现主要沉浸在回忆状态，青少年通过与家人、同

学等观看照片、撰写感想和分享视频等方式，发酵享

受参与冰雪冬令营的幸福感。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会逐渐被接下来的学习和生活所

取代，但这作为一种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宝贵经历，已

经沉淀在青少年的心灵深处，成为以后再次参与冰雪

运动的直接动因。因此，依恋评价作为青少年群体对

冰雪冬令营的总体回忆，与积极心境和沉浸体验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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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构成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核心依托。整个过

程可以描述为青少年群体均是带着积极的心理状态和

适中的参与预期进入到冰雪户外营地，通过故事和游

戏方式参与各种冰雪户外活动而产生沉浸式的难忘体

验，并在活动结束时自然而然产生恋恋不舍的依恋情

感，最终给出冰雪冬令营特别“好玩”的综合性评价。 

 

“少年强，则国强”。在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体

育强国的大背景下，“如何使青少年变得更加幸福”俨

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命题。本研究扎根于

具体的冰雪冬令营场景，通过对南方青少年“好玩”

心理过程的分段解析构建一个冰雪冬令营提升青少年

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模型。该模型主要由开营前的“幸

福期待”、开营过程中的“幸福畅玩”和开营之后的“幸

福回味”3 个阶段构成。从多个角度审视青少年参与

冰雪冬令营的基本心理需求，具有明显的内在递进关

系，其中最主要的是中间沉浸式体验阶段。即冰雪冬

令营主要通过人际互动、身心愉悦、新奇感、成就感

和充实感 5 个维度来提升“畅玩”体验，从而增加开

营之前的“期待”和结营之后的“回味”，最终凸显出

青少年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在数据收集方面，由于处于新冠疫情政策优

化调整初期，存在样本覆盖面不够全面的问题；在研

究方法方面，没有考虑到青少年成长环境、心理个性

和知识结构等对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影响，可能会对研

究结论产生一定影响。本课题组将在后续研究中不断

学习和探索，利用混合研究方法进一步检验冰雪运动

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作用效果和调节

因素等，最大程度满足不同青少年的“冰雪奇缘”幸

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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