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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成就情绪控制价值理论，以武汉市 6 所中学的初高中生为调查对象，采用教师

自主支持、学业控制感、主观任务价值、课堂成就情绪、体育锻炼等级 5 个量表进行测试，运用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促进的假设路径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教师自主支持分

别对学业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产生正向预测作用；学业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分别对课堂享受

产生正向预测作用，对课堂无聊产生负向预测作用；课堂享受对体育锻炼行为产生正向预测作用，

而课堂无聊没有产生负向预测作用；学业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分别通过课堂享受对体育锻炼行

为产生正向预测作用，而通过课堂无聊没有产生负向预测作用；教师自主支持分别通过学业控制

感、主观任务价值和课堂享受对体育锻炼行为产生正向预测作用。研究为理解体育教育如何促进

青少年体育锻炼提供有意义的解释，并提醒体育教师有机会采用自主支持的教学风格来积极影响

青少年控制价值和课堂情绪体验，进而促进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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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n promo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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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chievement emotion control value, the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six schools in Wuhan were surveyed and tested using five scales: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academic 

control,subjective task value, classroom achievement emotion, and physical exercise r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construct and test the path hypotheses of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promotion among teenag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academic control and subjective task 

value, respectively; academic control and subjective task value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classroom enjoyment and 

negatively predict classroom boredom, respectively; classroom enjoyment positively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while classroom boredom did not negatively predict that;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had 

a positive in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on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through academic control, subjective task value, 

and classroom enjoyment, respectively. The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provide meaningful explanation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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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how physical education promotes physical exercise among teenagers, and remind teachers of catching 

opportunity to adopt autonomy-supportive teaching styles to positively influence control values and classroom 

emotional experiences for teenagers, which in turn promote teenagers to participate in physical exercise. 
Keywords: sports psychology；teenagers；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theory of achievement emotion control valu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青少年体育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1]强调：“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推动

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帮助学生在体育

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这为新阶段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指明方向、提供根本

遵循。根据 2021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

示，学生视力不良和近视率偏高、超重肥胖率上升、

上臂握力水平有所下降、大学生身体素质仍然呈下滑

趋势；每天保证 1 小时以上体育锻炼的在校学生体质

健康达标优良率显著高于体育锻炼不足的学生[2]。因

此，促进体育锻炼是增强青少年体质的关键因素，也

是开展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 

回顾以往研究，学者们多从个体内部心理因素(如

锻炼自我效能感、锻炼态度、锻炼自主动机等)和外部

环境因素(如锻炼氛围、学校场地器材以及家庭因素等)

探讨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机制[3]，而忽视体育课

本身在影响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方面发挥着巨大作

用。当前，学者采用相关健康行为促进理论对青少年

体育课和课外体育锻炼的关系进行解释和预测。如冯

玉娟[4]以自我效能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探讨体

育课三重效能对休闲时大学生体育活动行为的影响；

尹龙等[5]以自主决定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构建

跨情境模型考查体育课堂中教师提供的需求支持对青

少年闲暇时间体力活动的影响。这些理论模型对于揭

示体育课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

义，但所用理论侧重于体育课堂动机跨情景对青少年体

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忽视体育课堂中青少年情绪体验及

其对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虽然，自我决定理论的内在

动机与情绪的概念密切相关[6]，但在概念上仍然是不同

的。动机指的是驱动特定行为的动力，而情绪描述的是

在从事某种行为时决定主观体验的生理和心理过程[6]。 

基于双过程理论，Brand 等[7]提出情感-熟虑理论

(affective-reflective theory，ART)，该理论专注于引导

行为的心理过程，并特别关注与行为(锻炼)相关的情

感体验，旨在解释和预测人们在处于身体活动不足或

开始锻炼情况下的行为。如当人们体验到快乐时，他

们倾向于重复行为(锻炼)，但不愉快的情感体验也会

降低其重复概率。根据 ART 理论，反复积极或消极的

行为(锻炼)情感体验可能通过不断强化自动情感评价

(与行为相关的刺激与积极或消极情感体验的自动联

结)，增强或削弱积极情感体验自动重现的概率，进而

促进或阻碍行为(锻炼)的重复。实际上，这些相关情

绪记忆和自动情感评价有一部分来自于体育课堂情

景，相关研究也证实体育课堂中积极和消极情绪体验

与长期身体活动行为高度相关[8]。因此，本研究在成就

情绪控制价值理论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体育课

堂情绪及其决定因素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成就情绪控制价值理论(control-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emotion，CVTAE)是由 Pekrun[9]基于期望价

值理论、评价理论和归因理论以及情绪对学习的影响

而开发的一种用于研究教育中成就情绪及其前因和结

果的综合框架，包括 4 个基本结构：学习环境、控制

-价值评价、成就情绪和学习成就。在 CVTAE 中，成

就情绪是指那些与成就活动(如学习、家庭作业)或成

就结果(如任务的成功和失败)有关的离散情绪[9]。该理

论将成就情绪按照 3 个维度进行分类，即效价(积极 vs

消极)、生理唤醒(激活 vs 未激活)和关注点(与活动相关

或与结果相关)。例如，这种分类可以区分积极的激活

活动情绪(如享受)和消极的失活活动情绪(如无聊)。同

时 CVTAE 认为，学生在教育环境中经历的成就情绪

会影响成就结果，而不受情景的影响。例如他们的活

动表现[9]。在体育教育背景下，身体活动参与可被视为

与体育课相关的成就结果[10]。研究表明，体育课的享

受体验与休闲时间的身体活动参与呈正相关，而无聊

与身体活动参与呈负相关[10]。虽然，这些离散成就情

绪与身体活动参与存在联系，但在预测身体活动参与

上却存在差异[10]。因此，这些离散成就情绪在预测身

体活动参与能力上仍需进一步探讨。 

根据 CVTAE，控制-价值评价是成就情绪的近端

决定因素，控制评价是指学生对学业表现及其结果的

主观感受[9]。能力信念、控制信念、成功期望信念、归

因信念、自我概念、自我效能感都是相关的控制评价，

因为其代表控制的回顾性评价和前瞻性评价。关于价

值评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即内在价值和外在

价值[11]。内在价值被描述为成就活动和结果本身的价

值[11]。例如，一个学生对解决数学难题(活动)和看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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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难题(结果)本身感兴趣。相比之下，外在价值是

指参与一项活动并获得成功的有用性[11]。例如，如果

有与活动(结果)相关的奖励，学生就有兴趣完成一个

科学项目(活动)。一般来说，对于某一特定成就活动

的控制和价值的积极评价，预期会引发积极的活动情

绪，如学习的乐趣并减少消极的活动情绪，如愤怒[9]。

一些研究也支持控制和价值评价作为成就情绪的预测

作用，如以高中生为样本，控制和价值评价对体育课享

受起正向预测作用和对无聊起负向预测作用[12]。 

控制-价值评价反映学生的动机信念，与自主动机

之间存在概念上的关系。因此，Pekrun 等[9]在自主决定

理论和控制-价值评价之间建立理论联系，并提出自主

支 持对 控制- 价 值 评价有 影响 的研究 假设 。根据

CVTAE，学习环境对控制和价值评价具有近端影响[9]。

教师提供的自主性支持可能是学习环境的一个重要方

面。一般来说，教师构建自主支持学习环境可以提高

学生控制和价值信念[9]；如果教师能够授权学生自己做

出重要的学习决策，那么他们的认知评价能够得到提

高。相关研究也表明，教师自主支持能提高学生的学

业自我效能感和内在价值[13]。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教

师自主支持通过控制-价值评价对学生成就情绪具有

间接作用。如在参加网球课程的大学生样本中，教师

自主支持通过控制和价值评价对享受起到正向预测作

用和对无聊起到负向预测作用[14]。 

虽然，已有研究涉及成就情绪控制价值理论对大

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15]，但是缺乏学习环境层面

教师自主支持与个体层面离散成就情绪控制价值指标

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研究。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是基

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

法，适用于探究多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能够分析潜

在变量之间以及各指标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16]。

因此，本研究以 CVTAE 为理论框架，构建青少年体

育锻炼促进的假设模型。根据以往有关体育课情境的

学习环境研究[13-14]，教师自主支持可以代表学习环境。

学业控制感是控制评价在完成学习任务能力和信心时

的表现[14]，而主观任务价值是价值评价在感知学习任

务有用性和喜欢程度中的表现[17]。因此，选用学业控

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可以分别代表控制和价值评价。

享受和无聊被选为成就情绪，因为其经常出现在体育

课堂成就情绪中[14]。此外，这两种情绪分别代表积极

和消极、激活和失活的相关活动情绪[14]。体育锻炼能

够反映青少年体育学业成就长远效果[15]，故将体育锻

炼行为代表学业成就。依据上述理论基础对各变量的

关系提出如下假设：H1 教师自主支持分别对青少年学

业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呈正向影响；H2 青少年学业

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对享受呈正向影响，对无聊呈

负向影响；H3 享受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呈正向影

响，无聊与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呈负向影响；H4 学业

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分别在教师自主支持与享受、无

聊之间起间接作用；H5 享受和无聊分别在学业控制感

和主观任务价值与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之间起间接作

用；H6 学业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及享受、无聊分别在

教师自主支持与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之间起间接作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测试对象  

抽取湖北省武汉市 6 所初中和高中为被测学校，

在每所学校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年级中各

随机抽取一个行政班作为测试班级，共计 700 名初高

中生为测试对象。将教师自主支持、学业控制感、主

观任务价值、课堂成就情绪、体育锻炼行为 6 个量表

分成 4 个板块合成一份问卷，在老师的协助下由主试

统一指导进行团体测试，在 15 分钟内完成一系列问卷

调查并现场回收。共发放问卷 700 份，回收 673 份，

回收率为 96.14%。问卷收集后，将未回答问题或者有

明显规律回答倾向(如极端回答倾向)的 59 份问卷剔

除，得到有效问卷 614 份，有效率为 91.23%。其中，

男生 297 人(48.37%)、女生 317 人(51.63%)；初一 117

人(19.06%)、初二 133 人(21.66%)、初三 122 人(19.87%)、

高一 133 人(21.66%)、高二 109 人(17.75%)，平均年龄

为(14.75±1.41)岁。 

2.2  测量工具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利用 AMOS 26.0 进行测试，

研究人员遵循 Anderson 等[16]提出的两步方法。首先，

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CFA)来评价测量模型的效度。其

次，进行 SEM 分析，以测量模型拟合和路径系数。在

CFA 分析过程中，如果这些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小

于 0.5，研究人员将其排除，以提高潜在变量的模型拟

合[16]。依据拟合标准， 2χ /df 小于 5，RMSEA 小于 0.08，

NFI、CFI、GFI 大于 0.90，判定模型拟合良好[18]。 

1)教师自主支持量表：使用 Williams 等[19]研制的

《Health Care Climate Questionnaire》(HCCQ)量表。该

量表经尹龙[5]汉化并修改为体育课情境，而且已进行专

业信、效度验证。该量表共 6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 7

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计 1~7

分，各题项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体育教师

自主支持越高。依据上述 CFA 检验标准，保留所有项

目用于最后结构方程建模分析，模型拟合指数为：
2χ /df=3.57 ， NFI=0.99 ， GFI=0.99 ， CFI=0.99 ，

RMSEA=0.07，总量表 Cronbach's α为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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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业控制感量表：使用 Perry 等[20]研制的《学业

控制量表》，该量表经李洋洋[15]汉化并修改为体育课程

情境，而且已进行专业信、效度验证。该量表由 8 个

题项组成，采用李克特 7 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

到“完全同意”计 1~7 分，各题项得分相加，得分越

高表示青少年体育学业控制感越高。依据上述 CFA 检

验标准，保留 6 个题目用于最后结构方程建模分析，模

型拟合指数为： 2χ /df=1.84，NFI=0.99，GFI=0.99，

CFI=0.99，RMSEA=0.04，该分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84。 

3)主观任务价值量表：翻译 Xiang 等[17]修订的《体

育主观任务价值量表》。为确保量表的翻译质量和保持

意义对等，首先，请 2 位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将量表翻

译成中文，并进行讨论和校对；其次，请 2 位英语专

业研究生对翻译后的中文量表进行回译，同时进行讨

论和校对；最后，经上述 4 位人员的进一步讨论，确

定最终的中文版量表。该量表由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

2 个维度组成，共 6 个题目，采用李克特 7 级评分法，

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计 1~7 分，各题项

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体育价值评价越高。

依据上述 CFA 检验标准，保留所有题目用于最后结构

方程建模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2χ /df=3.84，NFI=0.99，

GFI=0.99，CFI=0.99，RMSEA=0.07，总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93。 

4) 课 堂 成 就 情 绪 量 表 ： Pekrun 等 [21] 研 制 的

《Achievement Emotions Questionnaire》(AEQ)量表，提

供课堂、学习和考试 3 种不同学业成就背景下的离散

成就情绪评价量表，使用课堂享受和无聊 2 个离散成

就情绪评价分量表。该量表经李洋洋[15]汉化并修改为

体育课情境，而且已进行专业信、效度验证。其中，

课堂享受由 4 个题目组成，无聊由 5 个题目组成，采

用李克特 7 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

意”计 1~7 分，各分量表题项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表

示青少年课堂成就情绪越高。依据上述 CFA 检验标

准，保留所有题目用于最后结构方程建模分析，模型

拟 合 指 数 为 ： 2χ /df=3.31 ， NFI=0.98 ， GFI=0.97 ，

CFI=0.99，RMSEA=0.06，各分量表 Cronbach’s α 分别

为 0.87 和 0.88。 

5)体育锻炼等级量表：采用梁清德[22]研制的《体

育锻炼等级量表》，从锻炼强度、频率及时间３个方面

来考察体育锻炼量，并以此来衡量青少年体育锻炼行

为。体育锻炼量＝强度×(时间－1)×频率，每个方面

以 1~5 记分。体育锻炼等级标准为：小锻炼量≤19 分，

中等锻炼量 20~42 分，大锻炼量≥43 分，该量表

Cronbach’s α为 0.64。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25.0 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

计、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 AMOS 26.0 软件构

建模型，首先对模型拟合指数和各路径因子关系进行

检验；其次测定影响因素的间接效应，估算时采用 95％

置信区间的偏差校正 Bootstrap 估计法。其中，如果路

径系数在置信区间内不包含 0，则说明间接效应具有

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的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

验，对所有题项进行非旋转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表

明，有 8 个因子的初始特征值大于 1，第一个因子解

释的方差为 36.53%，低于 40%的临界值。随后运用

AMOS 26.0 做单因子的验证性分析，将所有题项建立

在一个单因子模型上，模型拟合指数为： 2χ /df=9.24，

NFI=0.65，GFI=0.61，CFI=0.68，RMSEA=0.11，模型

拟合不良。综合来看，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如表 1 所示，体育锻炼量与教师自主支持、学业

控制感、主观任务价值和享受均呈显著正相关，与无

聊呈显著负相关；学业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分别与

教师自主支持和享受呈显著正相关，与无聊呈显著负

相关；享受与教师自主支持呈显著正相关，无聊与教

师自主支持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 Pearson 相关系数 

 M±SD 教师自主 
支持 

学业 
控制感 

主观任务 
价值 享受 无聊 体育 

锻炼量 
教师自主支持 32.92±7.01 1      
学业控制感 32.05±6.94 0.501) 1     

主观任务价值 16.88±3.39 0.611) 0.541) 1    
享受 21.09±5.55 0.621) 0.591) 0.681) 1   
无聊 11.17±6.28 -0.561) -0.621) -0.571) -0.631) 1  

体育锻炼量 26.94±24.07 0.241) 0.381) 0.381) 0.431) -0.301) 1         
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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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回归分析 

控制性别、年龄和年级，使用回归分析探查教师

自主支持、学业控制感、主观任务价值、享受和无聊

分别对青少年体育锻炼量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见表

2)，教师自主支持、学业控制感、主观任务价值、享

受和无聊均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体育锻炼量。通过比

较发现，享受对青少年体育锻炼量预测能力最强，可

以解释 14%的青少年体育锻炼变异量。 

 
表 2  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 -0.311) -0.301) -0.281) -0.271) -0.231) -0.271) 
年龄 -0.12 -0.11 -0.09 -0.08 -0.08 -0.12 
年级 0.02 -0.01 0.01 0.01 0.00 0.03 

教师自主支持  0.242)     
学业控制感   0.352)    

主观任务价值    0.342)   
享受     0.382)  
无聊      -0.252) 

R2 0.11 0.17 0.23 0.23 0.25 0.17 
F 24.042) 28.992) 43.172) 42.282) 47.132) 29.432) 

△R2 0.11 0.06 0.12 0.12 0.14 0.06        
1)P﹤0.01；2)P﹤0.001 

 

3.4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前，采用平衡法[23]将教

师自主支持、学业控制感、主观任务价值的测量指标

打成 3 个包作为潜变量，每包内含 2 个测量指标；将

享受和无聊的测量指标分别作为一个整体打包作为观

察变量，体育锻炼量作为观察变量。 

基于 CVTAE 理论框架，采用 AMOS 26.0 构建完

全中介假设模型(见图 1)，即教师自主性支持对学业控

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产生直接影响，以学业控制感、

主观任务价值为中介进而间接影响青少年课堂享受和

无聊，并最终对青少年体育锻炼量产生间接影响。在

AMOS 26.0 软件中，利用最大似然估计对整个假设模

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所选预测模型中资料符合单

变量常态分布，但整体预测模型并不符合多元常态。

即多元变量的峰度值为 47.95(应小于 5)，易造成卡方

值膨胀，因此采用 Bollen-Stine Bootstrap(N=2 000)方法

进行修正。修正后模型配适度各指标均符合 Hu 等[24]

建议的标准范围内，即 2χ /df=1.25，TLI=1.00，IFI=1.00，

GFI=0.99 ， AGFI=0.97 ， CFI=1.00 ， RMSEA=0.02 ，

Hoelter’s Critical N(CN)=491.13，说明所选模型结构方

程数据拟合结果很好。 

 

 

 
图 1  体育锻炼行为促进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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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和表 3 可以看出：(1)控制-价值评价方面，

教师自主支持对青少年学业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

影响都达到显著水平，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60 

(P﹤0.001)、0.67(P﹤0.001)，解释学业控制感和主观任

务价值的变异量分别为 0.36 和 0.46。因此，研究假设

H1 成立。(2)成就情绪方面，学业控制感分别对青少年

课堂享受和无聊影响都达到显著性水平，标准化回归

系数分别为 0.23(P﹤0.001)、-0.42(P﹤0.001)，主观任

务价值分别对青少年课堂享受和无聊影响都达到显著

性水平，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65(P﹤0.001)、

-0.39(P﹤0.001)，学业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共解释

课堂享受和无聊的变异量分别为 0.68 和 0.54。因此，

研究假设 H2 成立。(3)体育锻炼行为方面，课堂享受

对青少年体育锻炼量产生显著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

为 0.40(P﹤0.001)，而课堂无聊对青少年体育锻炼量影

响不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4(P﹥0.05)，课堂享

受和无聊共解释青少年体育锻炼量的变异量为 0.18，

因此，研究假设 H3 部分成立。

 
表 3  各因子的路径关系分析结果 1) 

路径 β SE Z P R2 
教师自主支持→学业控制感 0.60 0.05 14.43 0.00 0.36 

教师自主支持→主观任务价值 0.67 0.04 17.07 0.00 0.46 
学业控制感→享受 0.23 0.18 6.21 0.00 

主观任务价值→享受 0.65 0.20 16.92 0.00 0.68 

学业控制感→无聊 -0.42 0.25 -9.30 0.00 
主观任务价值→无聊 -0.39 0.25 -8.97 0.00 0.54 

享受→体育锻炼量 0.40 0.21 8.40 0.00 
无聊→体育锻炼量 -0.04 0.18 -0.94 0.35 0.18 

      
1)β 为标准化系数；SE 为标准误；Z 为临界值；R2 为变异量。 

 

模型中变量间的间接效应采用 95％置信区间的

偏差校正 Bootstrap 估计法(Ｎ=2 000)进行检验，从表 4

和图 1 可以看出：(1)教师自主支持对课堂享受和无聊

产生显著间接效应，具体路径为教师自主支持→学业控

制感或主观任务价值→享受(β=0.14，β=0.44，P﹤0.01)，

教师自主支持→学业控制感或主观任务价值→无聊

(β=-0.25，β=-0.26，P﹤0.01)。因此，研究假设 H4

成立。(2)学业控制感或主观任务价值分别对体育锻炼

量都产生显著间接效应，具体路径为学业控制感或主

观任务价值→享受→体育锻炼量(β=0.09，β=0.26，

P﹤0.01)。另外，由于无聊→体育锻炼量路径不显著，

致使学业控制感或主观任务价值→无聊→体育锻炼量

的间接效应不显著。因此，研究假设 H5 部分成立。(3)

教师自主支持对体育锻炼量产生显著间接效应，具体

路径为教师自主支持→学业控制感或主观任务价值→

享受→体育锻炼量(β=0.06，β=0.17，P﹤0.01)。另外，

由于无聊→体育锻炼量路径不显著，致使教师自主支

持→学业控制感或主观任务价值→无聊→体育锻炼量

和教师自主支持→无聊→体育锻炼量的间接效应不显

著。因此，研究假设 H6 部分成立。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中间接效应 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 

95% CI 
路径 β 

Lower Upper 
P 

教师自主支持→学业控制感→享受 0.14 0.08 0.23 0.00 
教师自主支持→学业控制感→无聊 -0.25 -0.33 -0.18 0.00 

教师自主支持→主观任务价值→享受 0.44 0.36 0.52 0.00 
教师自主支持→主观任务价值→无聊 -0.26 -0.34 -0.18 0.00 

教师自主支持→学业控制感→享受→体育锻炼量 0.06 0.03 0.10 0.00 
教师自主支持→学业控制感→无聊→体育锻炼量 0.01 -0.02 0.04 0.42 

教师自主支持→主观任务价值→享受→体育锻炼量 0.17 0.12 0.23 0.00 
教师自主支持→主观任务价值→无聊→体育锻炼量 0.01 -0.02 0.04 0.43 

学业控制感→享受→体育锻炼量 0.09 0.05 0.15 0.00 
学业控制感→无聊→体育锻炼量 0.02 -0.03 0.06 0.43 

主观任务价值→享受→体育锻炼量 0.26 0.19 0.34 0.00 
主观任务价值→无聊→体育锻炼量 0.02 -0.03 0.06 0.43      

 

4  讨论 
在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下滑的现实背景下，青少

年体育锻炼不足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研究

显示青少年体育锻炼量得分为 26.94±24.07；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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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锻炼量为 303 人(占比 49.35%)、中等锻炼量为 173

人(占比 28.17%)、大锻炼量为 138 人(占比 22.48%)。

体育课是学生接受体育教育的主渠道，是青少年形成

体育意识和学习知识技能的重要途径，为青少年参与

体育锻炼奠定基础。本研究结果表明，教师自主支持、

学业控制感、主观任务价值、课堂享受和无聊这些学

习环境和心理因素会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产生影

响，这启示在体育课中要更加重视挖掘这些学习环境

和心理因素提升的方法和策略，以促进青少年积极参

加体育锻炼。 

依据 CVTAE 理论，本研究探讨教师自主支持、

学业控制感、主观任务价值、课堂享受和无聊以及青

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

武汉市中学生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部分支

持研究假设。体育教师提供的自主性支持是控制-价

值评价的正向预测因子，控制-价值评价又是体育课

堂成就情绪的重要预测因子。最后，体育课堂享受显

著预测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除支持假设的直接影响

外，教师自主支持通过控制-价值评价对成就情绪产

生间接影响，并依次通过控制-价值评价和体育课堂

享受对体育锻炼行为产生间接影响。此外，控制-价

值评价通过体育课堂享受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产生

间接影响。 

依据假设 H1，体育教师提供的自主支持对青少年

学业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该研

究结果不仅符合 CVTAE 理论假设[9]，也与之前的实证

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表明，自主性支持对其他学

科背景下的控制-价值评价具有积极的预测作用[25-26]。

根据 Pekun 等[27]研究，高控制信念通过将成功归因于

内在因果关系而增强，并相信能力通过努力可以塑造。

教师自主支持允许学生选择适合自己难度水平的任务

或活动，鼓励自我参照的成功标准与个人进步，提供

成功或失败重要线索，为学习者相信如果努力就能成

功创造良好环境，进而提升学习者的控制信念。教师

自主支持与主观任务价值之间的关系可能主要归因于

2 个构面共有的利益概念，即教师自主支持能激发青

少年学习动机所需的必要资源，如兴趣[28]。反过来，

兴趣被认为是他们赋予一项活动或高成就内在价值的

主要原因[27]。另外，自主性支持允许学生选择对自身

有用的任务或活动，并帮助学生达成自己预期的目标，

增强学生对某项任务或活动的外在价值信念。 

依据假设 H2，学业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对青少

年课堂享受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对无聊具有负向预测

作用。该研究结果与 CVTAE 理论提出的控制-价值评

价是离散成就情绪的近端前因相一致[9]，其中主观任务

价值是享受的较强预测因素。这可能与本研究测量的

主观任务价值的内在价值有关，即本研究基于动机的

期望价值理论测量内在价值[29]，其特征是学生对任务

或活动的喜欢程度[29]。因此，内在价值的测量和享受

之间在概念上存在潜在重叠。但为防止这 2 个构面之

间的潜在重叠，Simonton 等[30]将内在价值描述为成就

情绪的先决条件，并证实两者具有一定区别效度。值

得注意的是，控制-价值评价是以一种互补的方式相

互增加，因为学业控制感对学生体育课堂中无聊的减

少特别重要，而主观任务价值中内在价值是学生体育

课堂享受的主要积极预测因素。这表明，当学生感到

更有把握去完成某项任务或活动时，他们会感到更少

的无聊。与此同时，当学生对任务或活动感兴趣时，

他们会感到更多的享受。 

依据假设 H3，课堂享受对青少年体育锻炼量产生

正向预测作用，但课堂无聊并没有产生负向预测作用，

并且课堂享受对青少年体育锻炼量影响的效应值(β)

是课堂无聊的近 5 倍，这表明享受作为一种积极的预

测因素比无聊作为一种消极的预测因素更重要，同时

也证实离散成就情绪在预测身体活动参与上存在差

异。Kimiecik 等[31]指出享受是在体育锻炼等身体活动

中的最佳体验，能使人对一项活动产生更大兴趣并激

励个体进一步追求这项运动。另外，尽管课堂无聊对

体育锻炼量预测能力不如享受，但对体育锻炼量仍具

有显著负向预测。因此，在体育课堂上如果以一种唤

起学生经常性的积极成就情绪(如享受)，同时将消极

成就情绪(如无聊)控制在次要水平的方式进行，那么

更有助于促进青少年产生体育锻炼行为。 

依据假设 H4，教师自主支持分别通过学业控制

感、主观任务价值对课堂享受和无聊产生间接预测作

用，这表明当自主支持环境培养学生获得积极的内在

控制能力并在课程材料中找到价值(如有用和有趣)

时，学生积极的成就情绪(如享受)将得到提升，同时

消极的成就情绪(如无聊)就会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

揭示环境通过个体认知来影响主观体验的内在机制。

除此之外，依据假设 H6，教师自主支持分别通过学业

控制感、主观任务价值和课堂享受对体育锻炼行为产

生间接预测作用，这表明学业控制感、主观任务价值

和课堂享受是联结教师自主支持与体育锻炼行为的桥

梁。通过该研究结果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教师自主

支持对于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机制，即通过学业控制

感、主观任务价值和课堂享受间接作用来促进青少年

的体育锻炼行为，也有助于支持教师利用自主支持环

境提高学生的幸福感(如享受)和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

式(如体育锻炼行为)。另外，已有研究表明，教师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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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通过基本心理需求和自主动机间接预测青少年锻

炼行为[32]。从本质上讲，学业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都

是个体体育学习的自主动机，而积极成就情绪体验(如

享受)也是自主动机影响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重要

连接点。 

依据假设 H5，学业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通过课

堂享受对体育锻炼行为产生显著间接影响，表明青少

年的学业控制感强，对体育价值的认可度也高，在课

堂上经常体验到享受成就情绪，有利于促进青少年体

育锻炼的参与度。高控制感个体往往将自己的成功和

失败归因于自己，不会把责任归咎于外部力量，认为

成功和失败是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此，很可能会降

低对困难的感知，进而提高乐趣。此外，如果个体认

为某件事对实现个人目标有用和有趣，他们可能会被

驱使去实现高水平的活动并在实现目标时感到愉悦。

而这些乐趣和愉悦情感可以为青少年体育锻炼记忆的

认知系统提供有意义的线索，并刺激参与体育锻炼的

欲望，以满足这些情感体验。当然，本研究仅仅是为

体育教育情境下如何运用成就情绪控制价值理论增强

体育锻炼行为提供例证。由于青少年的控制-价值评

价和成就情绪形式类型多样，因此有必要探索其他类

型的控制-价值评价和成就情绪与青少年体育锻炼行

为的关系，进而为促进青少年体育行为教学策略的设

计提供理论依据。 

从促进青少年体育锻炼实践层面来讲，首先，教

师自主支持应该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具体而言，

就是提高学生在体育课堂学习过程中能够取得理想结

果的信心和自我效能感，把体育学习行为视为自身内

在需要，培养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通过激发青少年

课堂学习的积极情绪体验(如享受)促进青少年参与体

育锻炼。为此，学校可以为体育教师提供各种自主支

持教学培训和继续教育以及以自主支持为基础的各类

教学比赛，以此来提升教师的自主支持教学能力，使

学生能更加努力和优化自己的能力感知并体会到体育

学习的重要价值和兴趣，让青少年体验到更多的积极

成就情绪(如享受)，有利于青少年体育锻炼参与。其

次，努力提高青少年学业控制感和主观任务价值，因

为他们是产生课堂积极情绪(如享受)的近端前因因

素。在学习新课程、新内容时，要尽量提升学习内容

的新颖程度和注意需求，同时要依据不同个体的运动

能力水平因材施教，调整学习内容的挑战性，以最大

限度地提升学生的能力自信。此外，还应深入挖掘体

育课程的育人价值，将价值与体育知识、技能、比赛

以及情感态度等有机结合，贯穿于体育课程教学过程

之中，增强青少年对体育的价值认同，激发学生的积

极情感体验进而促进学生体育锻炼积极性。 

尽管本研究依据成就情绪控制价值理论揭示体育

课对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影响，但还存在以下局限：第

一，本研究是在一个不表明因果关系的横断面设计中，

所以在描述变量的预测作用时主要依赖于理论假设，

未来研究还需采用纵向研究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

系。第二，本研究考察 CVTAE 在促进青少年体育锻

炼行为中的应用，未来研究还需要对技能发展、学习

投入、知识获取做进一步探索。第三，本研究仅探查

教师自主支持学习环境的影响，未来研究需要探查其

他学习环境对成就情绪及其控制价值和结果的影响，

如教学清晰度、教学设计、内容选择以及动机氛围等。

第四，在 CVTAE 提出的 8 种离散情绪中本研究只用 2

种，未来研究需要验证更多种体育课堂离散情绪对青

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及其他学习成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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