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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学生缺乏运动的不健康行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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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状况不容乐观，女生问题尤其严重。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学习忙、没时间，
缺乏兴趣和不知如何锻炼，缺乏运动场地、设施和器材，缺乏组织或无人相伴。这种分析多停留在一种描述性的表层横向分

析上，缺乏从社会学、心理学、运动学等多视角对大学生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因素进行深层次的纵向剖析。针对大学生体育锻

炼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健康危险行为；大学生；体育锻炼；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Ｇ８０７．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１）０６－０１５２－０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ｅａｌｔｈ－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ｂｓｅｎｃｅ

ＸＩＥＹａｐｉｎｇ１，ＭＩＸｉｏｎｇｈｕｉ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８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Ｈｕｎ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ｅａｌｔｈ－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ｉｓｒａｔｈｅｒｃｏｍｍ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ｇｉｒｌ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ｌｉｅｉｎｂｕｓｙｓｃｈｏｏｌ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ｌａｃｋｏｆｆｒｅｅｔｉｍｅ，ｎｏ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ｎｏ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ａｃｋ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ｖｅｎｕｅｓａｎ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ｎｏ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ｒｓｏｒ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ｅｔｃ．Ｔｈｅｖｉｅｗｓｏｆｐｒｅ－ｅｘｉｓｔ
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ａｒｅｊｕｓ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ｈｉｌｅｌａｃｋｄｅｅ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ｉｍ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ｒｅａｓｏｎｓ，ｍａｎｙ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ｉｎｔｈｉｓｆｉｅｌ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ａｌｔｈ－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ｍｍａｒｙ

　　体育锻炼是指运用各种体育手段，结合自然力
（阳光、空气和水）与卫生措施，以发展身体、增进健

康、增强体质、调控精神和丰富文化生活为目的的

身体活动过程。［１］本文试图针对大学生体育锻炼存

在问题及产生原因作一个回顾和综述，提供给有关

研究者、决策者及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一　高校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现状

从张宝荣、李广宇、梁筱健、张春阳、袁玉涛、蔡

理、赵金凤、黄佑琴、郭癉平等众多学者的调查和统

计来看，虽然各自的调查结果，因调查的方法及地

域的不同，在数据上有些差异，但总的来说，目前我

国高校大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状况不容乐观，女生

的问题尤其严重。［２］

不少调查问卷显示，高校大学生普遍认同且支

持体育锻炼有益身心健康这一观点，而且其中一部

分学生还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活动。［３］上海体育学院

研究生进行的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调查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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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中认为体育锻炼在人的一生中“非常重要”和

“重要”的人数显示比例是９７．４％。但是，总体上实
际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很少，体育参与意识不强，

而参与了的，在时间、频率、强度上也没达到要求。

从张宝荣、梁筱健、张春阳、袁玉涛、黄佑琴等

人取自佛山市、秦皇岛市、河北省、江西省等省市的

具体调查数据来看，无论是高校大学生还是城市中

学生，具有体育锻炼缺乏的健康危险行为的人所占

比例相当大，基本没有达到《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

每天每人锻炼１小时的标准；尤其是城市青少年缺
乏运动的行为和静态的生活方式很普遍，并日益严

重；他们还发现不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高校学生的

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学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在人际关系、抑郁、焦虑、偏执等方面，

不同运动量的大学生之间也有显著差异。青少年

学生的身体素质状况令人担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普遍重视，因此他们疾呼要科学引导青少年，促进

其身心的全面发展。［４－５］

从一些具体的数据来看，有调查统计显示：大

学生中经常参加身体锻炼的仅占４７．０％，每次参加
身体锻炼超过２０分钟的只有１２．１％。而男女生之
间在１年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的差异为１８．８％
和９．７％；偶尔为４２．２％和４１．９％；不锻炼的为
２４．９％和４５．２％。男女比较除偶尔一项外其余均
Ｐ＜０．０５，其差别比较显著。在锻炼时间上，有调
查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中每天至少参加体育锻炼

６０分钟以上的仅为２９．３％，从来不进行或者很少课
外锻炼的大学生占１６％。［６］而据有关研究显示，在
美国，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大学生比率是８６．９％，从
没有或者很少参加任何体育活动的大学生占只

１１．５％；只是女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比率也低于男生，
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参加体育活动的比率低于

白人。［７］

在运动项目上，大学生较多参加的体育锻炼依

次是篮球、健美操和跑步，但男、女生选择项目有显

著差异。一般来说，男女大学生都愿意参加集体锻

炼，但女生更愿意参加团体较小的体育活动，而男

生则更愿意参加人数较多的团体的体育锻炼；在体

育锻炼的动机上，大学男生一般出于身心健康、社

交以及追求刺激等，而大学女生则因身心健康、审

美的缘故比较多。此外，男女生在体育锻炼强度、

频率上差异比较显著；缺乏兴趣、懒惰、怕受伤、没

信心等心理因素对女生的影响也高于男生。

　　二　高校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缺乏的原因

高校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缺乏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学习忙，没时间

由于当前大学生具有较大就业压力，大部分学

生更加关注自己的学习行为和学习目标，更多的是

在考虑就业问题，不少学生还同时选修了第二专业

的课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了学习更多的知

识，为了考研和考级考证（如计算机等级考试、英语

四六级考试及一些行业证书等），而奔波在图书馆、

教室或者网络上，无暇顾及非当前紧要问题的体育

锻炼。并且，令人不安的是，因大学扩招，多年来教

学设施紧张，导致课外活动乃至双休日都排满了

课，挤占或打乱了学生的业余锻炼时间。因此有学

者认为：“这些因素使学生很难有真正空余时间来

锻炼。学习忙是制约学生不锻炼或不能经常锻炼

的首要因素，现在我们都在呼吁中小学生要减负，

但有谁为大学生减负而呐喊”。［８］

（二）缺乏兴趣，锻炼目的不明确

由于受市场经济及某些社会化环境因素的影

响，导致大学生对体育活动产生一些不正确的认

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轻视体育的现象，使之健康

意识差，缺乏现代健康观念和保健常识。不少学校

的体育教学模式、方法、内容及过程都还存在不少

问题，很难从体育学习中产生乐趣和情感体验，导

致他们对体育锻炼目的不明确，不能形成正确的体

育价值观，从而不仅对体育课，而且对业余体育运

动也不感兴趣。有的还认为锻炼对健康影响不大，

所以也很难持之以恒。而有的学生，尤其是农村来

的大学生，因缺乏体育锻炼知识而又无人提供较系

统的业余指导，不知道如何去进行体育锻炼。方敏

等人的调查数据显示“体育兴趣不浓”“不知如何锻

炼”“认为锻炼对健康的作用不大”这三项原因，在

影响大学生参加锻炼的诸多因素中所占的比例分

别为２８．２％、２４．９％和３％，加起来就是５６．１％。［８］

（三）缺乏运动场地、设施和器材

也是由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人数不断增

多，但体育运动场地、设施和器材跟不上，导致许多

学生不能实际参与。有的学生有某种运动项目的

特长或爱好，也因这种因素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

有对学生的调查问卷表明，关于学校体育活动场

地、器材是否能满足高校学生体育锻炼的需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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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能满足需要”和“基本可以满足需要”的为

４７．９％和４５．２％；只有６．６％的学生认为“能满足需
要”；并且，学生将“缺少活动场地器材”列为影响大

学生参加体育活动主要因素的第１位。［９］

（四）缺乏组织或无人相伴

不少调查都涉及到因学校对体育锻炼的组织

管理不力，教学及课外活动安排不当，运动氛围不

浓，无伙伴等，影响了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此

外，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与家庭的关心和支持也

很有关系。有数据显示，对自己的孩子参加体育活

动不关心、不支持的家庭竟达到９０％。［１０］

综上所述，近十余年国内对高校学生体育锻炼

行为缺乏的原因分析，多停留在一种描述性的表层

横向分析，缺乏从社会学、心理学、运动学等多视

角，对大学生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因素进行深层次

的纵向剖析。

　　三　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干预策略与建议

不少学者，对如何加强高校学生的体育锻炼，

杜绝缺乏体育锻炼的健康危险行为，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和对策。这里选择有代表性的观点扼要介绍

如下：

袁玉涛建议构建大学体育健康教育新体系，把

加强身体健康和促进体育教学结合起来，既有利于

教学，又有利于身体锻炼；既推广良好的校园体育

文化，又加强体育锻炼设施的完善，为学生进行体

育锻炼创造良好的人文和地理环境。［５］

杨效勇等人提出要充分利用体育运动的多样

性，发挥它的趣味性，根据学生需求开展多样化、娱

乐化的体育教学项目，是实现高校大学生健康教育

的新途径。［１１］

黄佑琴、李平认为应从主客观两方面着手，从

整体上看问题。根据学生的兴趣和要求，充分利用

场馆设施、体育教师资源及体育项目，依靠良好的

组织和管理，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娱乐活动和专家

知识讲座，激发学生兴趣，让他们在学习中娱乐，在

娱乐中学习，全方位促进大学生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和发展。［１２］

由于研究经验和研究手段的局限性，近十余

年，国内有关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缺乏的研究，还

难免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的缺陷。目前国内已有学

者开始将高校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缺乏与健康危

险行为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相信不远的将来，在

此项研究的深度、广度及方法上，在如何利用大学

生的自身资源，激发他们体育锻炼的自觉意识等方

面的研究，都会有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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