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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感知的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与学校
幸福感的关系探究:坚毅品质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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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341名初中生和343名高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了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

坚毅人格和学校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对学生的坚毅品质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2)学生的坚毅品质对其学校幸福感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3)学生感知的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对学校幸福感具

有积极的正向(+)影响;4)坚毅品质在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和学校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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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学校体育是帮助学生在体育学习和体育锻炼过程中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重要途径,也是健全学生人

格、培养学生美好品德的有力抓手.蔡元培早在1920年提出的“健全人格,首在体育”,正是对体育价值最深

刻的诠释.学校体育所承载的这种“外塑体格、内塑人格”的价值功能,决定了它与学生所获得的学校幸福感

是密不可分的.学校幸福感是学生通过学校活动而产生的心理满足感和积极的情绪状态,它主要包括自我效

能感、心理安全感、学习活动愉悦感、环境满足等4个组成要素[1].已有研究表明:学生的学校幸福感与学习

投入[2]、学业发展[3]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可见,提升学生的学校幸福感有利于学生积极的课程参与,进而

激发学生的学业成就表现.
影响学生学校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教学氛围是影响学生学校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教师自主性支持

是影响学生自主性需求和学校幸福感的重要因素[4],它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从学生的角度看待问题,接受其

意见,了解其想法,并尊重其选择的行为.有学者认为教师自主性支持能够促使学生获取更高的幸福感,激发

其自主学习动机[5];能够有效预测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学业自我概念[6],并能通过学习愉悦感和课堂满意度

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7].此外,人格也是预测个体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坚毅(Grit)是人们对长期目标的坚持和

热爱,在实现自己设定目标的过程中即使遇到失败,经历挫折,也不会轻言放弃并坚持不懈地努力克服困难

的心理、人格特性,其主要由努力持续性和兴趣一致性两个子因素构成[8].有学者认为,坚毅是有助于个体取

得学术成就、保持健康心态、获取主观幸福感,对个体生活、学习及工作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的必备素养之

一[9].也有学者认为,具有较高水准坚毅品质的学生对学校幸福感的感知水平更高[10].
教师自主性支持与坚毅品质也具有相关性.例如,有学者认为学生对学业的努力和兴趣始于教师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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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支持,它能激发学生产生学习兴趣和乐趣、内在目标和内在价值等动机资源[11].还有学者认为教师自主性

支持能够增进学习者的心理安宁感,也是增加其学业拓展力量和对学习目标坚持努力的重要因素[12].因此,
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和学生的坚毅品质以及学校幸福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国内相关研究较少.鉴于

此,本研究旨在阐明体育课堂上学生感知的教师自主性支持、坚毅品质以及学校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探究体

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和坚毅品质对学校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探索塑造学生坚毅品质、提升学校幸福感的有效方

案,为我国中学体育教学提供理论支持.

2 研究假设

为探究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学生的坚毅品质对学校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本研究进行了如下假设:

H1: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对坚毅品质的培养具有正向(+)积极的影响;

H2:学生的坚毅品质对学校幸福感具有正向(+)积极的影响;

H3: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对学校幸福感具有正向(+)积极的影响;

H4:学生的坚毅品质在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对学校幸福感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选取河南省郑州市龙湖一中、郑州市第107中学、开封市求实中学、开封市第五中学共4所学校的初、高
中生为调查对象.为确保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采用现场发放、当场回收的形式,通过便利抽样(con-
veniencesampling)方法抽取初中生和高中生各360名,共计72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除去不诚实回答的

36份,实际有效问卷684份,有效回收率为95%.具体情况如表1.
表1 调查对象的统计分析结果

Tab.1 Statisticalanalysisresultsofrespondents

类别
初中

人数 比例/%

高中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166 48.7 164 47.8

女 175 51.3 179 52.2

年级 一年级 107 31.4 118 34.4

二年级 118 34.6 112 32.7

三年级 116 34.0 113 32.9

总计 341 100 343 100

3.2 调查工具

1)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量表

本研究使用的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的问卷是以 WILLIAMS等[13]的问卷为基础,对其内容修订后使用.
该量表的信度指数Cronbach'sα系数为0.902,大于0.7.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因素的负荷量介于

0.668~0.857(>0.5)之间,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标:χ2=12.662,df=5,NFI(NormedFitIndex)=0.994,TLI
(Tucker-Lewisindex)=0.993,CFI(Comparativefitindex)=0.996,RMSEA=0.047(<0.08).该修订后的

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
2)坚毅品质的量表

本量表是以美国学者DUCKWORTH等[8]的坚毅量表为基础,对其内容修订后使用.该量表的信度指

数Cronbach'sα系数为0.800,大于0.7.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因素的负荷量介于0.668~0.798(>
0.5)之间,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标:χ2=170.693,df=34,NFI=0.942,TLI=0.937,CFI=0.953,RMSEA
(Root-Mean-SquareErrorofApproximation)=0.077(<0.08).该修订后的坚毅品质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

结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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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幸福感问卷

本量表是在KIM等[14]的学校幸福感量表基础上,对其内容修订后使用.该量表的信度指数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大于0.7.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因素的负荷量介于0.643~0.886(>0.5)之间,模型的

整体拟合指标:χ2=416.578,df=98,NFI=0.934,TLI=0.937,CFI=0.949,RMSEA=0.069(<0.08).该
修订后的学校幸福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

4 研究结果

4.1 测量工具的信效度检验

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教师自主性支持、坚毅品质与学校幸福感3个自陈量表进行测量,故会因为数据来源、
测量环境、评分者以及量表本身的性质等因素导致数据共向变异,即产生共同方法变差.为了排除偏差干扰,
对数据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共同方差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将所有测量项目进行主成分分

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7个,第一因子的最大解释变异量为30.602%,小于偏差临界值

(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测量工具的信效度检验结果

为了探究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坚毅品质和学校幸福感之间的结构关系,对本研究的测定模型进行了验

证性因素分析(CFA),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Tab.2 Resultsofconfirmatoryfactoranalysis

因素 题目 B β 标准误差 t 组合信度(CR) 平均方差提取量(AVE) Cronbach'sα

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 S1 1.000 0.836 0.301 — 0.904 0.654 0.902

S2 1.058 0.855 0.269 27.222***

S3 1.097 0.840 0.294 26.163***

S4 1.069 0.823 0.323 25.183***

S6 0.811 0.675 0.544 19.232***

坚毅品质 G1 1.000 0.995 0.010 — 0.814 0.696 0.800

G2 0.635 0.634 0.598 21.266***

学校幸福感 H1 1.000 0.792 0.373 — 0.819 0.603 0.916

H2 1.017 0.707 0.500 17.517***

H3 1.024 0.826 0.318 20.312***

H4 — — — —

χ2=74.869,df=33,p=0.000,NFI=0.977,TLI=0.982,CFI=0.987,RMSEA=0.043

  注:G1.努力持续性;G2.兴趣一致性;H1.自我效能感;H2.环境满足;H3.学习活动愉悦感;H4.心理安全感;***P<0.001.

  本研究中,教师的自主性支持是单维度变量,而坚毅品质和学校幸福感是多维度变量.通过计算变量题

目的平均值可以反映相应的维度,再通过各维度说明变量.因此,研究中直接用努力持续性和兴趣一致性来

说明坚毅品质,自我效能感、环境满足、学习活动愉悦感和心理安全感等维度来说明学校幸福感.已有研究指

出学校幸福感可以从学校满意度、在校积极情感和在校消极情感等方面进行测量[1].因此本研究中环境满

足、自我效能感、学习活动愉悦感等因素反映了满意度和积极情绪的情况,而心理安全感维度主要反映负面

情绪的问题,学校幸福感相应地被描述为一个积极的情感状态,是环境因素的总和与个人需要、对学校期望

协调所得到的和谐结果[15].并且本研究主要从积极方面研究学生的学校幸福感,因此本研究删除了心理安

全感这一维度.修正后的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其结果:χ2=74.869,df=33,NFI=0.977(>0.95),

TLI=0.982(>0.95),CFI=0.987(>0.95),RMSEA=0.043(<0.08),各个模型的适配度指标都在标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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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且各测量题目的标准化负荷量均在标准值0.5以上,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为了对测量工具的收敛效

度进行检验,对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进行计算,结果显示CR为0.814~0.904,AVE为

0.603~0.696,所有指标均符合标准(CR>0.7,AVE>0.5),说明该测量工具收敛效度良好.
3)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表3 相关关系分析结果

Tab.3 Resultsofcorrelationanalysis

因素 均值 标准误差 S G H

S 3.961 0.948 0.809

G 3.623 0.666 0.197** 0.834

H 3.976 0.749 0.400** 0.460** 0.777

  注:S表示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G表示坚毅人格,H表示学校幸福感;对角线数值对AVE的平方根;**p<0.01.下同.

  如表3所示,各变量的相关系数0.197~0.460(p<0.01)均小于平均方差提取量(AVE)的平方根,说明

该测量模型具有区别效度.此外,对各测量变量的信度分析,各因素的Cronbach'sα指数区间为0.8~0.916,
均在标准值以上.
4.2 中介作用分析

1)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估计

构建了以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为潜在自变量,学生的坚毅品质为潜在中介变量,学校幸福感为潜在因变

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的适配度指标:χ2/df=2.269(<5),GFI=0.979(>0.9),NFI=0.977(>0.9),

TLI=0.982(>0.9),CFI=0.987(>0.9),RMSEA=0.043(<0.08),SRMR=0.033(<0.08),均符合适配指

标的标准值.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建立的结构模型具有良好拟合指标,模型结果具有说服力.
各变量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1)表明:第一,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对学生的坚毅品质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β=0.290,P<0.01);第二,学生的坚毅品质对学校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64,P<
0.001);第三,体育教师的自主性支持对学校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80,P<0.001);因此,假说

H1,H2,H3成立.

2)坚毅品质的中介作用检验

为了探究结构模型中潜在变量中介作用的显著性,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分析.Bootstrap法是通

过多次间接效果值的估算结果,形成间接效果值的分配,进而运用信赖区间的概念求出间接效果的信赖区

间,如果该信赖区间未包含0,则可判定中介作用显著[16].
结果如表4所示,学生的坚毅品质在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和学校幸福感关系中的间接效果值为0.163,

并且BC和PC的95%的信赖区间都不包括0,p<0.05,说明坚毅品质在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和学校幸福感

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此外,从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到学校幸福感的直接效果值为0.208,BC和PC的

95%的信赖区间都不包括0,p<0.05,直接效果显著.因此,坚毅品质在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和学校幸福感的

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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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介作用一览表

Tab.4 Resultofmediationeffecttest

效果 路径 Estimate
95%ConfidenceInterval

BC/PC BC PC

间接效果 S→G→H 0.122 0.001/0.001 0.118~0.213 0.117~0.213

直接效果 S→G 0.260 0.001/0.001 0.179~0.339 0.182~0.342

S→H 0.208 0.001/0.001 0.143~0.275 0.143~0.275

G→H 0.468 0.001/0.001 0.398~0.550 0.395~0.544

总效果 S→H 0.330 0.001/0.001 0.253~0.411 0.253~0.411

  注:BC.Bias-correctedmethod;PC.Percentilemethod;S.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G.坚毅;H.学校幸福感.

5 讨 论

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对坚毅品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体育教师赋予学生自主性选择权力越大,学
生就越容易坚持自己的学习目标,并持续保持体育学习的兴趣.这一结果与LEE和KANG的研究[17]结果一

致,即教练给予跆拳道选手的自主性支持度越高,选手对于自己竞技目标付出的努力持续度就越高.此外,教
师自主性支持是衡量和预测学生课程参与和努力行为的核心要素,对加强学生学业努力持续性和保持学习

兴趣一致性具有积极作用.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教学环境和教学活动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

因素.师生之间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学生的持续努力.因此,体育课上教师应该赋予学生自主决策和选择的权

力,尊重和支持学生的意见、想法和观点,促进师生关系的良性发展.
坚毅品质对学校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学生的坚毅品质水平越高,对学校生活的适应性和满

足度就越高.坚毅水平较高的学生其思维的转变能力较强,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能够摒弃消极的想法,积极

地思考并解决问题.JEONG[18]的研究表明坚毅品质对大学生的生活满足感具有积极的影响,支持本研究的

结果.并且坚毅品质与生活满足、追求幸福的态度以及安宁感等因素具有一定的相关性[19-20].为了提升学生

的学校幸福感,教师有必要改善体育课程内容、素材以及教学器具,不断更新和丰富教学内容以及形式,提升

学生对体育课的好感度和兴趣度.此外,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基本情况,设置具有一定难度的练习,提高学

生的挑战意识,培养学生克服困难的勇气,并通过解决问题来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能够充分适应学校

生活,提高学校幸福感.
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对学生的学校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教师给予学生的自主性支持度越

高,学生对学习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就越强.文献[21]指出,教师的自主性支持对学生的心理安定感具有

显著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此外,CHIRKOV等[5]的研究结果显示:教师的自主性支持与学生幸福感呈现显著

的正向相关性.因此,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本着“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着眼于如何建立和改善课堂

上师生间的良好关系,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心理,关爱并公平对待每位学生.
坚毅品质在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和学生的学校幸福感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说明学生感知的体育

教师自主性支持不仅能直接影响学校幸福感,还可以通过坚毅品质间接影响学校幸福感.研究表明教师的自

主性支持对坚毅品质具有直接的影响[9].并且坚毅品质对积极的心理情绪、生活满足均有正向相关和积极的

影响[21].这些观点支持了本研究的结论.体育课堂上营造自主性支持的氛围不仅有利于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建

立和发展,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热情和努力.此外,坚毅品质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思维认知的提升,从而提

高学生的幸福感.因此,在自主性支持的课堂氛围中既有利于促进学生坚毅品质的塑造,也有利于学生学校

幸福感的提升,从而使学生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课堂学习中.

6 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的分析和讨论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体育课堂上学生感知的教师自主性支持对其坚毅品质具有

积极的正向影响.第二,学生的坚毅品质对学校幸福感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第三,学生感知的教师自主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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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对其学校幸福感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第四,中学生的坚毅品质在体育教师自主性支持和学校幸福感之间

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结合上述结论,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学校层面.学校可以丰富体育活动形式,提高学校体育活动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加大对体育教师的

职后培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改善教师固化的教学理念;改善过于制度化的工作环境,赋予体育教师更多自

主选择权.
第二,教师层面.体育教师要强化专业知识,提升自身素养,加强科学研究,促进教学多元化,提升教学质

量;融合课程思政教育,传播体育精神,塑造学生坚毅品质;体育教师在设置教学目标和任务时,应遵循因人

制宜的教学原则,教学过程中适当增加任务难度,培养学生勇于挑战的品质.
第三,学生层面.学生应明确自身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学习;善于思考课堂内容,及时反馈问题;学

习面对挫折、失利的处理方法,启发自己成长;通过积极参加比赛来锻炼心智,提升思维,塑造坚毅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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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lationshipbetweenteenageperceivedphysicaleducationteachers'
autonomysupportandschoolhappiness:themediatingroleofgrit

ZhangZhendong1a,LiSongpu1a,b,ZhangWenjing1a,YuanRui2,ZhangXiuli1a

(1.a.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MainCampus);b.ThePublicAdministrationCenterforpost-doctoralstudiesof

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China;2.DepartmentofPhysicalEducation,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1620,China)

  Abstract:Thestudy,whichtook341juniorhighschoolstudentsand343highschoolstudentsasthesubjects,wascon-
ductedbyusingusedaquestionnairesurveymethodtoanalyze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utonomysupport,gritandschool
happinessofphysicaleducationteachers.Theresultswereasfollows:1)thephysicaleducationteachers'autonomysupporthad
apositive(+)effectonthestudent'sgrit;2)thestudent'sgirthadapositive(+)effectontheschoolhappiness;3)thestudent's

perceivingphysicaleducationteachers'autonomysupporthadapositive(+)effectontheschoolhappiness;4)thestudents'grit

playedapartofthemediatingrolebetweenthephysicaleducationteachers'autonomysupportandtheschoolhappiness.

Keywords:teachers'autonomysupport;grit;schoolhappiness;physical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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