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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描述 2019 年中国 9~18 岁汉族儿童青少年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的现况，并分析

其与校内体育活动时间的关系。方法　利用 2019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选取 163 656 名

9~18 岁汉族儿童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使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和 Kruskal-Wallis 检验比较不同人口

学特征和体育活动时间儿童青少年感知运动益处得分、感知运动障碍得分和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比

值的差异，采用 χ2 检验比较儿童青少年校内体育活动时间的差异。建立 log-binomial 回归模型，在调

整个人、家庭和学校等校内体育活动时间影响因素后，分别分析儿童青少年校内体育活动时间与其感

知运动益处得分和感知运动障碍得分，以及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比值之间的关系。结果　儿童青少

年参与身体活动的感知运动益处得分、感知运动障碍得分和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比值的 M（Q1，Q3）分

别为 4.11（3.78，4.78）、2.70（2.10，3.20）和 1.55（1.22，2.07），其中，城市儿童青少年、男生、年龄较小和校

内体育活动时间≥1 h 的儿童青少年感知运动益处得分和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比值更高，且感知运动

障碍得分更低（均 P<0.001）。儿童青少年校内体育活动时间≥1 h 的报告率为 41.4%。log-binomial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当模型中纳入感知运动益处得分与感知运动障碍得分这两个变量时，感知运动益处

得分每增加 1 分，校内体育活动时间≥1 h 的可能性提高 11%（OR=1.11，95%CI：1.10~1.12），感知运动

障碍得分每增加 1 分，校内体育活动时间≥1 h 的可能性降低 15%（OR=0.85，95%CI：0.84~0.85）；当模

型中纳入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比值这一变量时，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比值每增加 1，校内体育活动时

间≥1 h 的可能性增加 12%（OR=1.12，95%CI：1.11~1.12）。结论　儿童青少年的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

水平与其校内体育活动时间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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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erceived exercise benefits and barrier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physical activity time in Chinese Ha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9-18 years.
Methods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2019 Chinese National Survey on Students' Constitution 
and Health and a total of 163 656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9-18 years in Han ethnic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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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Mann-Whitney U test and Kruskal-Wallis test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perceived exercise benefits score, perceived exercise barriers score and perceived exercise 
benefits to barriers ratio in th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physical activity time. The differences in physical activity time in subgroups were compared 
with χ2 tests. log-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time and perceived exercise benefits and barriers. Results　The M (Q1,Q3) of the perceived 
exercise benefits score, perceived exercise barriers score, and perceived exercise benefits to barriers 
ratio in th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ere 4.11 (3.78, 4.78), 2.70 (2.10, 3.20) and 1.55 (1.22, 2.07), 
respectively.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living in urban area, boys, those at younger age and those 
with physical activity time ≥1 hour had higher perceived exercise benefits score and perceived 
exercise benefits to barriers ratio, but lower perceived exercise barriers score (all P<0.001). The 
prevalence of physical activity time ≥1 hour was 41.4% in th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he 
log-binomial model with two variables of perceived exercise benefits score and perceived exercise 
barriers score, for each 1-point increase in the perceived exercise benefits, the possibility of physical 
activity time ≥1 hour increased by 11% (OR=1.11, 95%CI: 1.10-1.12), and for each 1-point increase 
in the perceived exercise barriers, the possibility of physical activity time ≥1 hour decreased by 15% 
(OR=0.85, 95%CI: 0.84-0.85). In the log-binomial model with variable of perceived exercise benefits 
to barriers ratio, for each 1-point increase in the perceived exercise benefits to barriers ratio, the 
possibility of physical activity time ≥1 hour increased by 12% (OR=1.12, 95%CI: 1.11-1.12). 
Conclusion　The perceived exercise benefits and barriers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hysical 
activity tim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China.

【Key words】 Perceived exercise benefit; Perceived exercise barrier; Physical activity; 
Child and adol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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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已被证明对儿童青少年的生理和心

理健康都有很大益处［1-5］。《“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提出，要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确保学生每天体

育活动时间不少于 1 h［6］。目前在中国，儿童青少

年体育活动参与不足的现象仍然较为严重［7］。因

此，了解影响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的因素，并

制定针对性措施，以提高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

的积极性十分必要。健康信念模式认为，感知健康

行为的益处与障碍是影响个体采纳健康行为的主

要因素之一，个体采纳健康行为的可能性与其对健

康行为益处的感知呈正相关，与感知障碍呈负相

关［8］。国外的研究也已经证明，青少年感知运动益

处越高，感知运动障碍越低，越有可能达到每天进

行 1 h 中高强度身体活动的推荐标准［9］。然而在中

国，儿童青少年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和体育活动相

关研究较少。考虑到学校是儿童青少年活动的主

要场所，校内体育活动的组织更容易被接受，因此，

本研究利用 2019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

据，描述中国 9~18 岁汉族儿童青少年的感知运动益

处及障碍，并分析其与校内体育活动时间的关系。

资料与方法

1. 资料来源：选自 2019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

康调研资料。该调研覆盖中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在除西藏自治区外的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中，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汉族学生样

本。即在各调研省（直辖市、自治区）内，根据社会

经济水平随机选择“好”“中”“差”3 个片区，片区内

分城乡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首先确定调研学

校（基本沿用 1985 年的调研学校），再以年级分层，

以教学班为单位整群抽样形成调研样本。9~18 岁

汉族学生根据性别和城乡特征分为 4 类，每岁一个

年龄组，每个片区每类每个年龄组样本量应至少

50 名，最终收集到的样本共 176 740 名。本研究剔

除了校内体育活动时间与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量

表信息不完整的个体，最终共 163 656 名儿童青少

年纳入分析。其中城市学生 82 607 人（50.5%），乡

村学生 81 049 人（49.5%）；男生 82 103 人（50.2%），

女 生 81 553 人（49.8%）；9~ 岁 学 生 64 032 人

（39.2%），13~岁学生 50 788 人（31.0%），16~18 岁学

生 48 836 人（29.8%）。

2. 调查内容与方法：

（1）感 知 运 动 益 处 与 障 碍 ：参 考 既 往 文 献 ，

2019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专家组对感知运

动益处与障碍量表进行了简化与改编［10-11］。感知

运动益处量表包含 9 个条目：“运动能让我更好看”

“运动让我有更多能量”“运动让我觉得更快乐”“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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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让我觉得有趣味”“运动让我能够认识更多朋友”

“运动让我更强壮”“运动让我更喜欢自己”“运动让

我有更好的身体线条”和“运动让我觉得自己更健

康”；感知运动障碍包含 10 个条目：“我没有足够的

时间”“我有太多家务要做”“没有合适的场地”“天

气不佳”“我没有合适的运动服装和鞋”“我不懂运

动的技巧”“我没有合适的运动器材”“我有太多功

课要做”“我没有运动伙伴”和“我不喜欢运动”。以

上各条目均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 分=非常不同意，

2 分=不同意，3 分=不确定，4 分=同意，5 分=非常同

意）。本研究中，感知运动益处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5，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 值

为 0.882，共提取 2 个特征值，解释总方差的 64.3%，

各条目因子负荷为 0.563~0.791；感知运动障碍量

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7，探索性因子分析结

果显示，KMO 值为 0.925，共提取 1 个特征值，解释

总方差的 54.8%，各条目因子负荷为 0.441~0.644。

（2）校内体育活动时间：根据“最近 6 个月，你

在学校平均每天用于体育锻炼的时间是多少？（体

育锻炼指参加的所有体育活动，主要包括课间操、

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这一问题收集儿童青少

年校内体育活动时间。

（3）人口学资料及其他影响体育活动时间的家

庭和学校因素：使用 2019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

调研统一发放的自填式问卷调查参与者的人口学

特征和其他影响体育活动的因素，主要调查内容包

括城乡、性别、年龄、父母对儿童青少年在课余时间

参与体育活动的态度、父母在业余时间是否喜欢参

与体育活动、学校是否存在“挤占”或“不上”体育与

健康课的现象等。同时，经过统一培训的检测人员

采用标准化的测量方法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身高体

重进行测量，并据此评估营养状况。

3. 分析指标和判定标准：

（1）感知运动益处得分、感知运动障碍得分与

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比值：感知运动益处得分为感

知运动益处量表 9 个条目得分的平均分，感知运动

障碍得分为感知运动障碍量表 10 个条目得分的平

均分，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比值=感知运动益处得

分/感知运动障碍得分。

（2）校 内 体 育 活 动 时 间 ：根 据《“ 健 康 中 国

2030”规划纲要》的建议”［6］，将校内体育活动时间

分为<1 h 和≥1 h 组。

（3）营养状况：根据儿童青少年的身高和体重

计算 BMI，计算方法为体重（kg）除以身高（m）的平

方。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WS/T 586- 
2018 学 龄 儿 童 青 少 年 超 重 与 肥 胖 筛 查》［12］和

《WS/T 456-2014 学 龄 儿 童 青 少 年 营 养 不 良 筛

查》［13］对营养状况进行评估。

4. 统计学分析：使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和

Kruskal-Wallis 检验比较不同城乡地区、性别、年龄

和校内体育活动时间的儿童青少年感知运动益处

得分、感知运动障碍得分和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比

值的差异，并使用 Jonckheere-Terpstra 检验分析年

龄与其是否存在线性趋势。同时使用百分比堆积

条形图展示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量表各条目的选

项分布情况。使用 χ2检验比较不同个人、家庭和学

校特征的儿童青少年校内体育活动时间的差异。

由于校内体育活动时间≥1 h 的报告率较高，本研究

采用 log-binomial 回归模型，分析儿童青少年感知

运动益处与障碍与其校内体育活动时间的关系［14］。

参考文献［15-16］，在调整城乡、性别、年龄、营养状

况、父母对儿童青少年在课余时间参与体育活动的

态度、父母在业余时间是否喜欢参与体育活动以及

学校是否存在“挤占”或“不上”体育与健康课等影

响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时间的混杂因素后，以校内

体育活动时间为因变量，模型 1 经共线性诊断后，

纳入感知运动益处得分和感知运动障碍得分进行

分析；模型 2 纳入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比值进行分

析。统计学分析均使用 SPSS 26.0 软件完成，双侧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结 果

1. 中国 9~18 岁汉族儿童青少年感知运动益处

与障碍现况：2019 年中国 9~18 岁汉族儿童青少年

的感知运动益处得分、感知运动障碍得分和感知运

动益处与障碍比值的 M（Q1，Q3）分别为 4.11（3.78，

4.78）、2.70（2.10，3.20）和 1.55（1.22，2.07）。城市儿

童青少年、男生、年龄较小儿童青少年感知运动益

处得分和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比值更高，且感知运

动障碍得分更低（均 P<0.001）。见表 1。

2. 中国 9~18 岁汉族儿童青少年感知运动益处

与障碍量表条目分布状况：在所有条目中，选择“非

常同意”或“同意”的比例最高的 3 个感知运动益处

条目是“运动让我觉得自己更健康”“运动让我更强

壮”和“运动让我有更多能量”。而选择“非常同意”

或“同意”的比例最高的 2 项感知运动障碍条目是

“我有太多功课要做”和“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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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儿童青少年当中，选择“非常同

意”或“同意”比例较高的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条目

与总体基本相同。在感知运动益处的 9 个条目当

中，年龄较小儿童感知到的体育活动带来的社交和

心理益处（如“运动让我觉得更快乐”）更为明显，而

年龄较大青少年对于体育活动带来的身体表现方

面的益处感知更为强烈（如“运动让我有更好的身

体线条”）。在感知运动障碍的 10 个条目当中，“天

气不佳”是 9~12 岁儿童感知到的最大的运动障碍，

而“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我有太多功课要做”是

年龄较大青少年最大的运动障碍。见图 1，2。

3. 儿童青少年校内体育活动时间和感知益处

与障碍的关系：2019 年，中国 9~18 岁汉族儿童青少

年校内体育活动时间≥1 h 的比例为 41.4%。单因

素分析显示，校内体育活动时间≥1 h 与<1 h 的儿童

青少年相比，感知运动益处得分［4.33（3.89，4.89） 

图 1　2019 年中国 9~18 岁汉族儿童青少年感知运动益处条目选项分布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中国 9~18 岁汉族儿童青少年的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情况

特征

城乡

 城市

 乡村

性别

 男

 女

年龄组（岁）a

 9~
 13~
 16~18

合计

调查
人数

82 607
81 049

82 103
81 553

64 032
50 788
48 836

163 656

感知运动益处得分

M（Q1，Q3）

4.22（3.89，4.89）
4.11（3.78，4.67）

4.22（3.89，4.89）
4.11（3.78，4.67）

4.33（3.89，4.78）
4.11（3.78，4.67）
4.00（3.78，4.89）
4.11（3.78，4.78）

Z/H 值

-26.86

-35.75

745.91

P 值

<0.001

<0.001

<0.001

感知运动障碍得分

M（Q1，Q3）

2.60（2.00，3.20）
2.70（2.10，3.20）

2.60（2.00，3.20）
2.70（2.10，3.20）

2.30（1.80，2.90）
2.80（2.20，3.30）
3.00（2.50，3.40）
2.70（2.10，3.20）

Z/H 值

20.16

22.73

16 177.25

P 值

<0.001

<0.001

<0.001

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比值

M（Q1，Q3）

1.59（1.25，2.17）
1.51（1.19，2.00）

1.61（1.25，2.17）
1.50（1.19，2.00）

1.82（1.37，2.50）
1.47（1.17，1.92）
1.39（1.15，1.74）
1.55（1.22，2.07）

Z/H 值

-26.87

-31.41

12 423.46

P 值

<0.001

<0.001

<0.001

注：a Jonckheere-Terpstra 检验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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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4.00（3.78，4.67），Z=42.34，P<0.001］和感知运动

益 处 与 障 碍 比 值［1.75（1.34，2.44） vs. 1.43（1.15， 
1.85），Z=96.10，P<0.001］更高，而感知运动障碍得

分 更 低［2.40（1.90，3.00） vs. 2.90（2.30，3.30），

Z=-95.15，P<0.001］。城乡、性别、年龄、营养状况、

父母对儿童青少年在课余时间参与体育活动的态

度、父母在业余时间是否喜欢参与体育活动以及学

校是否存在“挤占”或“不上”体育与健康课对儿童

青少年校内体育活动时间有影响（均 P<0.001）。

见表 2。

在建立的两个 log-binomial 回归模型中，模型 1 
显示，儿童青少年校内体育活动时间与感知运动益

处得分呈正相关，与感知运动障碍得分呈负相关，

感知运动益处得分每增加 1 分，校内体育活动时

间≥1 h 的可能性提高 11%（OR=1.11，95%CI：1.10~
1.12），感知运动障碍得分每增加 1 分，校内体育活

动时间≥1 h 的可能性降低 15%（OR=0.85，95%CI：
0.84~0.85）。模型 2 显示，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

平与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比值呈正相关，感知运动

益处与障碍比值每增加 1，校内体育活动时间≥1 h

的可能性增加 12%（OR=1.12，95%CI：1.11~1.12）。

见表 3。

讨 论

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不足的问题得到了广泛

关注。在儿童青少年中实施体育活动促进计划，保

证每天的体育活动时间，也已经在各层面的政策文

件中得到明确［6，17-18］。尽管达到每天校内体育活动

时间 1 h 要求的中国儿童青少年比例有所上升，但

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15-16，19］。本研究结果也显示，

2019 年中国 9~18 岁儿童青少年校内体育活动时

间≥1 h 的报告率仅为 41.4%。因此，落实儿童青少

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并识别影响他们参与体育活

动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措施以增

加其时间十分必要。

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时间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除了学校层面对学生体育课程的设置和对体育教

学工作的人员配备与培训和经费支持［15，20］，以及家

庭层面父母对孩子参与体育活动的支持，包括鼓

图 2　2019 年中国 9~18 岁汉族儿童青少年感知运动障碍条目选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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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陪伴、经济支持以及自身的榜样作用之外［21］，本

研究结果还显示，儿童青少年个体的感知运动益处

与障碍对其体育活动时间有显著影响。感知运动

益处越高，感知运动障碍越低，越有可能达到每天

校内体育活动 1 h 的目标。因此，通过健康教育的

方式提高儿童青少年对体育活动益处的认识，并创

设支持性环境，帮助儿童青少年克服参与体育活动

的障碍，可能对增加他们的体育活动时间有益。

本研究结果显示，乡村儿童青少年、女生和年

龄较大儿童青少年的感知运动益处更低，且感知运

动障碍更高。既往研究也指出，这 3 个群体体育活

动时间≥1 h 的比例更低［7，16］。提示了对该群体需要

加强关注。本研究还发现，即使在校内体育活动时

间<1 h 的人群中，也有超过 90% 的个体感知运动益

处得分高于感知障碍得分。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

一致，认为感知障碍对行为的影响可能大于感知益

处［22-23］。因此，除了加强儿童青少年对于体育活动

重要益处的感知，对于他们参与体育活动遇到的相

关障碍的解决与克服，可能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

方面。

虽然不同特征的儿童青少年总体感知运动益

处与障碍水平不同，但通过对具体条目的调查，本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儿童青少年感知

到的运动益处与障碍的重要程度排序大致是一致

的。在感知益处方面，体育活动的健康收益是认可

度最高的，相比之下，对“运动让我更喜欢自己”和

“运动能让我更好看”持“非常同意”或“同意”看法

的比例略低。对于学校和家长而言，在儿童青少年

当中强化体育活动的健康收益是一方面，更重要的

是，要帮助他们在体育活动中获得自信与自我认

同。在感知障碍方面，本研究基本涵盖了既往文献

认为的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的主要障碍因素，包括

其他义务（如学业和功课）、个人障碍（如缺乏兴趣）

以及环境障碍（如天气、场地、运动器材）［11］。本研

究发现，“我有太多功课要做”和“我没有足够的时

间”是儿童青少年最主要的感知运动障碍，尤其是

表 2 不同个人、家庭和学校特征的中国 9~18 岁汉族儿童青少年校内体育活动时间情况

特    征
城乡a

 城市

 乡村

性别 a

 男

 女

年龄组（岁）a，b

 9~
 13~
 16~18
营养状况 c，d

 体重正常

 消瘦

 超重

 肥胖

父母对儿童青少年在课余时间参与体育活动的态度 a，d

 不支持

 支持

父母在业余时间是否喜欢参与体育活动 a，d

 都不喜欢

 至少有一人喜欢

学校是否存在“挤占”或“不上”体育与健康课的情况 a，b，d

 经常存在

 偶尔存在

 不存在

感知运动益处得分［M（Q1，Q3）］

感知运动障碍得分［M（Q1，Q3）］

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比值［M（Q1，Q3）］

体育活动时间

<1 h（n=96 916）

47 258（57.2）
48 674（60.1）

46 736（56.9）
49 196（60.3）

30 233（47.2）
29 864（58.8）
35 835（73.4）

65 286（58.8）
8 176（61.2）

13 660（57.8）
8 775（56.1）

22 664（66.1）
73 092（56.6）

25 387（65.1）
70 384（56.6）

6 729（79.9）
30 838（67.3）
58 349（53.3）

4.00（3.78，4.67）
2.90（2.30，3.30）
1.43（1.15，1.85）

≥1 h（n=67 714）

35 349（42.8）
32 375（39.9）

35 367（43.1）
32 357（39.7）

33 799（52.8）
20 924（41.2）
13 001（26.6）

45 730（41.2）
5 178（38.8）
9 953（42.2）
6 855（43.9）

11 638（33.9）
55 988（43.4）

13 629（34.9）
54 003（43.4）

1 690（20.1）
14 989（32.7）
51 035（46.7）

4.33（3.89，4.89）
2.40（1.90，3.00）
1.75（1.34，2.44）

χ2/Z 值

136.68

195.02

7 818.96

84.31

996.91

881.13

4 251.94

42.34
-95.15

96.10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a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b趋势性 χ2检验 P<0.001；c两两比较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数据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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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较大的青少年。2021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的意见》［24］，“双减”政策的实施，将会为切实

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增加他们的体育活动时间提

供机会。此外，“没有合适的场地” “不懂得运动的

技巧”和“没有合适的运动器材”也是阻碍青少年参

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这些障碍，首先

学校需要加大力度配备体育教师和改善场地器材

建设；其次要加快统筹整合社会资源，通过促进体

育 场 馆 向 学 生 免 费 或 低 收 费 开 放 ，解 决 上 述 问

题［25］。总之，改善儿童青少年的感知运动益处与障

碍，提高他们的体育活动时间，需要政策和政府战

略、社区、学校和父母的共同努力，通过强调体育活

动的重要益处，对主要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帮助

儿童青少年克服参与体育活动的障碍。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使用自填式

问卷收集校内体育活动时间的信息，报告偏倚和回

忆偏倚无法避免，但考虑到本调研样本量较大，客

观测量不具有可行性；其次，本研究只调查了校内

体育活动的时间，未包括课外体育活动时间，对体

育活动的强度也未进行收集；最后，本研究是横断

面研究，仅能观察到感知运动益处与障碍和校内体

育活动时间之间的关联，不能确证因果关系。然

而，本研究为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影响因素的识别

提供了线索，有助于未来在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干

预方案设计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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