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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对居民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及净效应
估计:基于倾向值匹配法的分析

周浩,周倩羽

(河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目的]探讨体育锻炼是否能够影响居民的社会适应能力,估计净效应.[方法]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数据中的8925个样本,选择体育锻炼和社会适应能力的相关测量指标,构建OLS回归模型和倾向值配对

模型,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感知等12个变量,估计体育锻炼对居民社会适应能力影响的净

效应,[结果]1)参与体育锻炼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社会适应能力,除人口统计学变量外,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感

知、互联网使用和主观社会阶层均能显著预测居民的社会适应能力,父母教育水平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不显著.
2)体育锻炼对男性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效力高于女性,教育水平越高,体育锻炼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效力越高.
3)体育锻炼对居民社会适应能力影响的净效应落在[0.205,0.214]区间.4)估计的净效应对隐形偏差敏感性很低,结
果的可靠性能够保证.[结论]长期参与体育锻炼能够提升居民社会适应能力,参与体育锻炼与不参与体育锻炼相

比,社会适应能力要高出20.5%~21.4%,体育锻炼能够带来明显的社会适应能力提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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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维持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稳定的心态,拥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是关

键.社会适应能力是个体在与社会生存环境交互作用中的心理适应,是个体心理与环境保持平衡的能力,也
是个体心理成熟与发育的主要标志[1].钟南山院士提出坚持体育锻炼是促进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2].同时,
体育锻炼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休闲娱乐活动,能够产生诸多积极的心理效益.关于体育锻炼与社会适

应能力的研究,国外较多集中于特殊人群,如有心理障碍或智力障碍人群、精神分裂症患者等.国内相关研究

以理论探讨为主,实证研究主要针对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样本量偏小,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有限.
社会适应理论和综合适应发展理论认为,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建立于生活实践的不断学习和探索,而体

育锻炼作为现代生活重要的休闲娱乐活动,能够为个体提供一个人际互动和社会交往的平台,提升其社会适

应能力[3].ELIME等[4]认为,体育锻炼之所以能够对个体社会适应能力产生影响,是由于体育锻炼的社会性

特征,其能够为个体提供更多社会互动机会.此外,锻炼心理学领域研究者普遍认为体育锻炼是身心健康发

展的重要手段,体育锻炼能够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促进个体与他人的情感交流等[5-6].KILLGORE等[7]研究

表明,新冠疫情下经常参与体育锻炼能够提升个体心理韧性,帮助其更好地适应疫情带来的生活环境变化,
而群体性锻炼项目是预防或减少老年人孤独感的有效手段.MOAKE等[8]基于跨压力源适应理论(cross-
stressor-adaptationtheory)解释了体育锻炼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研究认为体育锻炼对身体是一种压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持续的努力,个体会逐渐适应与体育锻炼相关的压力,当人们适应了这种压力,就会建

立起更有弹性的心态.这可以帮助他们管理和应对生活中经历的其他类型的压力.因此,根据已有研究证据

提出假设:体育锻炼能够对居民社会适应能力产生影响.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构建回归模型

和倾向值配对模型探讨体育锻炼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并估计净效应,促进广大居民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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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下更深入地认识体育锻炼的价值,推动体育生活化发展,为“十四五”期间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完善体育

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1 研究设计

1.1 模型与方法

采用资料分析三角互证策略进行模型设计,即在传统统计分析基础上增加附加统计,保证统计推论效

度[9].首先构建OLS回归模型

Si=β0+β1αi+∑
n

j=1βjXji+εi,

其中,Si 为社会适应能力,αi 为个体是否参加体育锻炼的虚拟变量,即αi=1或0,Xji 为控制变量,εi 为误差

项,β0 代表截距项,β1 和βj 代表体育锻炼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个体是否参与体育锻炼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可能导致估计偏差.采用倾向值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计

算体育锻炼对社会适应能力影响的净效应.倾向值匹配通过计算倾向值的方法,将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样本进

行匹配,通过匹配的方法消除异质性引起的样本选择偏误.在本研究中,体育锻炼组的样本为处理组,非体育

锻炼组的样本为对照组.通过Logit回归模型计算倾向值,根据倾向值进行匹配,使样本在是否参与体育锻

炼以外其他特征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将非体育锻炼群体视为体育锻炼群体的反事实状态,从而估计体育锻

炼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净效应.平均处理效应包括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和对照组平均处理效应(Ae).

Ae=E(τ)=E(YT-YC)=E(YT)-E(YC),
其中,E(YT)为参与体育锻炼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E(YC)为不参与体育锻炼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

At=E(YT-YC|Di=1)=E(YT|Di)-E(YC|Di)=1,
其中,E(YT|Di=1)代表参与体育锻炼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E(YC|Di=1)为反事实状态,即如果没有参与

体育锻炼的群体参与了体育锻炼的社会适应能力.
1.2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1.2.1 数据来源

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hinaGeneralSocialSurvey,CGSS)的数据.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自2003年起,项目调研原则上都坚持采用了多阶分层PPS随机抽样,以保证最有效代

表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情况.数据集已被国内外不同领域研究者用于探讨中国人的行为与心理问题.本研究主

要使用2020-10-01发布的CGSS2017年度调查数据,覆盖全国12582个样本.根据研究需要及变量设计,同
时考虑样本量充足,对缺失值予以删除,最终保留有效样本8925个.(作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

据中心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1.2.2 变量设计

处理变量:体育锻炼.在CGSS2017中,A30“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其中

A309为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分别是每天数次、每周数次、每月数次、每年数次、从不.根据国家体育总局

2017年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经常性或规律性体育锻炼应是每周数次标准,将“每天数次”和“每周数次”
划定为体育锻炼组,将“从不”划定为无体育锻炼组.其中,体育锻炼组包含3879人,无体育锻炼组包含5046人.

因变量:社会适应能力.关于社会适应能力的概念性定义较为丰富,但社会适应能力的操作化问题目前

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还未达成共识.如在社会学领域,社会适应能力被操作化为社会理解和交往;心理学

领域则将其理解为通过学习进行自我调节、积极调动社会支持来处理危机和压力.由郑日昌编制的针对学生

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包括人际适应、学习适应和生活适应三个维度[10].研究结合相关研究对社

会适应能力的操作化,以及王玉泽等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社会适应能力的操作

化[11],将社会交往、学习能力、生活适应和社会支持能力作为社会适应能力的测量指标.关于社会交往,使用

CGSS2017中关于社交/串门相关变量.该变量为“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您的空闲时间进行社交/串

门”,1~5代表“从不”至“非常频繁”.关于学习能力,使用CGSS2017中关于学习充电的相关变量.该变量为

“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您的空闲时间进行学习充电”,1~5代表“从不”至“非常频繁”.关于生活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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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选择CGSS2017中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从生活中悟出了许多道理,这使我变得更坚强、更有能力”,

1~6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关于社会支持能力,使用CGSS2017中测量个体帮助他人意愿的变

量,该变量为“我认为经济条件好的人应该帮助经济条件不好的朋友”,1~5代表“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

意”,对该变量进行反向计分处理.
控制变量:为降低选择性偏误(selectionbias)和遗漏变量偏误(omittedvariablebias)造成的估计误差.

模型估计时除了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外(性别、年龄、民族、婚姻、政治面貌、教育水平),在已有理论和研究的

基础上,并结合CGSS数据特征,又选择了同时影响居民体育锻炼行为(选择性偏误)和社会适应能力(遗漏

变量偏误)的变量.具体包括个体层面的身体健康状况和互联网使用、家庭层面的父母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

感知、社会层面的主观社会阶层.
表1 变量描述性信息

Tab.1 Descriptiveinformationofvariables

变量类型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自变量 体育锻炼状态 二分变量,1(有体育锻炼),0(无体育锻炼)0.435 0.496

因变量 社会适应能力 连续变量 2.235 0.637

控制变量 性别 二分变量,1(男),2(女) 1.521 0.500

年龄 连续变量 55.979 16.499

民族 二分变量,1(汉族),2(其他民族) 1.079 0.269

婚姻 类别变量 3.323 1.487

政治面貌 类别变量 1.384 0.958

变量类型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教育水平 教育层级变量 4.904 3.172

身体健康状况 连续变量 3.434 1.123

父亲教育水平 教育层级变量 2.760 2.263

母亲教育水平 教育层级变量 2.123 1.902

家庭收入感知 连续变量 2.521 0.759

互联网使用 连续变量 2.674 1.716

主观社会阶层 连续变量 4.072 1.730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准回归结果

通过OLS回归估计体育锻炼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根据变量性质,共设定6个模型.整体来看,随着

变量的逐渐加入,模型的ΔR2 不断提升(0.166~0.188),说明研究纳入的包括体育锻炼在内的影响因素能够

较好地解释居民社会适应能力的变化.模型1主要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估计结果显示,体育锻炼对社会

适应能力的影响系数为正(β=0.236),说明参与体育锻炼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
从具身认知角度看,身体是心智发展的基础和载体,身体参与了个体认知、思维、意志等心理过程.在身

心一元论视角下,模型2加入身体健康状况变量,使模型的整体解释效力有较大提升.具体来看,居民身体健

康状况越好,将有利于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同时,年龄的边际效应发生较大变化,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年龄

对社会适应能力的正向效应被抑制.这也间接证实社会学领域的共识,即在相对水平下,年龄并非判断个体

社会适应能力的直接因素.个体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感知每上升一个水平,能够推动社会适应能力得分提

升5.1%(p<0.001).在模型2的基础上,模型3考察了父母教育水平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
父母教育水平影响社会适应能力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个体社会化发展首先是从家庭开始,
家庭因素对个体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已有研究提示: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个体社会化发展的最重

要因素.通过父母教养行为,个体获得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态度体系等,但父母教育水平与其教养方

式不存在因果关系.父母教育水平高,并不意味教养方式合理.
模型4加入了家庭收入感知变量,估计结果显示,个体对自己家庭收入的感知水平能够显著预测其社会

适应能力.个体感知到的家庭收入水平每上升一个台阶,社会适应能力的标准化得分会上升6.2%.家庭投资

理论提示,家庭收入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原因在于,高家庭收入能够为个体提供更多的发展

资本,为其发展社会适应能力提供更积极的平台.家庭压力理论则强调了家庭经济压力会增加父母的心理压

力,继而导致不良教养行为的出现,抑制个体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模型5加入了互联网使用变量,估计结果

显示,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个体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证据指向互联网使用与不同年龄群体

的社会适应能力均为正相关关系,合理使用互联网对个体的认知发展、社会网络的丰富和维持、知识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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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具有提升作用.最后,模型6将主观社会阶层纳入方程.从估计结果看,主观社会阶层对个体的社会适应

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0.015).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体感知到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越高,越倾向于

向下比较,而向下比较能够提高个体的同理性,产生更多亲社会行为.
表2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Tab.2 Baselineregressionestimationresults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体育锻炼状态 0.236***(0.014) 0.221***(0.014) 0.216***(0.014) 0.207***(0.014) 0.187***(0.014) 0.184***(0.014)

性别 0.044***(0.013) 0.049***(0.013) 0.048***(0.013) 0.043***(0.013) 0.044***(0.012) 0.041**(0.013)

年龄 -0.003***(4.743e-4) -0.002(4.920e-4) -0.001(5.091e-4) -0.002**(5.092e-4) 7.088e-4(5.596e-4) 5.527e-4(5.609e-4)

民族 -0.028(0.023) -0.022(0.023) -0.022(0.023) -0.026(0.023) -0.016(0.023) -0.014(0.023)

婚姻 0.003(0.005) 0.003(0.005) 0.003(0.005) 0.004(0.005) 0.002(0.005) 0.002(0.005)

政治面貌 0.056***(0.007) 0.054***(0.007) 0.054***(0.007) 0.051***(0.007) 0.049***(0.007) 0.048***(0.007)

教育水平 0.045***(0.003) 0.043***(0.003) 0.037***(0.003) 0.035***(0.003) 0.027***(0.003) 0.027***(0.003)

身体健康状况 0.051***(0.006) 0.050***(0.006) 0.041***(0.006) 0.036***(0.006) 0.033***(0.006)

父亲教育水平 0.011(0.004) 0.010(0.004) 0.007(0.004) 0.007(0.004)

母亲教育水平 0.010(0.005) 0.010(0.005) 0.009(0.005) 0.009(0.005)

家庭收入感知 0.062***(0.009) 0.058***(0.009) 0.044***(0.010)

互联网使用 0.050***(0.005) 0.050***(0.005)

主观社会阶层 0.015***(0.004)

F 154.926*** 233.268*** 189.813*** 178.209*** 172.528*** 160.437***

ΔR2 0.166*** 0.172*** 0.175*** 0.179*** 0.187*** 0.188***

  注:***表示p<0.001.

  需要重点讨论的是,在6个模型中,随着不同变量的加入,体育锻炼对社会适应能力的解释力有所降低,
但一直是最大的.从心理学角度看,体育锻炼能够产生诸多的心理效益,如心理弹性的提升、积极情绪的产生

等.个体在体育锻炼过程中的身体参与性是其他方式不能替代的.进行体育锻炼本身就是一种压力事件.如长

跑过程中,个体需要不断与身体极限抗争,在逃避与坚持之间权衡.再如个体在体育锻炼过程中会遇到与学

习运动技能有关的压力、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挫败感.这些在短期内可能会对个体心理产生

负面影响,但通过自己努力或在同伴的支持下成功克服这些问题后,就能够形成更有弹性的心态.从社会学

角度看,团体性体育项目,如篮球、足球等,增加了个体与他人接触的机会,同时,运动场上培养的竞赛规则、
合作意识、拼搏精神等均具有迁移效应.
2.2 异质性分析

2.2.1 不同性别居民的分组比较

“男女有别”在健康科学领域讨论较多,正视性别差异是促进性别健康平等的必要条件.针对青少年群体

的一项研究显示,男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要显著高于女生[12].这一结果是否能推论至更广泛的群体中,本研究

验证了男性和女性在参与体育锻炼后社会适应能力的差异.
从图1可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体育锻炼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适应能力均具有显著影响.采用似无相

关模型检验分组回归系数差异的显著性,结果表明,体育锻炼对男性和女性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效应差异显

著(p<0.05).从性别视角看,体育锻炼对男性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效力要大于女性.性别角色理论认为,社
会对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角色期待,继而会形成性别刻板印象,潜移默化的性别观念会使男性和女性的生活

习惯和行为方式朝着社会期待的方向发展.对于体育锻炼而言,男性更偏好团体性、对抗性、能够展示自我的

运动项目,如篮球、足球等,而女性则更喜欢参与个体性、强度小、对抗小的运动项目,跑步、羽毛球、瑜伽

等[13].同时,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性决定了参与者在运动中的不同收益.篮球、足球等集体项目,需要参与者相

互配合、协作,随机应变、执行战术.长期参与自然会对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相对于集

体项目,个体项目则更多的是历练个体的心理素质,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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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不同教育水平居民的分组比较

研究关注了不同教育水平下体育锻炼对居民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效应.图2表明,体育锻炼对不同教育

水平居民的社会适应能力均有显著影响,似无相关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分组回归系数存在显著差异(p<
0.05),相对于未接受教育的居民,教育水平越高,体育锻炼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越大.这说明,在探讨体育

锻炼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时,教育水平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调节变量.

部义峰等[14]从社会分层视角,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体育参与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居
民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越高,体育参与的概率越高,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力最大.教育水平可以从

多方面影响居民的体育参与.从教育对个体认知能力提升的角度看,教育水平越高,居民对体育价值的认同

度会越高,对体育锻炼的功能认知会更深入,相应的体育锻炼动机就会越强,继而对体育锻炼行为产生促进

作用.从教育的经济收入效应来看,教育水平与收入呈正相关关系,高收入能够为居民参与体育锻炼提供物

质保障,促进体育消费.不同教育水平带来的这种差异,可能是体育锻炼对不同教育水平居民社会适应能力

影响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2.3 倾向值匹配分析结果

OLS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体育锻炼能够显著影响居民的社会适应能力,但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等

因素有较大可能会对居民参与体育锻炼行为产生影响.此外,根据因果推论的反事实理论,若想推论体育锻

炼能够提升居民的社会适应能力,就需要观察到同一组居民在同一时期内不参与体育锻炼状态下社会适应

能力的变化,而这一反事实状态则不可能被观察到.因此,需要通过倾向值匹配法,为体育锻炼组匹配特征最

为相近的非体育锻炼样本,作为反事实案例,继而估计体育锻炼对社会适应能力影响的净效应,矫正回归模

型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
研究首先使用核匹配方法进行共同支持域假设检验,在8925个样本中,处理组有11个样本不在共同

取值范围内,其余3868个样本均在共同取值范围内,对照组样本均在共同取值范围内.处理组和对照组的

倾向值得分在不同取值范围内均有分布,且绝大部分观测值均在共同取值范围内,进行倾向值匹配仅损失了

少量样本,匹配质量较高.
进一步使用标准偏误绝对值的削减比例评价协变量平衡情况,估计结果表明,性别的标准偏误由匹配前

的7.6%下降至匹配后的4.4%,年龄、民族、婚姻等变量的标准偏误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匹配后均小于

10%.匹配前所有协变量的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匹配后则无显著差异.同时,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偏误

绝对值有明显下降,性别变量降幅为42.2%,其他变量降幅均在70%以上.上述结果说明,通过匹配消除了处

理组和对照组在可观测特征值上的差异,是否进行体育锻炼近似于随机实验,满足条件独立性假设.
为保证匹配的稳健性,在核匹配基础上,采用了1∶1最近邻匹配法、1∶4最近邻匹配法、卡尺内近邻匹

配法和半径匹配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具体而言,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偏误在5种匹配方法下均呈现较大幅度下

降,LR 检验的p 值均不显著,匹配后伪R2 值均明显下降,平衡系数B 均小于15,且0.25<R<2.说明5种

匹配方法下各协变量均衡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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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种匹配方法估计的平均处理效应看(表3),体育锻炼对居民社会适应能力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具体而言,经过倾向值匹配后,体育锻炼对居民社会适应能力影响的净效应落在了[0.205,0.214]区间,且

t检验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参与体育锻炼的居民与不参与体育锻

炼居民相比,社会适应能力高出了20.5%~21.4%,体育锻炼能够带来较为明显的社会适应能力提升效益.
表3 体育锻炼对居民社会适应能力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Tab.3 Meantreatmenteffectsoftheimpactofphysicalexerciseonsocialadaptability

匹配方法 匹配状态 处理组 对照组 ATT S.E. t

核匹配 匹配前 2.455 2.066 0.389 0.130 30.03***

匹配后 2.455 2.249 0.206 0.171 12.01***

最近邻匹配(k=1) 匹配前 2.455 2.066 0.389 0.130 30.03***

匹配后 2.455 2.246 0.209 0.023 9.12***

最近邻匹配(k=4) 匹配前 2.455 2.066 0.389 0.130 30.03***

匹配后 2.455 2.245 0.210 0.189 11.05***

卡尺内近邻匹配(k=4,cal为0.01) 匹配前 2.455 2.066 0.389 0.130 30.03***

匹配后 2.455 2.241 0.214 0.020 10.60***

半径匹配 匹配前 2.455 2.066 0.389 0.130 30.03***

匹配后 2.455 2.250 0.205 0.175 11.75***

  采用 Wilcoxon符合秩检验法和Hodges-Lehmann点估计和置信区间检验法进行敏感性分析.估计结果

表明,当γ 为1时,即不可观测到的隐性偏差导致处理组和对照组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差异有1倍,Wilc-
oxon符合秩检验的上限和下限显著性均小于0.001.当γ 逐步增大上升为6时,即不可观测到的隐性偏差导

致处理组和对照组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差异有6倍,显著性水平仍然小于0.001.同时,当γ 为6时,Hod-
ges-Lehmann点估计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上述指标说明,隐性偏差(主要是未考虑的协变量)导致处理组和

对照组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差异有6倍时,依旧不能改变体育锻炼促进居民社会适应能力提升这一结果,
研究对于隐性偏差敏感性很低,结果的可靠性能够保证.

3 讨 论

研究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中的8925个样本,构建OLS回归模型和倾向值配对模型验

证了体育锻炼对中国居民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并探讨了体育锻炼影响居民社会适应能力在性别和教育水

平变量上的异质性,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果.
第一,体育锻炼对社会适应能力影响的净效应区间为[0.205,0.214].虽然鲜有研究使用大样本数据探讨

体育锻炼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问题,但本研究结果与针对青少年群体得到的证据一致.如颜军等研究表

明,积极从事体育锻炼的青少年更善于与他人交流情感、分享乐趣[6];朱从庆等采用交叉滞后设计验证了体育

锻炼与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因果关系[3].体育锻炼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可以从心理学和社会学双重视角进行解

读.体育锻炼本身也能够表征参与者的某些心理特性,锻炼持续时间能够折射出个体对目标的坚持性,锻炼频率

能够反映出个体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态度,锻炼强度能够反映个体不断追求目标过程中的投入程度.运动与锻炼

心理学大量研究表明,参与体育锻炼能够积累个体的心理资本.已有证据表明,体育锻炼能够增强控制感、能力

感和自我效能感,促进积极的社会互动,改善自我概念与自尊[15].体育锻炼也能够增强个体的韧性,使其能够将

生活中的意外变化视为促进个人成长的挑战或机会,从而增强灵活适应性.体育锻炼不仅能够提升个体的生理

机能状况[16],长期有规律地参与体育锻炼,也能对人的认知功能(工作记忆、执行功能、注意力控制等)产生较大

影响.从社会学角度看,体育锻炼能够有效建构社会资本,拓展人际交往,增加社会互动和交流,集体性运动项目

能够促进人际信任,同时,体育锻炼所构建的场所为人们的社会参与提供更好的平台[17].
第二,居民身体健康状况会影响其社会适应能力,从具身认知视角解释,身体健康不仅仅是个体心理健

康的“生理基础”,更是心智健全的塑造者[18].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作为基础,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也无从谈

起.家庭因素对个体社会适应能力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本研究主要考察了父母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感知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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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父母教育水平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心理学领域大量研究证实,父母教养方式能够影响个体社

会适应能力发展,而父母教育水平并不意味良好的教养方式.从家庭投资理论观点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越高,意味着家庭拥有更多的经济、人力和社会资本可用于个体的发展投资.这对于促进个体社会适应能力

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人群使用互联网的研究证实,合理使用互联网能够提升个体社会适

应能力,原因在于互联网使用能够拓展知识、促进社会参与、降低负性情绪等[19].社会学层面的因素,本研究

主要考察了主观社会阶层的影响.ADLER等[20]研究表明,高社会阶层的人在身体和心理健康方面要优于低

阶层的个体.阶层属性可以影响到个体深层的心理基础,不同阶层所处的文化环境会塑造个体独特的信念,
致使其对外部刺激产生不同的感知,对生活事件采用不同的归因方式,导致其社会适应能力的不同.

第三,研究发现了性别和教育水平在体育锻炼与社会适应能力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体育锻炼对男性社会

适应能力的影响效力要高于女性.这与男性和女性偏好不同类型的运动项目有密切关系.其次,将样本分为未接

受教育、大学教育以下、大学教育及以上3组进行分组比较后发现: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体育锻炼对社会适应

能力的影响效力随之增大,教育水平越高,体育锻炼带来的社会适应能力提升效益越高.社会资源理论和社会阶

层理论认为,教育水平与个体的社会资源相关,教育所带来的收入、社会网络等方面的差异,会对居民参与体育

锻炼产生影响[20].这可能是导致体育锻炼对不同教育水平居民社会适应能力影响效力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4 结 论

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验证了体育锻炼与居民社会适应能力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1)参
与体育锻炼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社会适应能力;2)体育锻炼对男性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效力要高于女性;3)
教育水平越高,体育锻炼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效力越高;4)参与体育锻炼的居民与不参与体育锻炼的居民

相比,社会适应能力要高出20.5%~21.4%.体育锻炼能够带来明显的社会适应能力提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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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physicalexerciseonsocialadaptabilityofresidentsandestimationof
neteffect:Ananalysisbasedonthepropensityvaluematchingmethod

ZhouHao,ZhouQianyu
(CollegeofPhysicalEducation,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Purpose]Toinvestigatewhetherphysicalexercisecaninfluencethesocialadaptabilityofresidentsandtoesti-
matetheneteffect.[Methods]Using8925samplesfromthe2017ChinaGeneralSocialSurveydata,weselectedrelevantmeas-
uresofphysicalexerciseandsocialadaptability,constructedOLSregressionmodelsandpropensityvaluematchingmodels,and
controlledfor12variablesincludingdemographicvariables,physicalhealthstatus,andperceivedhouseholdincome,toesti-
matetheneteffectofphysicalexerciseonresidents'socialadaptability.[Results]1)ParticipatinginPhysicalexercisesignificant-
lyenhancesresidents'socialadaptability.Inadditiontodemographicvariables,physicalhealthstatus,perceivedhouseholdin-
come,Internetuseandsubjectivesocialclassallsignificantlypredictresidents'socialadaptability,andtheeffectofparents'edu-
cationlevelonsocialadaptabilityisnotsignificant.2)Theeffectivenessofphysicalexerciseonsocialadaptabilityishigherfor
menthanforwomen,andthehighertheeducationlevelis,thehighertheeffectivenessofphysicalexerciseonwillbe.3)The
neteffectofphysicalexerciseonresidents'socialadaptabilityfellintheinterval[0.205,0.214].4)Theestimatedneteffectis
veryinsensitivetohiddenbias,andthereliabilityoftheresultscanbeguaranteed.[Conclusion]Long-termparticipationin

physicalexercisecanimproveresidents'socialadjustmentability,andresidentswhoparticipateinphysicalexercisehave20.5%-
21.44%highersocialadaptabilitycomparedwiththosewhodonotparticipateinphysicalexercise,andphysicalexercisecan
bringsignificantbenefitsinimprovingsocialadaptability.

Keywords:physicalexercise;socialadaptability;neteffect;regressionmodel;propensityscorematching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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