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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小学生体育活动对学习投入的影响，并考察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为促进小学生身心与学业

协同发展提供依据。方法：以S市P区996名高年级小学生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使用体育活

动等级量表(PARS-3)、中文版学习投入量表(UWES-S)和心理资本问卷(PPQ)进行测量，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进行统计，最后通过分步回归法检验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

结果：体育活动与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r = 0.121, p < 0.01)。心理资本在体育活动与学习投入间起显著

中介作用，间接效应量为0.129 (体育活动对心理资本的影响β = 0.192, p < 0.001；心理资本对学习投入

的影响β = 0.673, p < 0.001)。结论：提高小学生体育活动有助于增强其心理资本从而对其学习投入起到

正向作用，促进其身心与学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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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hysical activity on learning engagement of primary school stu-
dent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so a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pro-
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hysical, mental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Methods: A total of 996 seni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P district of S city were 
selected to collect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Physical Activity Rating Scale (PARS-3), 
the 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Student (UWES-S) and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PPQ) were used for measurement, and the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
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used for statistics, and finall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was tested by step-by-step regression method. Results: Physical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earning engagement (r = 0.121, p < 0.01).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ed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learning input, with an 
indirect effect size of 0.129 (the effect of physical activity 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β = 0.192, p < 
0.001;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learning engagement β = 0.673, p < 0.001). Conclusion: 
Improving the physical activ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an enhance their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ir learning investment, and promot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
opment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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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身体、心理和学业的协同发展。据笔者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在学校举办

校运会后，部分学生的学习热情有所提高，且一些体育项目获奖的同学平时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都较

强。这引起了我们对体育活动与学习之间关系的兴趣。 
在小学高年级阶段，学生的学业负担变重，在没有体育升学考试的压力下，体育仅仅作为学生的课堂

任务和业余兴趣爱好在进行，且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学业压力的增加，一些学生可能会缩短体育活动时间，

主动或被动选择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学习上，甚至出现“争分夺秒”学习的情况，学生在学习上花了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却并不如人意，15%以上的学生“讨厌学习”、

“讨厌学校”(申继亮，2008)。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且还因为学习活动挤占了原本属于体育活

动锻炼的时间，导致身体素质水平得不到提升甚至下降，出现了“学业”和“体质”双输的局面。 
目前学生学业的沉重负担已经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国家已经出台“双减”政策，以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避免学生和家长一味追求成绩而投入过多的时间精力，减少“内

卷”和厌学现象和由此导致的焦虑、抑郁等问题。“双减”政策落实以来，学生的课业负担的确得到了明

显的改善，尤其是小学低年级阶段，一二年级取消考试，没有家庭书面作业。但对于高年级的小学生来

说，改善效果还有待加强。在中高考没有明显改革的情况下，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面对小升初以

及中考的压力，学习任务较重，仍然承受了较大的学习压力。繁重的学习任务不仅挤占了必要的体育活

动时间，导致身体素质变差，还导致其心理问题频发(王子瑶等，2023)，这些消极影响反而可能降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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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学习投入。那么，在“双减”大背景下，如何在保证学生学习效果的同时，科学合理地使用学生被

“减掉”的时间，以使其身体、心理健康、学习得到均衡发展是本研究关心的话题。 
体育活动是一种以身体运动为主要形式，以提升体能、促进健康、增强体质、调节心理状态、丰富

文化生活、有效利用闲暇时间等为目的的活动。体育锻炼能够增强身体素质已经成为共识，但其与学习

的关系如何，仍需进一步研究。目前的研究集中在体育活动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但学习投入作为学业成

就的预测指标之一，其重要性不容忽视(Furrer & Skinner, 2003)。学习投入这个概念源于 Kahn (1990)提出

的工作投入概念，是在研究工作投入的过程中延伸得来的。Schaufeli et al. (2002)在工作投入的基础上，

首次将这一概念延伸到学习领域，并对学习投入进行了深入解释。他认为学习投入是个体在学习过程中

展现出的一种热情、专注和全神贯注的精神状态，同时保持持续的乐观和积极情绪，包括活力、奉献和

专注三个维度。 
学习投入能更好地反映学生对于学习活动的态度，是衡量学生学习过程质量的一个关键指标(张娜，

2012)。另外，从终身学习的角度看，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情感体验对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发展更有利，

比短期的学业成绩更为重要，这也是我们将“学习投入”作为研究重点的原因。因此，本研究将“学习投

入”作为衡量学生学习状态的一个指标，在本研究中探讨其与体育活动的关系。 
体育活动被普遍认为有益于身体健康，但其对心理资本的影响尚不明确。心理资本，指个体在成长

和发展过程中展现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因而也被叫做“积极心理资本”(Luthans et al., 2006a)，其作为

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可能在体育活动和学习投入之间发挥重要作用。接下来，我们将从文献

研究的角度，去探讨体育活动、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 

1.1. 体育活动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已有研究显示，体育活动与心理资本之间存在正相关。例如，在赵娟(2018)对高职学生的一项研究结

果中显示：“运动频率与总体心理资本及希望、乐观均呈显著正相关(p < 0.05)。运动量与总体心理资本

及自我效能、韧性、希望维度均呈正相关(p < 0.01)，并对它们有正向预测作用。”Fan (2020)对大学生的

研究表明，持续锻炼对心理资本的各个方面都有显着的积极影响。Rodriguez-Ayllon et al. (2019)通过系统

回顾和 Meta 分析，对 114 篇相关文献分析了体育活动干预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体育活动

对 6~18 岁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总体影响虽小但显著。 

1.2. 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目前已有较多研究显示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例如，张金川(2020)经过对高中生心理

资本和学习投入的研究分析，发现高中生的心理资本水平与学习投入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周国

蔚(2022)的研究结果显示初中生的积极心理资本、学习投入都与其学习成绩相关显著；赵慧(2021)的研究

发现，心理资本对学业情绪有着直接的预测作用，心理资本的高低能够显著地影响学生的学业情绪水平；

自我效能感被看作心理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也发现了其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 

1.3. 体育活动与学习的关系 

另外，也有学者从不同方面探究了体育活动对学习活动的可能影响机制，其中 Davis et al. (2011)假设

了一个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体育活动对学习方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体育锻炼可以通过社会心理

因素、体质因素、健康因素等中介变量对学习活动产生影响，从而改善学生的学业表现与心智能力，而

这一路径还可能受到年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别等调节变量的影响。该模型为我们探究体育活动

对儿童的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丰富的思路，但是否成立仍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小学生高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提出一个中介模型(如图 1)，从体育活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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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学习投入三个方面，探讨其关系及其体育活动影响学习投入的机制。 
 

 
Figure 1. Mediation model 
图 1. 中介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基础和研究证据，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心理资本在体育活动

与学习投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研究被试 

被试为 S 市 P 区的高年级小学生，该校为一所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目前共发放问卷 996 份，回收有

效问卷 984 份，有效率为 98.8%。问卷采集了被试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级等。基本情况见表 1。 
 
Table 1. Demographic variables such as grade and gender of subjects in 1a were studied 
表 1. 研究 1a 中被试的年级、性别等人口学变量情况 

类别 
年级 性别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男 女 

n 303 325 356 523 461 

% 30.8 33 36.2 53.1 46.8 

2.2. 研究工具 

2.2.1.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3) 
该量表是由梁德清(1994)引进桥本公雄编制的《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3)》而来，该量表有三个维

度：活动强度、活动时长和活动频率，共计 3 道题目，采用五点计分法，根据程度由轻到重分别以 1~5 分

计分，总分计算公式为：活动强度 × 活动时长 × 活动频率。得分大于 43 分的测试者被归类为高强度活

动水平，得分介于 19~43 分之间的测试者属于中等强度活动水平，而得分在 0~19 分之间的测试者则属于

低强度活动水平。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重测信度为 0.82，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克伦巴赫 α 系数为 0.85。 

2.2.2. 中文版学习投入量表(UWES-S) 
该量表是由方来坛，时勘，张风华(2008)引入了的由 Schaufeli et al. (2002)编制的学习投入量表(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Student, UWES-S)。该量表包含了三个维度，即活力、奉献和专注，共计 17 个问

题，采用七点计分的方式，对各维度分数进行核算，总分越高学习投入水平越高。该量表各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在 0.82~0.95 之间，相关系数显著，并在 0.76~0.77 之间，项目荷载在 0.42~0.81 之间，具有较

好的拟合指标。在本研究中，其克伦巴赫 α 系数为 0.95，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2.2.3. 心理资本问卷(PPQ) 
该问卷是由张阔、张赛和董颖红(2010)结合本土状况在 Luthans, F. et al.编制的《心理资本问卷》的基

础上修订而成的。该问卷包含 26 个题目，涵盖了乐观、希望、自我效能感和韧性四个结构要素。每个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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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采用 7 点评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7 表示“完全符合”。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

个体心理资本越高。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几乎所有项目的因子负荷都在 0.5 以上(平均 0.64)，全问卷的

α 系数为 0.90，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克伦巴赫 α 系数为 0.918，具有较高的可

信度。 

2.3. 统计方法 

运用 SPSS 27.0 进行数据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人口学变量的量表评

分；对体育活动和学习投入量表的得分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运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索体育活动、学习

投入与心理资本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分步回归法对心理资本在体育活动与学习投入之间起到的中介效应

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差异分析 

首先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来探究体育活动和学习投入在性别和年

级不同水平上的差异。所有分析均以 p < 0.05 作为显著性水平的标准。首先检验体育活动、学习投入在

性别和年级不同水平上的差异情况，检验变量均满足近似正态的标准，因此在分析方法上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别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性别差异方面，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男女学

生在体育活动水平上的差异不显著，具体数值为 t = −1.118，p = 0.264。对于学习投入及其各个维度(动机、

精力、专注和总学习投入)，性别间同样未发现显著差异，p 值范围从 0.339 到 0.648。关于年级差异，单

因素方差分析揭示不同年级学生在体育活动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F = 14.428，p < 0.001。进一步的 LSD
多重比较显示，六年级学生的体育活动水平显著高于五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然而，学习投入及其维度在

不同年级间未发现显著差异，p 值范围从 0.743 到 0.967，表明各年级学生在学习投入程度上基本一致。 

3.2. 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变量间的关系。结果如表 2 所示，体育活动、心理资本以及学习投入三个

变量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之间 r = 0.671，p < 0.01，体育活动与

学习投入之间 r = 0.121，p < 0.01。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hysical activity,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表 2. 体育活动、心理资本以及学习投入之间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学习投入 1          

动机 0.94** 1         
精力 0.96** 0.85** 1        
专注 0.96** 0.85** 0.90** 1       

2.心理资本 0.67** 0.66** 0.63** 0.63** 1      
自我效能 0.62** 0.61** 0.59** 0.58** 0.89** 1     

乐观 0.53** 0.52** 0.50** 0.49** 0.84** 0.65** 1    
韧性 0.49** 0.50** 0.44** 0.47** 0.83** 0.70** 0.56** 1   
希望 0.67** 0.65** 0.64** 0.63** 0.86** 0.70** 0.71** 0.57** 1  

10.体育活动 0.12** 0.12** 0.12** 0.12** 0.19** 0.19** 0.13** 0.16** 0.17** 1 

注：*表示 p < 0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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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建立的中介模型，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路径影响关系，其中体育活动为自变量，学习投入为

因变量，心理资本为中介变量。通过 SPSS27.0 用分步回归法进行检验。第一步检验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

独立影响关系是否成立，结果见表 3 中的模型一，调整后 R2 为 0.014，说明体育活动对于学习投入的解

释程度仅为 1.4%，方差分析结果 F = 14.502，p < 0.001，结果显著，说明构建的线性回归模型合适。系数

检验结果显示体育活动 β = 0.121，p < 0.001，说明体育活动对于学习投入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因此

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步要求。第二步检验自变量对于中介变量的影响关系，结果见表 3 中的模型二，

体育活动对于心理资本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β = 0.192，p < 0.001，因此第二步检验的结果也成立。第

三步同时检验体育活动和心理资本对学习投入的综合影响关系，表 3 中的模型三可以看出，体育活动 β = 
−0.009，p > 0.05，对于学习投入的影响关系不显著，说明在中介效应检验中直接效应不显著，心理资本

对于学习投入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β = 0.673，p < 0.001。 
 
Table 3. Psychological capital stepwise regression method of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 3. 心理资本分步回归法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因变量 学习投入 心理资本 学习投入 

指标 β t β t β t 

体育活动 0.121 3.808*** 0.192 6.139*** −0.009 −0.363 

心理资本     0.673 27.915*** 

Adj-R2 0.014 0.036 0.450 

F 14.502*** 37.689*** 402.608***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综合分步回归法的检验结果可以说明心理资本在体育活动对学习投入影响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成立。

通过计算可以知，心理资本在模型中的间接效应量为 0.192 × 0.673 = 0.129。直接效应 = −0.009，总效应 
= 0.121。中介模型见图 2，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果与我们的假设相符，即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心理资本在

体育活动与学习投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Figure 2.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activity on learning engage-
ment through the mediating variable psychological capital 
图 2. 体育活动通过中介变量心理资本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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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体育活动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对 S 市 P 区高年级小学生的调查和数据分析，探讨了体育活动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在学习投入方面表现出更高的水平，即体育活动能够通过改善学生

的身体健康和情绪状态，促进其在学习时的积极参与。这一发现与已有文献中的观察结果一致，体育活

动对学生的注意力、记忆力和学习动机有积极影响，这些因素都是学习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Rasberry et 
al., 2011)。另外，体育活动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学习投入。运动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生理健康水平，减少

疲劳感，增强学习时的持久力(Strong et al., 2005)。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能够更有

效地投入到学习中，表现出更高的学习投入水平。 

4.2. 心理资本在体育活动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心理资本在体育活动与学习投入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心理资本包括自我效能感、

希望、韧性和乐观等积极心理状态，这些因素被证明能够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行为(Luthans et al., 2006b)。
研究发现，体育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而心理资本的增强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学习投

入。 
从构成心理资本的子维度来看，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往往表现出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对自己的学习

能力和成就更有信心(Bandura & Wessels, 1997)。此外，体育活动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希望和乐观情绪，使

他们在面对学习挑战时能够更具韧性和持久力(Snyder et al., 2002)。这些积极的心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解

释了为何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通常表现出更高的学习投入。 
另外，本研究证明了体育活动不能直接导致学习投入的增加，而需要通过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实现。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体育活动对心理资本的长期影响，以及心理资本如何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发挥

作用的具体机制(Fredrickson, 2001)。 

4.3. 教育实践中的启示与建议 

当今社会，家长和学校重视学习成绩，时常挤占休闲与体育活动的时间让孩子学习，不仅导致学生

身心健康的下降，而且不利于学生长期的学业发展。基于本研究的发现，可以为教育实践提供几点启示

和建议：首先，学校在课程设计和管理中应充分重视体育活动的作用。合理安排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活

动时间，不仅有助于学生身体健康的发展，还能提升其心理资本，促进学习投入(Hobart, 2008)。这种综

合发展的教育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和素质。 
其次，教育政策制定者在推行“双减”政策时，应考虑如何有效利用学生从减负中释放出的时间。

增加体育活动的机会，不仅能够缓解学生的学业压力，还能促进其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Biddle & Asare, 
2011)。因此，政策应鼓励学校在日常教育实践中加强体育课程的设置和体育活动的组织，确保学生能够

享受到全面的成长和发展机会。 
最后，家长和社会各界也应积极支持学校的体育活动和心理健康教育。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参与体育

活动，帮助他们建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社会可以提供更多的运动场所和设施，为学生的体育锻炼创

造良好条件(Penedo & Dahn, 2005)。通过多方合作，共同营造一个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环境。 

5. 结论 

对 984 名高年级小学生的研究显示，体育活动、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之间存在两两正相关关系，心

理资本在体育活动与学习投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体育活动可以通过提升小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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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促进其学习投入。这一发现为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通过合理安排体育活动和注重心理资本培养，

可以有效促进学生的身心及学业协同发展。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

如何在教育政策和实践中加以应用，以更好地支持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学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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