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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性对中学生锻炼坚持性的影响机制:
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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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师范大学a.体育学院;b.教育学部,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为考察尽责性与中学生锻炼坚持性的关系及影响机制,采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锻炼坚持性量

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2077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1)尽责性能够预测中学生锻炼

坚持性;2)领悟社会支持在尽责性和中学生锻炼坚持性之间具有中介作用;3)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和中学生锻炼坚

持性之间具有中介作用;4)尽责性通过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的间接作用影响个体的锻炼坚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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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阶段是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社会和学校层面给予了高度重视.然而,近些年国内外相关

调查显示,中学生锻炼不足问题非常突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运动不足比例占整体人群的80%~90%,中途

退出率也在逐年增高[1].如何引导中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并长期养成锻炼习惯,仍是体育与健康领域重要

的研究课题.锻炼坚持性是个体长期坚持、有规律体育锻炼的内隐心理特质和外显行为状态,可通过努力参

与、情绪体验和行为习惯来量化评估[2].通过已有研究发现,虽然中学生体育锻炼坚持性研究较为广泛,但关

于尽责性对中学生体育锻炼的坚持性研究较少,且尽责性与中学生体育锻炼的坚持性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因

素的影响,还需深入探究.因此,厘清中学生锻炼坚持性的影响因素及发生机制,进而采用有效策略提升其锻

炼坚持性,对中学生有规律地参与体育锻炼、维持身心健康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1 研究假设

1.1 尽责性对中学生锻炼坚持性的影响

尽责性也称谨慎性,高尽责性的个体表现出做事严谨、有条理、有计划、能持之以恒、自我控制力强等特

征[3].已有研究表明,高尽责性个体在疾病康复过程中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治疗坚持性,也采取了更多的健康

维护行为,如遵守医嘱、保持健康体重、坚持体育锻炼等[4].然而,关于尽责性与中学生锻炼坚持性的实证研

究较少,早期一项针对大学生样本的研究显示,尽责性与锻炼坚持性呈正相关关系[5].在大五人格中,尽责性

与体育锻炼行为的关系最为密切.根据已有研究可推测,高尽责性的中学生可能会具备高效的自我调节能

力,继而表现出更持久的锻炼行为.由此,提出假设1:尽责性能够预测中学生锻炼坚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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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是中学生锻炼坚持性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整理已有文献后,分别对领悟社

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与中学生锻炼坚持之间的作用进行讨论与分析,并提出假设.
1.2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人格与健康过程理论模型指出“人格除了能直接对个体的健康行为产生影响外,也能通过个体的压力应

对方式及社会功能影响健康行为.”[6]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在需要时对外在社会支持可用性的评价,领悟社

会支持与积极的心理和行为结果关系更为密切,一方面,尽责性能够提升个体领悟社会支持水平[7];另一方

面,领悟社会支持能够提升个体行为的坚持性.例如,家庭和同伴的支持能够预测居家锻炼坚持性,个体领悟

社会支持越多,越能享受更多的运动乐趣.社会生态学模型指出“社会支持能够对个体的体育锻炼行为产生

重要促进作用.对于中学生而言,朋友和同伴是最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他们的言语或行动支持将会直接影

响中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8]根据已有研究可以推测,尽责性除了能够直接影响锻炼坚持性外,还可能通过

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对锻炼坚持性产生间接影响.由此,提出假设2:领悟社会支持在尽责性和中学生锻炼坚

持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1.3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在解释尽责性为什么能够影响锻炼坚持性时,除领悟社会支持外,自我效能感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中介

因素.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人类行为是个人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并通过自我效能感、结果预期和自我

调节行为的相互作用而改变[9].已有研究显示,尽责性与自我效能感存在正相关关系,尽责性能够促进个体

更积极和更努力地完成目标,个体也会产生更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10].在探讨人格与学业表现关系时,有研

究采用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方法验证了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与学业表现之间的中介作用[11].在尽责性与健

康促进行为之间,自我效能感也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一项研究表明,尽责性、自我效能感在青少年体育锻

炼中起着关键作用,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特质、自由跑练习者神经质与冒险行为之间起显著中介效应[12].高
尽责性的学生具有目标导向,在体育锻炼中表现出较强的自信心,自我锻炼的效能和认同感也较强,为此可

能具备了较高的锻炼坚持性.由此,提出假设3: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和中学生锻炼坚持性之间起到中介

作用.
1.4 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锻炼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证据指向“外向性的人选择了体育锻炼”,而本研究结合相关证据提出“尽责性的

人更容易坚持体育锻炼”,并提出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两条中介路径.已有研究表明,尽责性的人格特

质对身体活动的影响与感知的行为控制、情感态度和锻炼意图有关.人格因素可能积极预测身体活动,因为

这与帮助人们从事身体活动相关的性格或行为有关[13].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所感受到的他人支持,如情

绪鼓励、物质帮助和支持性信息等,可提升个体自我效能感.”[14]根据已有研究,自我效能感在同伴支持和青

少年锻炼坚持性间起中介作用[15].在教育学领域,教师支持和同伴支持可通过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进而影

响学习坚持性[14];在运动医学领域,患者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得分越高,身体活动水平也越高.尽责

性低的患者较少制定健康计划,而尽责性高的患者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进而表现出对健康运动的依从性[16].
通过查阅与整理文献后,尽责性、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是中学生锻炼坚持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尽责性除

了直接影响中学生锻炼坚持性外,还可能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来影响锻炼坚持性.综合而言,提出

假设4:可能存在“尽责性→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锻炼坚持性”这一链式中介路径.尽责性影响中学

生锻炼坚持性的内在机制可能为:高尽责性中学生更容易感知到来自父母、同伴和教师的外在支持,从而对

自己的行为能力抱有更强的信念,因此在体育锻炼中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坚持性.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

选取河南省8所中学初一到高三的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其中郑州市2所(郑州龙门实验学校、
郑州市第三十九中学),新乡市3所(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乡市铁路第二中学、新乡工程学院附属学

校),安阳市1所(安阳市第一中学),开封市1所(河南大学附属中学),商丘市1所(商丘市第一中学),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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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问卷2207份,回收并剔除无效问卷后,共收集到2077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1%.其中,男生

1068人,女生1009人,初一402人,初二606人,初三487人,高一280人,高二186人,高三116人.
2.2 工具

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本研究采用王孟成等编制的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17],选取问卷中关于

尽责性测量的8个题目,包括7道正向计分题目和1道反向计分题目,采用6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

6表示“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尽责性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9,但在反向计分处理后,验证性因子

结果提示反向计分题目因子载荷不显著,故将其删除,测量模型拟合:χ2/df 为14.304,CFI为0.984,TLI为

0.972,RMSEA为0.080,SRMR为0.021,结构效度较好.
锻炼坚持性量表.本研究采用王深等编制的锻炼坚持性量表[18].该量表由14个题目构成,共3个维度,

包括行为习惯(第1~4题,α=0.838)、努力投入(第5~9题,α=0.925)和情绪体验(10~14题,α=0.922),
如“我每次参加体育活动时间至少1小时”“我会尽量排除干扰来坚持体育锻炼”等.量表采用5点计分,1表

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6,验证性因子分析测量模型拟合:χ2/

df 为10.612,CFI为0.970,TLI为0.963,RMSEA为0.068,SRMR为0.032,结构效度较好.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由ZIMET等人编制,后经姜乾金译制修改,形成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的中文版

本[19].量表由12个题目构成,包括3个维度,家庭支持(第3、4、8、11题,α=0.876)、朋友支持(第6、7、9、

12题,α=0.897)和其他人支持(第1、2、5、10题,α=0.881).量表采用7点计分,1表示“极不同意”,7表示

“极同意”.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5,验证性因子分析测量模型拟合:χ2/df 为15.997,CFI为

0.956,TLI为0.943,RMSEA为0.085,SRMR为0.037,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由Schwarzer等人编制,中文版由王才康等翻译修订[20],量

表为单一维度,由10个题目构成,量表采用4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正确”,4表示“完全正确”.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0.933,验证性因子分析测量模型拟合:χ2/df 为15.479,CFI为0.967,TLI为0.953,

RMSEA为0.083,SRMR为0.033,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
2.3 程序与数据处理

由于被试地域分布较广,由作者委托各中学校长、教务主任及班主任进行问卷调查,对委托人进行问卷

调查程序的说明,以教学班的形式开展调研,要求使用统一指导语.问卷全部采用匿名方式,告知被试调研所

获数据不涉及个人隐私,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采用JASP_0.14.1软件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量表的信度

和效度检验,采用 Mplus_8.3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模型拟合与中介效应.采用Bootstrap法估计

中介效应,保证统计效力.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采取的是中学生自陈式问卷测量,为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特采取双因子模型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

检验.首先,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构建一阶模型(M1),之后构建双因子模型(M2);然后,将两个模型的拟合

指数进行对比,发现ΔCFI为0.025,ΔTLI为0.021,ΔRMSEA为-0.005,均小于0.03[21],且ΔSRMR为

0.035,拟合后的指数没有明显改善,SRMR指数出现恶化[22],说明构建后的双因子模型未优于一阶模型,可
认为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为探究尽责性、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与锻炼坚持性的关系,对这些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及相关

性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尽责性与锻炼坚持性、领悟社会支持及自我效能感之间具有一定联系.
尽责性与锻炼坚持性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与领悟社会性、自我效能感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

性;领悟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与锻炼坚持性均存在显著

的正向相关性.此外,性别与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存在负相关性,年级与他人支持存在负相关性,就整体而

言,性别、年级与尽责性、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锻炼坚持性之间无明显显著相关性.因此,不将性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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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作为协变量纳入链式中介模型中.这一结果为后续检验中介效应提供基础,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

感在尽责性和中学生锻炼坚持之间可能存在中介作用.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

Tab.1 Descriptivestatisticsandcorrelationmatrixofeachvariable

序号 变量 M±SD 序号1 序号2 序号3 序号4 序号5 序号6 序号7 序号8 序号9 序号10 序号11 序号12

1 性别 - 1

2 年级 - 0.033 1

3 尽责性 4.33±0.88 -0.011 -0.042 1

4 锻炼坚持性 3.82±0.84 -0.112 -0.0020.595** 1

5 习惯 3.80±0.90 -0.044 0.021 0.478** 0.859** 1

6 投入 3.79±0.91 -0.088 0.001 0.588** 0.944**0.750** 1

7 体验 3.92±0.89 -0.162 -0.0230.537** 0.901**0.621** 0.792** 1

8 领悟社会支持 5.33±1.06 -0.03 -0.0250.520** 0.535**0.421** 0.502**0.518** 1

9 家庭支持 5.54±1.62 -0.017 -0.0110.461** 0.445**0.336** 0.426**0.433** 0.895** 1

10 朋友支持 5.44±1.15 -0.014 0.021 0.411** 0.444**0.363** 0.395**0.441** 0.824**0.581** 1

11 他人支持 5.21±1.23 -0.047* -0.072**0.493** 0.517**0.407** 0.496**0.489** 0.909**0.767** 0.607** 1

12 自我效能感 2.63±0.73 -0.104** -0.0350.683** 0.542**0.415** 0.520**0.521** 0.506**0.425** 0.438**0.467** 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3.3 假设模型检验

为有效控制测量误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主要检验锻炼坚持性作为因变量时,
探索模型的拟合情况.在 Mplus_8.3软件中设定模型并检验,本研究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df 为10.87,

p<0.001,CFI为0.93,TLI为0.92,RMSEA为0.07,SRMR为0.04,达到拟合标准.从图1可见,尽责性正

向影响锻炼坚持性(γ=0.36,p<0.001).尽责性正向影响领悟社会支持(γ=0.57,p<0.001),领悟社会支持

正向预测锻炼坚持性(γ=0.29,p<0.001),即尽责性能够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对锻炼坚持性产生

影响.尽责性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γ=0.64,p<0.001),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锻炼坚持性(γ=0.16,p<
0.001),即尽责性能够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影响锻炼坚持性.就整体来看,尽责性分别通过领悟社会

支持和自我效能感来影响锻炼坚持性,也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锻炼坚

持性.该模型属于链式中介模型.
采用Bootstrap法检验尽责性与锻炼坚持性之间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设定Bootstrap抽样5000次.从

表2可见,各路径的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以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为17%(95%置

信区间,CI为[0.13,0.19]),以自我效能感中介的间接效应为10%(95%置信区间,CI为[0.07,0.14]),以领

悟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为1%(95%置信区间,CI为[0.01,0.02]).这说明领悟社会支持和

自我效能感分别在尽责性和锻炼坚持性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中学生在参与体育锻炼中,尽责性之所以

能够影响个体的锻炼坚持性,与领悟社会支持有密切联系,学生通过寻求家长、朋友等方面的支持,获得更高

的锻炼坚持性.同时,学生也通过个体对体育锻炼的认知和自我激励,进而增强体育锻炼中的坚持性.

4 讨 论

锻炼坚持性的提升对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提出“尽责性的人更容易坚持体育锻

炼”这一命题,并通过链式中介模型探讨了尽责性如何影响中学生锻炼坚持性.结果表明,尽责性可以通过领

悟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中学生锻炼坚持性.尽责性、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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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锻炼坚持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中学生持续参与体育锻炼发挥着重要作用.

4.1 尽责性对中学生锻炼坚持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尽责性与中学生锻炼坚持性的直接效应显著(见表2),假设1得到验证.这与锻炼心理学领域的早期研

究结果较为一致,即中学生尽责性水平越高,锻炼坚持性水平越高[5],自觉程度较高的个体在剧烈体育锻炼

后表现出更好的认知功能和积极情绪[23].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学生锻炼行为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

少,尤其是青少年时期[24].该阶段的学生由于决策能力薄弱、学业压力大、缺乏重要人际支持等因素,锻炼次

数会出现明显下降.然而,对于高尽责性的中学生而言,他们更有组织性、计划性、谨慎性及自律性,以成就为

导向,在锻炼中遇到困难时往往会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寻求教师、同伴及家长等利益相关者的帮助,以解决

锻炼中的难题.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尽责性维度》题项中,高尽责性的中学生大多选择“一旦确

定了目标,我会坚持努力地实现它;我是个倾尽全力做事的人”等积极正面的选项,说明高尽责性的中学生在

体育锻炼中倾向于积极、主动,而低尽责的中学生往往倾向于被动或退出锻炼的意向.
表2 模型效应分解及偏差校正Bootstrap95%置信区间

Tab.2 Modeleffectdecompositionsanddeviationscorrectionbootstrap95%confidenceintervals

路径 标准化效应 效果量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尽责性→锻炼坚持性 0.28 100% 0.23 0.33

尽责性→领悟社会支持→锻炼坚持性 0.57×0.29≈0.17 60.71% 0.13 0.19

尽责性→自我效能感→锻炼坚持性 0.64×0.16≈0.10 35.72% 0.07 0.14

尽责性→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锻炼坚持性 0.57×0.16×0.16≈0.01 3.57% 0.01 0.02

4.2 领悟社会支持在尽责性和中学生锻炼坚持性间的中介作用

尽责性除了对中学生锻炼坚持性有直接影响外,还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对锻炼坚持性产

生影响(见表2),假设2成立.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尽责性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正相关[7].说明高尽责性中

学生可以感知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这为他们坚持体育锻炼提供了较大的帮助.体育锻炼能带来诸多心理效

益,如积极情绪的产生、心理韧性的提升等,而在体育锻炼中往往会遇到各种压力与挑战,短时间内可能产生

负面情绪,但通过家长、同伴、教师的鼓励与支持克服这些困难,进而提升个体的锻炼坚持性[25].家长作为学

生的第一任教师,对中学生的责任心和健康行为的培养起到关键作用.同伴间共同的体育爱好、沟通交流,无
疑促进了中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发展.教师在中学生良好体育锻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师的专业素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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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格等都会对学生体育锻炼习惯产生影响.随着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对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

高要求.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体育教育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教师作为中学生成长的人生导师,应该深

入理解新课程标准的内涵,构建新的知识体系,为中学生尽责性和体育锻炼坚持性的培养营造良好的氛围.
4.3 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和中学生锻炼坚持性间的中介作用

此外,表2还验证了假设3.这与文献[26]一致:自我效能感是预测锻炼行为的最有效指标之一.这种有

效性不分性别、种族和体质状况,自我效能感也能够提升锻炼坚持性,并影响着尽责性与锻炼坚持性的关系.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否完成任务所进行的判断,中学生在体育锻炼中自我效能感越强,越有利于

个体坚持锻炼习惯的养成.梁三才等[27]认为“个体尽责性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正相关性,高尽责性的个体具

有较强的能力感,自我效能感是个体能力、心理和态度的倾向,高尽责性的个体往往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

感.”根据已有研究,尽责性→自我效能感→锻炼坚持性,尽责性能正向预测中学在体育锻炼中的自我效能

感,自我效能感能正向预测学生的锻炼坚持性.由此可知,高尽责性的学生具备较强的自信心和认同感,在体

育锻炼中通常表现出自律、有计划、主动性等特征,更容易理解体育的价值与内涵,进而在体育锻炼中会凸显

出更强的行为信念,相信自己能够坚持锻炼,为此获得更高的锻炼坚持性.
4.4 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与中学生锻炼坚持性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最后,通过Bootstrap方法验证了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对中学生锻炼坚持性正向效应

中的链式中介作用(见表2),假设4被验证.证实了尽责性的人格特质不仅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的

单独中介来显著预测中学生锻炼坚持性,还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的链式中介来共同影响中学

生锻炼坚持性,证明了两个中介变量对于中学生锻炼坚持性形成的意义和作用.已有研究表明,虽然自我效

能感是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领悟社会支持是一个更强的预测因子.领悟社会支持既可以通过自我效

能感的间接作用影响体育锻炼的调节功能,也可以直接使参与者更有可能采取调节策略,之后从事更积极的

身体活动[28].LI等[29]认为“学生领悟社会支持能够正向预测自我效能和自主健身行为.”由此可知,高尽责性

中学生除了具备明确的目标导向外,在体育锻炼中也会通过寻求多种支持方式,如相信家人、同伴及教师给

予的关怀来提升自我锻炼的效能,具备更多的积极情绪,减少挫败感,进而全身心投入体育锻炼中.本研究提

出的链式中介是对尽责性、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与中学生锻炼坚持性关系的整合,中学阶段学生身心

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差异性,在体育锻炼中的表现也是各有不同,除了了解学生外在锻炼行为外,还需关照中

学生体育锻炼坚持性的影响机制.此外,对尽责性较低、领悟社会支持较弱、自我效能不高的群体,进行及时

的教育干预,以促进今后锻炼坚持性的形成.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索了尽责性对中学生锻炼坚持性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尽责性能够预测中学生锻炼坚持性;

2)领悟社会支持在尽责性和中学生锻炼坚持性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和中学生锻炼坚持性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4)尽责性通过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的间接作用影响个体的锻炼坚持性.
5.2 展望

未来期望从以下方面继续深入研究:

1)论证与拓展影响中学生锻炼坚持性的其他因素,如积极情绪、学校管理效能等.
2)扩大样本量和取样范围.
3)采用纵向设计或实验研究,通过多层线性模型、交叉设计等探讨尽责性与中学生锻炼坚持性的因果推

论及各变量的关系.
期望今后的研究能为中学生在体育锻炼中表现更高的坚持性提供参考,为学校和家长及时了解中学生

体育锻炼方面的内容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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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conscientiousnessonexerciseadherenceofmiddleschool
students:achainmediationmodel

LiuXianguoa,JiaJunjieb,ZhangMinghuaa,ZhouHaoa

(a.CollegeofPhysicalEducation;b.FacultyofEducation,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Inordertoinvestigatetherelationshipbetweenconscientiousnessandexerciseadherenceofmiddleschool
studentsanditsinfluencingmechanism,2077middleschoolstudentswereinvestigatedbyusingthesimplifiedversionofthe
ChineseBigFivePersonalityQuestionnaire,exerciseadherencescale,perceptivedsocialsupportscaleandgeneralself-efficacy
scale.Theresultsshowthat:1)conscientiousnesscanbeusedtopredictexerciseadherenceofmiddleschoolstudents;2)Per-
ceptivedsocialsupportplaysamediatingrolebetweenconscientiousnessandexerciseadherenceofmiddleschoolstudents;3)

Self-efficacyplaysamediatingrolebetweenconscientiousnessandexerciseadherenceofmiddleschoolstudents;4)conscien-
tiousnessaffectstheexerciseadherenceofmiddleschoolstudentsthroughtheindirecteffectsofperceptivedsocialsupportand
self-efficacy.

Keywords:conscientiousness;exerciseadherence;perceivedsocialsupport;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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