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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优势竞技项目对初中生体育态度的影响 

———以江永县举重为例

尹春子

（湖南工业大学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０）

［摘　要］随着青少年的体质状况逐年下降，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已经是国家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身体素质是青少
年全面发展的前提，要提高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我们要从青少年的体育态度抓起。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

法，分析江永县举重项目对初中生的体育态度的影响，期望引起相关部门对江永县举重项目的重视并为初中生的体育教学

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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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研究背景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在经济得到空前发展的

同时，我国的教育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成就

之中伴随着许多的问题，比如学生的身体素质、学

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公民的道德修养等一系列问

题。《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健康的体魄是青少年

近年来为国家和社会及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１］

青少年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

的好坏，影响着我国未来的发展和民族的盛衰。在

近三十年来的时间里，我国青少年的身体素质越来

越差，学生的体育锻炼落实的不到位是最根本和直

接的原因。初中生良好体育态度的关键是学校要

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加强体育工作，使学

生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２］

１．优势竞技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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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亚龙、王汝英在《中国优势竞技项目制胜规

律》中提出“优势竞技项目”。其中所指的项目都

是国家应该依赖并注重发展的拳头项目，对地方来

说，就是将符合地方经济实际情况的体育项目发展

成为全国先进行列，成为本地方的优势体育

项目。［３］

２．体育态度的概述
体育态度是对体育活动的客观在心理上的反

应。［４］体育态度是个体对体育活动持有的认知评

价、情感体验和行为意向的综合表现。［５］意向是由

认知和情感所决定的，在体育态度中体育认知和体

育情感起着决定作用。体育动机与人们的愿望、兴

趣及积极性直接相关，是影响人们进行体育运动的

重要。研究地方优势竞技项目对初中生体育态度

的影响也包括体育动机。

３．地方优势竞技项目对初中生体育态度的研
究现状

目前有很多针对不同群体的体育态度的现状

研究，但对初中生群体为现状研究并不多。张龙、

黄霞和耿建华运用文献、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研

究方法对陕西省部分院校大学生进行大众传媒对

大学生体育态度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大众传媒

是大学生获得体育信息的重要手段，性别差异对体

育态度有重大影响。［６］李英对湖南省部分地区农村

中学生的体育态度、行为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结

论：学习压力大、家长不支持是影响农村中学生参

与体育的主要因素。［７］

　　二　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江永县优势竞技项目对初中生的体

育态度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１．文献资料法
本课题在中国知网期刊及学位论文数据库以

“优势竞技项目”、“体育态度”等作关键词，查阅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的文献资料共４０篇，对与本文相
关的文献作出重点分析，并注意相关资料之间的整

理归纳，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２．问卷调查法
（１）调查对象
江永县的４所中学（江永县一中、江永县三中

（县城中学）；江永县二中、上洞学校（乡镇中学））

中每个中学不同年级、性别的４００名初中生。
（２）量表：本研究的调查主要用到初中体育态

度调查表

针对研究内容，在文献检索及专家咨询的基础

上，编制初中生体育态度调查问卷，初中生体育态

度部分分为体育认知、体育情感、体育动机三个方

面。其中表中的句子描述的是举重项目对于初中

生体育态度的影响。被调查者按问卷的要求选择

与自身情况相符的选项。所回答题目采用的是 ５
级评分法。

（３）问卷发放和回收
本课题研究通过随机分层抽样拟抽江永县的４

所初中学校（江永县一中、江永县三中（县城中

学）；桃川二中、上洞学校（乡镇中学）），并向四个

中学不同年级、性别的初中生共发放４００份问卷，
以便全面真实的了解江永县初中生体育态度的现

状（具体见表１）。
表１　江永县初中生体育态度调查者分布表（Ｎ＝４００）

县城（Ｎ＝２００） 乡镇（Ｎ＝２００）

男生（１１４） 女生（８６） 男生（１００） 女生（１００）
合计

初一 １８ ５４ ２０ ２８ １２０

初二 ３６ ２８ １６ ２２ １０２

初三 ３０ ２４ ２６ ２６ １０６

合计 ８４ １０６ ６２ ７６ ３２８

有效率 ９３．３％ ９６．３％ ６８．８％ ６９％ ８２％

３．数理统计法
运用数理统计法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

合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

策。所有数据均采用 Ｅｘｃｅｌ和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
处理，结果用平均数、标准差（珔Ｘ±Ｓ）表示。两组
样本平均差异的显著性检验，显著水平取 α＝
０．０５。

　　三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江永县举重项目的发展历史回顾及现状

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永州市的举重运动开始

起步，且江永县自举重项目开展举重业余训练以来，

先后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王明娟、廖素萍、周燕、唐

娟花、何树勇、陈亚甜等一批优秀运动员，共获得奥

运会金牌１枚、亚运会金牌３枚、世界锦标赛金牌８
枚、全运会金牌３枚、国家级金牌４３枚，５人４２次打
破或超过世界纪录，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国家高

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其中，廖素萍在１９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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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举重世界锦标赛上夺冠军，王明娟在２０１２年的
伦敦奥运会上获得金牌。且江永县先后培养了梁小

冬、刘金山、陈桂凤、陈勇等优秀举重教练员。其中，

梁小冬教练乃是湖南体育界的传奇人物。从１９８２
年到２０１１年，从担任江永县体校举重教练到出任国
家举重队训练组组长，一生都在为体育事业做贡献，

目前，江永县的体校有专职教练４人，在训的举重运
动员３７人。江永县举重是永州举重威震国家举坛
的一个缩影。江永县的举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优异

的成绩，与政府出台的政策、财政投入，还有广大人

民群众的支持、配合息息相关。江永县体育局在总

结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江永县县情确定优先

发展举重项目的政策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举重制

度。使得更多的优秀举重苗子从江永之野崭露头

角，成为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在国内、国际大赛上

拿到更多的奖牌，为永州、为湖南、为中国的竞技体

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地方优势竞技项目对江永县初中生体育

认知的影响

表２　江永县初中生举重知识评测的基本情况（％）

非常了解 了解 了解一点 不太了解 完全不了解 合计

你了解举重的发源地在哪吗 ３．７ ７．３ １４．６ ３６．６ ３７．８ １００

你了解举重的含义吗 ２．４３ １２．８ ２８．０ ３４．８ ２２．０ １００

举重项目是什么时候列入奥运会项目 ５．５ １２．２ １２．８ ４０．２ ２９．３ １００

中国获得第一块举重奥运金牌是什么时候 ７．３ １１．６ ２１．３ ３６．０ ２３．８ １００

合计（平均值） ４．７ １２．０ １９．２ ３６．９ ２８．２ １００

　　由表２可知，在体育专业知识项目中，被调查
的初中生回答选择“非常了解”和“了解”的有

４７％和１２％，两者相加为１６．７％，“了解一点”为
１９２％，“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有３６．９％和
２８２％，“不了解”之和达到６５．１％，超过了６０％，
占最大比例。这样的结果表明，大多数初中生对于

举重相关的体育专业知识了解程度少，虽然学生都

知道举重项目在江永县发展的很好，取得较好的成

绩，但是由于举重不属于热门的体育项目，且学校

偏重文化成绩，对学生缺少体育知识的传授，使学

生对举重相关的知识没有深入的了解，学生应该对

相关的体育知识有待加强和普及。

表３　举重对江永县初中生体育认知影响的基本情况（％）

完全同意 比较同意 不确定 不太同意 完全不同意 合计

对体育认知影响的基线水平 １１．９ ２２．０ ３０．８ ２２．６ １２．７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没有拿奥运会冠军之前你对

举重知识的了解程度不高
１３．４ ２２．０ ３１．１ ２３．２ １０．３ １００

你的举重体育知识很多是因为江永县举重项

目获得第一块金牌后才知道的
１０．４ ２２．０ ３０．５ ２２．０ １５．１ １００

对体育认知影响的程度 １７．１ ３１．８ ２７．２ １６．９ ８．０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获得第一块金牌后，使你更

愿意关注举重方面的知识
１１．６ ３２．９ ２５．０ ２１．４ ９．１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获得第一块金牌后，对青少

年参加举重运动有重要影响
１５．８ ３５．４ ２３．２ １８．３ ７．３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获得第一块金牌后，江永公

众了解的体育知识增多了
１８．９ ３１．７ ２４．４ １７．７ ７．３ １００

你了解江永县获得金牌的意义 ２２．０ ２７．４ ３６．０ １０．４ ４．２ １００

　　表３可知，在体育认知基线水平的测评中，被
调查的学生中“同意”的选择率达到３３．９％，“不确

定”的选择率达到了３０．８％，而“不同意”的选择率
高达３５．３％，占最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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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认知影响程度的测评中，被调查的学生

“同意”为５０％；“不确定”的选择率为２７．２％；而
“不同意”的为 ２４．９％，其中“同意”所占的比例
最大。

这样的结果表明，初中生对举重的体育认知有

所了解，但是有限。举重的基本知识大多数的学生

都了解的较少，而举重的认知影响大多数的学生都

了解、清楚。从而可以看出江永县举重项目的发展

可以影响学生的体育认知，对体育认知的形成有着

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学校在提高初中生的体育认

知的同时要多普及关于体育方面的知识，尤其是自

己家乡发展良好的举重项目，这样有利于发展自己

的特色项目，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使举

重项目能更好的得到传承和发展，也为县城提高城

市影响力。

表４　江永县初中生体育认知的性别差异比较（Ｍ±ＳＤ）

女生（Ｎ＝１８２） 男生（Ｎ＝１４６） Ｐ值

举重专业知识 ８．７１±３．７０５ ９．３８±３．７１４ ０．２５０

认知影响基线水平测试 ８．８８±２．３０９ ９．３３±２．６６２ ０．２４９

认知影响程度测评 １３．２９±３．０４５ １３．５５±３．５１６ ０．６１０

由表４可知，在初中生男性与女性在２个纬度
３个方面（举重专业知识、体育认知影响基线水平、
体育认知影响程度的测评）的测评结果，虽然女性

的得分低于男性，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这样的
结果表明，男性拥有更为丰富的体育专业知识，比

较了解体育相关知识，也比较了解举重的基本情

况，能够较为深入地认识到举重所面临的困境；与

此同时，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相对不太认同举重

在体育中能够受到足够的重视。

表５　江永县初中生体育认知的城乡差异比较（Ｍ±ＳＤ）

乡镇初中生

（Ｎ＝１３８）

县城初中生

（Ｎ＝１９０）
Ｐ值

举重专业知识 １０．２５±４．３３７ ８．２４±２．９３１ ０．００１

认知影响基线水平测试 ９．２９±２．４１４ ８．９３±２．５１９ ０．３５５

认知影响程度测评 １２．０７±３．３６６ １４．３７±２．８１７ ０．０００

由表５可知，乡镇初中学生与县城初中学生比
较，体育认知中的举重专业知识和认知影响程度测

评有非常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１），在举重专业知识
方面，乡镇初中生的平均值高于县城初中生的平均

值，而在认知影响程度测评方面，乡镇初中生的平

均值低于县城初中生的平均值，这说明乡镇的学生

相对于县城的学生来说，对举重的知识了解的多

点，但是对体育运动的认知和其产生的的影响不够

了解。其原因可能是举重项目适合能吃苦耐劳的

孩子，体校的举重运动员大多数来自乡镇，讨论举

重的相关话题比县城多，但忽略了举重项目的认知

影响。在认知影响基线水平测试中，乡镇与县城没

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乡镇的体育认知影响基线
水平测试的平均值高于县城的体育认知影响基线

水平测试的平均值。这说明江永县的举重项目还

没有拿到奥运金牌之前，乡镇的学生对举重还是有

一定的认识，虽然认识的不够全面，但是高于县城

的学生。

（三）地方优势竞技项目对江永县初中生体育

情感的影响

体育情感是个人对体育活动在评价基础上产

生的情绪情感体验。［８］在此，研究地方优势竞技项

目对初中生体育情感的影响主要从举重项目对初

中生体育运动本身、信息和消费情感三个方面来

考虑。

由表６可知，在体育运动本身情感影响的测评
中，被调查的学生“同意”的选择率为３７．２％，“不
确定”的选择率为３２．０％，而“不同意”的选择率为
３０．８％。总体而言，三者所占的比例都在３０．０％以
上，“同意”的比例最大。

在体育信息影响的测评中，被调查的学生中

“同意”的为 ４３．５％，“不确定”的选择率平均为
２９２％，差不多达到３０．０％，而“不同意”为２７．２，
选择“同意”的学生占多数。

在体育消费情感影响的测评中，被调查的学生

中“同意”之和为 ３１．６％，“不确定”的选择率为
２８４％，而“不同意”的选择率之和为４０．０％，选择
“不同意”学生占最大比例。

这样的结果表明，在举重取得良好成绩的影响

下，在情感倾向上愿意投身到体育活动之中的初中

生还是占有一大部分人群，且他们也愿意参加体育

锻炼和参与体育比赛，愿意学习一些体育运动技

能，关注体育明星的信息和状态，但并不愿意在购

置体育器材、观看体育比赛等需要额外经济支出的

活动上投入更多的钱，这些都可以说明初中生这个

年龄阶段的学生有着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有针对

的、有目标的理性消费，更愿意对自己感兴趣的方

面花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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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举重对江永县初中生体育情感影响的基本情况（％）

完全同意 比较同意 不确定 不太同意 完全不同意 合计

体育运动本身的情感 １３．１ ２４．１ ３２ ２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更愿意参加体育

锻炼
１８．３ ２３．２ ２９．３ １８．９ １０．３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参与体育比赛的热

情提高了
１４．６ ２３．８ ３２．３ ２３．２ ６．１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特别希望市里或县

里多举办一些举重比赛
７．９ ２３．２ ３３．５ ２３．８ １１．６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更愿意学习一些举

重技能。
１１．６ ２６．２ ３２．９ １５．９ １３．４ １００

体育信息的情感 １２．２ ３１．４ ２９．２ １５．９ １１．３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更喜欢观看体育节

目、新闻或者举重比赛。
１２．８ ２９．９ ３０．５ １４．６ １２．２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更喜欢关注体育

明星
１１．６ ３２．９ ２８．０ １７．１ １０．４ １００

体育消费的情感 ９．０ ２２．６ ２８．４ ２０．９ １９．１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更喜欢体育用品

（服装，器材等）
１５．９ ２２．６ ３１．１ ２１．９ ８．５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更愿意购买体育

彩票
６．１ １９．５ ２７．４ １８．３ ２８．７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更愿意花钱去观看

体育比赛
４．９ ２５．６ ２６．８ ２２．６ ２０．１ １００

表７　江永县初中生体育情感的性别差异比较（Ｍ±ＳＤ）

女生（Ｎ＝１８２） 男生（Ｎ＝１４６） Ｐ值

本身情感 １２．１５±３．５１５ １２．６３±３．５０６ ０．３８９

信息情感 ６．１４±２．０４２ ６．６０±２．２２８ ０．１７１

消费情感 ７．９９±２．６５２ ８．９３±２．８８４ ０．０３１

由表７可知，在体育情感各维度上，江永县的初
中男生和女生除了消费情感外差异都不显著（ｐ＞
００５）。本身情感和信息情感的平均值，男生得分高
于女生，这说明在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的影响下，

男生在情感上更加愿意参加体育锻炼、更加愿意关

注体育信息，这可能与男生天生就比女生好动有直

接的关系，喜欢运动，对体育方面的信息也就关注的

多，这种体育态度是良好的，有利于影响学生的体育

行为。在体育情感中的消费情感方面，初中男生和

初中女生的体育情感上有一定程度的差异（ｐ＜
００５），且男性的体育消费情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
性。这样的结果表明，在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的

影响下，男生更愿意花钱进行适当体育消费和购买

体育用品、服饰进行体育锻炼。相比而言，女生的体

育消费较低，女生更有计划的理性消费。

表８　江永县初中生体育情感的城乡差异比较（Ｍ±ＳＤ）

乡镇初中生

（Ｎ＝１３８）

县城初中生

（Ｎ＝１９０）
Ｐ值

本身情感 １１．５８±３．２５１ １２．９４±３．５９３ ０．０１４

信息情感 ６．０４±２．１５２ ６．５７±２．１０２ ０．１２０

消费情感 ９．０７±２．５４０ ７．９３±２．８７４ ０．００９

由表８可知，乡镇初中学生与县城初中学生比
较，体育情感中的本身情感、消费情感有明显的差

异（Ｐ＜０．０５），其中消费情感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Ｐ＜０．０１），在本身情感方面，乡镇初中学生的本
身情感平均值低于县城初中学生的消费情感平均

值，表明了县城的初中生参加体育锻炼、参与比赛

的热情和学习体育技能在江永县取得良好成绩的

带动下会比乡镇的初中生对体育本身的情感强烈。

在消费情感方面，乡镇初中学生的消费情感平均值

高于县城初中学生的消费情感平均值，这说明乡镇

的学生空余时间的娱乐方式还比较局限，故体育活

动也就成为他们比较有兴趣的娱乐活动。因此，乡

镇的消费情感高于县城的消费情感。而在信息情感

方面，乡镇初中学生与县城初中学生比较没有明显

差异（Ｐ＞０．０５），虽然乡镇信息情感的平均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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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县城信息情感的平均值。在只能说明县城的有关

体育方面的信息丰富，通讯传播速度快，传播媒介

较发达，故在这体育信息方面县城比乡镇的初中学

生有优势。

（四）地方优势竞技项目对江永县初中生体育

动机的影响

表９　初中生体育动机影响的基本情况

完全同意 比较同意 不确定 不太同意 完全不同意 合计

体育内部动机 １８．２ ２６．５ ３０．７ １５．８ ８．８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更想通过体育锻炼

来增强体质
２１．９ ２４．４ ２９．３ １６．５ ７．９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更想通过体育运动

充实自己，提高修养水平，丰富人生
２０．１ ３１．７ ２４．４ １６．５ ７．３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更想通过体育运动

来实现身体的健美
１５．９ ２６．２ ３２．９ １７．７ ７．３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更想把参加体育活

动作为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
７．９ ２６．８ ３５．４ １８．３ １１．６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更想通过体育活动

来消除内心疲劳，缓解心理
１９．５ ２５．０ ３２．３ １４．１ ９．１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更想通过体育活动

来磨练自己的意志
２４．４ ２４．４ ３１．７ １１．０ ８．５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你更想通过体育活动

和朋友、同伴交流，增加社会交往
１７．７ ２６．８ ２８．７ １７．０ ９．８ １００

体育外部动机 １４．２ ３０．９ ３１．９ １４．８ ８．２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更多的人意识到参加

体育比赛可以赢得荣誉
１３．４ ３３．５ ２９．３ １４．０ ９．８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更多人认识到参加体

育比赛可以赢得奖金获得个人利益
１２．８ ２８．０ ３５．４ １４．６ ９．２ １００

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后，更多的人更想通过参

加体育比赛来为集体或江永县争光
１６．４ ３１．１ ３１．１ １５．９ ５．５ １００

　　由图表 ９可知，在体育内部动机影响的测评
中，被调查的学生中“同意”的选择率之和达到了

４４．７％，“不确定”的选择率为３０．７％，而“不同意”
的选择率之和为２４．６％，“同意”占最大比例。

在体育外部动机影响的测评中，被调查的学生

中“同意”的选择率之和达到了４５．１％，“不确定”
的选择率为３１．９％，而“不同意”的选择率之和为
２３％，“同意”所占的比例最大。

这样的结果表明，江永县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

绩影响了初中生体育动机，对学生的内部动机产生

了积极影响，促使他们更愿意通过体育活动锻炼体

质，缓解学习压力，丰富交往能力。而且，在随着体

育快速发展的时代，大家最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是，奥运会和重大体育赛事的举办，使得体育已经

上升了一个层次，它不仅仅关乎个人成就，而且它

与国家的荣誉息息相关，绝大多数学生认为重大的

体育赛事与自己利益及于集体的利益有关系。说

明这些学生正确的认识了体育的影响和魅力。

表１０　江永县初中生体育动机的性别差异比较（Ｍ±ＳＤ）

女生（Ｎ＝１８２） 男生（Ｎ＝１４６） Ｐ值

内部动机 ２３．０８±６．１３６ ２３．０４±５．３０３ ０．９６９

外部动机 ９．６９±２．３３７ １０．０４±２．７４６ ０．３８１

由表１０可知，男生和女生体育动机的影响差
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体育内部动机方面，虽然女
性的得分高于男性，但差异不显著，甚至连平均值

都相差无几，在体育外部动机方面，地方优势竞技

项目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也无差异。这样的结果

表明，在举重项目的影响下，女性与以前相比，体育

内部动机增强。男生和女生在地方优势竞技项目

对体育动机的影响方面差异不显著。分析其原因

可能是：思想观念随时代不断的进步，男女地位逐

渐平等，主观意识上的性别差异日益缩小，女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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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在许多领域有相同的机会。并且在学校体育

中，男生和女生所受的教育一样，都有相同的机会

参加学校的体育活动，女生参加体育锻炼的队伍不

断壮大。因此性别因素对学生的体育动机的影响

作用不大。

表１１　江永县初中学生体育动机的城乡差异比较（Ｍ±ＳＤ）

乡镇初中生

（Ｎ＝１３８）

县城初中生

（Ｎ＝１９０）
Ｐ值

内部动机 ２１．５５±４．６２９ ２４．１６±６．２６１ ０．００３

外部动机 ９．４１±２．６３６ １０．１７±２．４０４ ０．０５６

由表１１可以看出，乡镇初中学生与县城初中
学生在体育动机上的差异比较，内部动机有非常明

显的差异（Ｐ＜０．０１），县城初中生的平均值高于乡
镇初中生的平均值，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江永县县城

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生活水平较高，活动的

范围更加的广阔，导致县城的学生见识和眼界都高

于乡镇的学生。在外部动机上乡镇初中学生与县

城初中学生的比较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虽然县
城的初中生的平均值高于乡镇的学生，但是两者相

差不大，现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县城和乡镇的生

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人们的各种价值观念等也都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县城和乡镇的初中学生

慢慢的从物质方面的需求渐渐地变成追求精神层

面上的需求，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实现社会的

价值，为集体争光。

　　四　结论

（一）在体育认知上，初中生对举重知识了解的

较少，且在江永县没有获得金牌之前，初中生对举

重的相关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了解度有限，

举重获得金牌后则被调查人员更愿意关注体育相

关知识和举重相关知识。男女生、城乡、不同年级

差异比较中，初中男生与女生的差异不显著，县城

与城乡的差异显著。

（二）在体育情感上，因江永县举重取得良好成

绩，在情感倾向上愿意投身到体育活动、体育信息、

体育消费之中的初中生还是占有一大部分人群。

男女生、城乡、不同年级差异比较中，初中男生与女

生在消费情感中有显著差异，县城与城乡的比较差

异较为显著。

（三）在体育动机上，举重项目取得良好成绩影

响了初中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被调查学生一部

分人认识到了参加体育活动的意义，并且更愿意参

与体育活动、制定体育锻炼计划。男女生、城乡、不

同年级差异比较中，初中男生与女生的差异不显

著，县城与乡镇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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