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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定量表
中文版及其信度效度研究

张杰许亮文 陈钊娇黄仙红马海燕刘婷婕余红剑 顾防

【摘要】 目的编制适合中国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特点的中文版测定量表，并评价其

信度和效度。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对杭州、武汉、西安3个城市3600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用Cronbach’S c【系数和分半信度检验其信度；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其结

构效度，用条目一维度相关系数(nc)、维度间相关系数、总分与维度间的相关系数检验内容效度。

结果中文版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定量表的Cronbach’S q系数为O．888，改变策略、决策

平衡正向效应、决策平衡负向效应、自我效能4个维度的Cronbach’S a系数分别为0．880、0．706、

o．552和O．839；总量表的分半信度为o．85 1，各分半信度在o．559～o．876之间；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显示：3个维度的条目全部被纳入，且累计贡献率均大于40％；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绝对拟合

优度指标GFI=0．972、AGFI=0．958、RMSEA=0．032(90％Cl：O．030～0．034)均满足条件，且模型

拟合较好；IIC结果显示，4个维度与所含条目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的范围分别为0．396～

0．700、0．470。0．709、O．696～0．771和0．665～0．813，各维度之间有较弱到中度的相关关系，r值范围

为0．386～0．935；不同变化阶段的改变策略、决策平衡、自我效能得分不同提示健康干预要有阶段

性、针对性。结论 中文版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定量表在中学生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

度，在整体上适用于国内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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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develop a suitable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psychological scale

for the Chinese adolescents and to evaluate its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MetlIotis A total of 3600

iunior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and tested through multistage sampling method．Reliability was

assessed。using Cronbach’S a and split-half reliability；whil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ere used to test its validity．with entries-dimension correlation

coe币cient(IIC)，correlation coe伍cient between the scores and the dimension，the dimension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est content validity．Result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ies for total

scale score(Cronbach’SⅡ=0．888)，Cronbach’S a of four domains were 0．880，0．706，0．552 and

0．839．respectively．The four-domain split．efficacy relialolilities were ranged between 0，559 and 0．876．

Data from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the entries were all

inclusive：the cumulmive contribution rate was more than 40％．Results from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mat the absolute fit measures of GFI=0．972，AGFI=0．958，RMSEA=0．032

(90％凹：0．030—0．034)could satisfy the condition while the model fit was beRer．The results of IIC

showed：in the four dimensions，and the contained entries between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伍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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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 were 0．396—0．700．0．470—0．709．0．696—0．77l and 0．665—0．813，while other dimensions from

weak to moderate relationships．the r value range was from 0．386 to 0．935．With the change of the

phase changing process，decision balance，self-efficacy scores were differently prompting the

health—related intervention periodically and pertinently．Conclusion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Adolescent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psychological scales(Chinese version)’were good，and

could be used to measure the adolescent’S physical training behavio卜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Adolescent；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psychological；Measurement scale

青少年超重和肥胖发生率近年明显增高，引起

青少年肥胖的原因很多⋯，但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

体育锻炼过少是引起青少年体重指数增高、高脂血

症、超重或肥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很多部门和

学者都在积极鼓励或通过强制手段让青少年参加体

育锻炼㈨1。

研究表明，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存在明显的行

为变化阶段，具有一定的变化程序b圳。美国医学会

(TTM)专家认为，对青少年进行肥胖相关行为干预

之前，要对青少年饮食和锻炼行为现状、所处行为阶

段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开展针对性的健康干

预，可提高健康管理效果b“]。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专门制定了青少年社会心理一体育锻炼量表，该量表

已被证实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能够很好地测定青

少年的体育锻炼行为及行为过程心理变化n1。中国

也有学者提出，了解中国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变化阶

段、改变策略、决策平衡和自我效能，对加快培养青

少年具有良好的锻炼行为至关重要聃1。但目前尚未

有相关量表及其量表的信度效度评价相关报道，本

研究旨在形成中文版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

定量表，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对象与方法

1．量表翻译及制作：本量表基于跨理论模型，借

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制定的青少年社会心理一体

育锻炼量表，经授权后按规定程序将英文版翻译成

中文，同时结合我国文化和青少年行为特点加以修

改量表的维度和条目池，在预试结果良好的情况下

编制成中国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定量表。

测定量表每项条目均采用Likert量表5级评分法度

量，l～5分别表示“从不／一定不会”、“极少／可能不

会”、“偶尔／中立”“经常／可能会”、“总是／一定会”。

问卷包括青少年人口学调查、体育锻炼活动量、

锻炼行为变化阶段、锻炼行为改变策略、锻炼行为决

策平衡、锻炼行为自我效能。其中：①锻炼行为变化

阶段：条目为“你一直以来每周活动5天且每次活动

60分钟以上吗”，A：不会，在接下来6个月我没有打

算(前意识阶段)；B：不会，但接下来6个月我有这个

打算(意识阶段)；C：不会，但接下来30天内我有这

个打算(准备阶段)；D：会，这一习惯在近6个月刚形

成(行动阶段)；E：会，我已经保持这一习惯超过6个

月了(维持阶段)。②锻炼行为改变策略：15个条

目，反映青少年在行动时的想法、行为和当在做决定

时的感受一]，包括经验过程因子和行为过程因子。

条目如：“我查找一些体育活动的相关信息”等。③

锻炼行为决策平衡：是个体在做出行为改变时对知

觉利益和知觉障碍的权衡口’，量表由“正向效应”、

“负向效应”两部分共10个条目组成。如果前者大

于后者就会对行为改变有正强化作用。“正向效应”

条目如“体育锻炼会帮助我保持健康”；“负向效应”

条目如“如果人们看见我做体育活动我会觉得尴

尬”。④锻炼行为自我效能：自我效能代表了特定情

境下，人们拥有的信心能够应对高危险而不是回退

到不健康行为或高危险习惯中n⋯，量表由6个条目

组成，用以评价青少年增加体育锻炼运动量的信

心。条目如“即使在感到伤心或有压力时仍坚持做

体育活动”等。

2．现场调查：2012年3—5月，按东、中、西地域

分布，选择杭州、武汉、西安3个城市，采用多阶段抽

样方法分别抽取初中和高中共12所学校，对3600名

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学生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3448份，其中初中1986份，高中1462份，有效回收

率为95．7％。参加调查的男生1806人(52．4％)，女生

1642人(47．6％)，平均年龄(14．85±1．46)岁。

3．质量控制：调查员经培训合格后，由带教教师

到其所在班级教室给学生发放问卷，学生自行完成

问卷中要求的内容，调查员可根据学生的需要，对问

卷给予适当解答。

4．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

库，数据进行双录入。使用SPSS 17．0与AMOS 4．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Cronbach’S 0【系数用于检验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Spearman．Brown公式R=2d(1+r)
检验分半信度。先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初步检验量表

的结构效度，进一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该量表

的结构效度，用条目一维度相关系数(IIC)、维度间相

关系数、总分与维度间的相关系数检验其内容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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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分析各维度与总量表相关

性的男女性别组间差异。

结 果

1．内部一致性和分半信度检验：一般认为，

Cronbach’S 0【系数>／0．7时属于高信度，即条目之间

内部一致性很好，0．5、<Cronbach’S 0【系数<0．7时，

属于尚可n“。本量表4个维度中体育锻炼改变策略

维度Cronbach’S cc系数最高(0．880)，体育锻炼决策

平衡负向效应维度Cronbach’S 0【系数最低(0．552)，

其余维度的系数均>0．7。

采用奇偶分半的方法，对量表中的条目分为两

部分，分别计算奇数项和偶数项的得分之和，根据

Spearman—Brown公式计算分半信度值n“。结果显

示总量表、改变策略、决策平衡正向效应、自我效能

的分半信度均好，决策平衡负向效应维度的分半信

度一般(表1)。

2．体育锻炼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分别对改

变策略、决策平衡、自我效能做

Bartlett球形检验和l；0ⅥO检验，

Bartlett值分别为17 731．774

(P<0．001)、6323．391(P<

0．001)、71 16．389(P<O．001)，

KMO值为0．920、0．791、0．874，

说明该量表中的各维度均适

合做因子分析，且各维度的所

有条目全部被纳入(表2)。

3．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

定量表的结构方程模型：利用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量表总体

拟合程度一般要结合多个指

标：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

拟合优度指数(AGFI)的值在

0～1之间，越接近1，该模型越

好，一般>0．9时，认为模型能

拟合观测数据；比较CFI>0．9

表示模型拟合较好；近似误差

均方根(RMSEA)<0．05，且

RMSEA的90％可信区间上

限<0．08，表示拟合较好，结构

效度较好口⋯。木量表统计显

示，总量表和分性别组的GFI、

AGFI、规范拟合指数(NFI)、

Tucker-lewis指数(TLI)、比较

表1量表及各维度的Cronbach’s n系数和分半信度

CFI均>0．9，RMSEA均<0．04，说明量表有较好的

结构效度(表3)。

4．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定量表内容效度检验：

采用条目一维度相关系数、维度间相关系数、总分与

维度间相关系数分析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

定量表的内容效度。其中改变策略维度中条目“我

认为我周围的环境会影响我的体育活动量”与改变

策略的相关系数为o．396、条目“我会留意做了多少

体育活动”与改变策略的相关系数为0．492、条目“我

的朋友或家人鼓励我做体育活动”与改变策略的相

关系数为0．489；决策平衡正向效应维度中“做体育

活动时我需要从父母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与正向

表2体育锻炼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条目 系数特征值甏雾
改变策略行动过程我制定备用计划确保自己进行体育活动 O．756

我设定体育活动的目标 o．728

我留意做了多少体育活动 O．644

我查找一些体育活动的相关信息 0．638

我在家摆放一些提醒我运动的物品 0．623
3．953

当发现自己偏离体育活动时重新执行计划 O．619

当我做体育活动时我会奖励自己 O．581
50．020

我想办法克服体育活动中的阻碍以增加体育活动O．520

我做能让体育活动变得更有趣的事情 0．510

我尝试不同种类的体育活动因此我有更多的选择0．492

经验过程我试着考虑体育活动带来的益处 O．81 7

我认为我将在体育活动中得到好处 0．805
}3．050

我告诉自己体育活动的好处0．788

我的朋友或家人鼓励我做体育活动0．484

决策平衡正向效应体育锻炼会帮助我保持健康 0．525

我做体育活动父母会感到高兴 0．624

我需要学习相关知识 0．65l

做体育活动我感觉很好0．697 2．454

我需要从父母那里得到帮助 0．536
46．519

和朋友一起玩我很开心0．478

做体育活动我觉得更有活力 0．596

负向效应人们看见我做体育活动我会觉得尴尬 0．538

我不喜欢做体育活动带给我的感觉 O．708 2．198

做体育活动使我和朋友相处的时间减少 O．707

自我效能 即使在感到伤心时仍坚持做体育活动 0．643

在一周中我会抽出大部分时间做体育活动 0．750

当家人希望你做其他事情时仍坚持做体育活动 0．711
3．340 55．669

即使在周末也早起做体育活动 0．765

即使有很多作业要做，仍坚持做体育活动 0．822

即使下雨或炎热仍坚持做体育活动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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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效应的相关系数为0．470。其余条目与所属维度的

相关系数均>0．50，其中改变策略、决策平衡正向效

应、决策平衡负向效应、自我效能4个维度与所含条

目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的范围分别为0．396～
0．700、0．470—0．709、0．696～0．771、0．665～0．813，以

上相关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维度问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决策平衡的负向

效应与改变策略、决策平衡正向效应、自我效能、总

量表得分之间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一0．22 l、一0．23 1、

一0．180、一0．119。除此之外各维度之间相关性r值的

范围为0．386～0．599；4个维度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

性范围为一0．119。0．935，见表4。

表4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量表的内容效度(r值)

维度 綮藩。案蒿轰蔫，。誊篙曩墨，袅琵总量表础厘
策略(正向效应)(负向效应)效能思里砥

5．不同变化阶段改变策略、决策平衡和自我效

能得分情况：通过方差分析得出不同变化阶段的改

变策略、决策平衡和自我效能的得分不同(F=

77．442，P=0．000；F=14．784，P=0．000；F=29．498，

P=0．000；F=135．544，P=0．000)。随着变化阶段的

提高改变策略、自我效能提高，负向效应和正向效应

的变化不明显(表5)。

表5不同变化阶段上改变策略、决策平衡、

自我效能得分情况(孑±s)

维度 前意识阶段意向阶段 准备阶段行动阶段维持阶段

改变策略40．771 10 45 46．07±10．03 46．604-9．80 50．864-2．55 44．504-10．94

负向效应6．834-2．24 6．444-2．13 6．424-2．18 5．934-2．29 6．064-2．73

正向效应25．134-3．95 26．464-3．79 26．73_+3．6226．404-4．21 26．894-4．66

自我效能13．444-4．87 16．254-5．02 16．224-4．91 16．98+5．21 19．864-6 07

讨 论

2010年全国青少年体质与健康调查结果显示，

肥胖与超重检出率在城乡青少年中都有所增加，在

中老年身上才出现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与肥

胖相关的“现代病”在青少年中发病率明显上升，原

因之一是体育锻炼时间严重不足¨“。针对这一现

象，在反思青少年自身体育锻炼不足的同时，更应探

究我国青少年体育锻炼健康教育方面的明显不足。

跨理论模型认为，人的行为变化并非一次性的，

需跨越一系列阶段；不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大多

数人会停留在行为改变的前期(如有意识无行动阶

段)；根据人群所处的行为阶段不同应采取不同的行

为转换促进策略，促使其形成良好的健康行为和向

保持健康行为阶段转换”5I。已有研究证明，贯穿行

为变化阶段和改变策略中自我效能和决策平衡能影

响人行为的选择、实施和坚持【1“。因此，了解青少年

各个变化阶段的改变策略、自我效能和决策平衡现

状，对建立青少年体育锻炼健康教育和干预措施至

关重要。本研究借鉴国内外青少年社会一1、2"理一体育

锻炼量表，根据中国文化、青少年行为特点修改量表

的维度和条目池，经过专家咨询、现场调研最终确定

中文版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定量表。

研究结果显示量表维度条目间具有较好的一致

性，所有条目的从属性较好且呈正相关。而决策平

衡负向效应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和分半信度较低

(o．552、0．559)可能是由于此维度包含条目数过少

(仅3条)而致。

本调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量表内容条目对

维度的解释程度，结果显示体育锻炼量表的改变策

略、决策平衡和自我效能的所有条目全部被纳入且

累计贡献率均>40％，说明本量表具有很好的结构

效度¨”。改变策略维度包含经验过程和行为过程两

个公共因子，经验过程集中体现认知情感对行为的

影响；行为过程提供行动所需“工具”。二者在不同

行为阶段的重要性不同，并将行动与心理相结合更

好地促进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向健康行为阶段发

展。决策平衡维度分为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分别

用来说明青少年对体育锻炼的态度及心理因素。自

我效能集中体现了青少年面对环境性诱因的情况下

坚持体育锻炼的自信心。改变策略体现了个体的行

为改变过程，决策平衡和自我效能反映影响人们行

为改变的因素。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目的是检验量表结构效度

的适切性和真实性n⋯。本研究结果显示绝对拟合度

指标中，GFI、RMSEA均满足条件，模型拟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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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

度，同时与原量表的结构模型一致，保证了量表的

等价性。

本量表中改变策略维度和决策平衡中少数条目

与所属维度呈弱相关，其余条目与所属维度均呈中

强度相关。同时维度之间及维度与总量表相关性分

析显示，4个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程度大于4个维度

间的相关程度。提示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各

条目基本能代表所属维度的主题，且各维度均较好

地代表量表所需测量的内容。

为更好地研究改变策略、决策平衡、自我效能在

不同变化阶段的分布情况，本研究通过方差分析得

到各维度在不同变化阶段的均值不同，改变策略、自

我效能随着阶段的提高随之上升，负向效能和正向

效能变化趋势不太明显，这也许与两者条目较少有

关。这一结果提示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进行干预必须

针对不同的变化阶段提出针对性、个性化的健康教

育和健康促进措施。

本研究以跨理论模型为基础，将青少年体育锻

炼行为看作是一种多元的技巧活动而非一成不变的

教条，结合心理社会角度更加全面分析青少年体育

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同时信度效度检验结果显

示，中文版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测定量表在中

学生中运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分半信度，且

其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均支持量表设计的科学性，

在整体上适用于国内中学生体育锻炼行为一心理的

测量。由于初三、高三年级学生面临升学考试，课业

压力较重，未纳入研究，该量表是否适用于压力大的

毕业生尚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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