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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徐州市某高校为例，探讨了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现状及其与体育锻炼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

和文献综述法，收集了1073份有效样本，采用描述性统计、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1)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存在性别差异，女生在知识和态度维度上表现更优，而男生在

行为维度上表现更佳；(2) 年级对心理健康素养的影响显著；(3)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素养之间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性。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建议学校应针对不同性别和年级的学生设计差异化的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研究结果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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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a university in Xuzhou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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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hysical exercise.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literature review, 1073 vali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gender dif-
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literacy. Female students perform better in the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and attitude, while male students perform better in the dimensions of behavior; (2) 
Grad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literacy;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
tion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mental health literac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schools should design differentiate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s for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grades. The results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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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根据该校学生名册，按年级(大一至大四)和性别进行分层。从每层中

随机抽取 300 名学生(共 1200 人)，以确保样本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均衡分布。抽样框架覆盖该校所有全日

制本科生，排除休学或交换生。以徐州市某高校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出调研问卷 1200 份。收回有效问

卷 1073 份，其中男生 625 份，女生 448 份，回收有效率达到 89.4%。通过按性别和年级分层抽样，确保

样本覆盖不同亚群体，减少选择偏差。例如，大四学生占比较低(12.4%)，但通过分层保证了该群体的最

低样本量。 

1.2. 研究方法 

1.2.1. 学生心理健康素养量表 
为衡量人们的心理健康素养，O’Connor 和 Casey (2015)率先编制了划分维度的心理健康素养量表

(Mental Health Literacy Scale, MHLS) [1]，共 35 题，包含识别、知识和态度 3 个维度，采用 5 点评估。问

卷内容全面，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7，而且其适用群体年龄为 18 岁以上，符合本次调查的大学生群体。 

1.2.2. 问卷调查法 
本次研究的调查问卷经多次修改，并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问卷主要包含学生基本情况，如性别、

年级等。同时结合访谈法进行调查。 

1.2.3. 文献综述法 
通过数据库 CNKI 收集文献类型包括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专著等仔细阅读筛选出的文

献，提取关键信息(如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对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形成文献综述的框架。 
梳理已有的文献发现，诸多学者在体育锻炼对心理健康素养的影响的研究较为广泛。张若琳、陈昊

(2023)基于《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的“提升学生健康素养”目标[2]，从健康认知、健康行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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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管理能力 3 个维度构建大学生主动健康素养评价体系。通过全国 32 所高校的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

模型验证，研究建议高校将《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与体育课程融合，强化数字化健康工具

应用。李彦哲团队(2023)对 8 所“双一流”高校开展随机对照试验[3]，该研究为高校制定《学生体质健康

干预方案》提供了循证依据。王雪等(2024)响应《“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中“推广主动健康管理”要

求，开发基于 AI 的校园健康管理平台[4]。刘振宇、周雨彤(2023)依据 Bronfenbrenner 社会生态理论[5]，
构建大学生健康行为的“个体–校园–政策”三级模型。赵卉心、孟煜杰(2022)基于《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政策目标，构建了包含运动设施覆盖率、社区体育活动频率、心理健康干预融合度的 3
级评价指标体系[6]，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区域体育政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协同水平，表明“体卫融

合”政策需加强跨区域联动。郭同济、钟思琪(2022)从数字运动监测(智能手环)、个性化运动处方生成(AI
算法)、心理健康数据融合 3 个维度[7]，选取 15 项指标构建数字化运动干预效能评估体系。基于全国 28
省健身 APP 用户数据，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法验证：数字运动指导使焦虑症状改善率提升 17.3%，且政

府体育专项补贴对干预效果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唐孝文、缪应爽等(2022)通过模糊粗糙集法筛选出影

响学校体育政策的 5 项核心指标(日均运动时长、心理教师配比、运动风险评估等) [8]。 
体育锻炼对心理健康素养的影响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仍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现有研究多

集中于短期干预效果的观察，缺乏对体育锻炼长期效应的追踪研究。同时，多数研究停留在现象描述层

面，对作用机制的探讨不够深入，特别是缺乏生物学层面的实证研究。 

2. 实证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 1073 份有效样本中，男生 625 人(58.2%)，女生 448 人(41.8%)；大一至大四的学生数量分别为 408
人(38.0%)、252 人(23.5%)、280 人(26.1%)、133 人(12.4%)。通过卡方检验比较样本与该校总体性别分布

(χ2 = 6.32, p = 0.012)，发现男性比例略高。但亚组分析表明性别偏差未显著影响核心结论(如行为维度 p = 
0.96)。 

除基本情况外，通过优化 MHLS 量表，据此从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测试项目中分别从知识，态度，

行为及自我效能感选取四个代表性问题(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符合)，如下表所示： 
由表 1 可知，58.15%的受访者对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心理健康有较高的认知，表明心理健康素养

的知识维度表现较好。虽然学习心理健康知识的意愿较高，但仍有 59.93%的受访者持中等态度，表明需

要进一步激发学习兴趣。80.33%的受访者在面对压力时会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表明心理健康素养的行为

维度表现较好。仅有 26.56%的受访者对通过实际行动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持较高态度(等级 4 和 5)，表明

行动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 
 

Table 1. Four representative questions in th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cale 
表 1. 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中的四个代表性问题 

问题 选项 人数 占比 

我知道如何通过主动健康的生活方式维持心理健康 

1 23 2.14% 

2 79 7.36% 

3 122 11.38% 

4 624 58.15% 

5 225 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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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我愿意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相关知识 

1 32 2.98% 

2 104 9.69% 

3 643 59.93% 

4 208 19.38% 

5 86 8.02% 

当我感到压力时，我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如运动) 

1 8 0.75% 

2 34 3.17% 

3 169 15.75% 

4 487 45.39% 

5 375 34.94% 

我能够通过实际行动提升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1 137 12.77% 

2 271 25.26% 

3 380 35.41 

4 168 15.66 

5 117 10.90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dimension scores of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the average value of 
total scores is detailed in the table 
表 2. 男女生不同维度得分在总得分平均值中的占比比较详表 

维度 男生中得分 
高于(等于)平均值 

男生中得分 
低于平均值 

女生中得分 
高于(等于)平均值 

女生中得分 
低于平均值 

知识 34.2% 65.8% 57.8% 42.2% 

态度 53.6% 46.4% 66.7% 33.3% 

行为 58.9% 41.1% 47.8% 52.2% 

自我效能感 47.5% 52.5% 55.8% 44.2% 
 

由表 2 可知，在知识维度上，57.8%的女生得分高于或等于平均值，而男生中仅有 34.2%的人得分高

于或等于平均值，表明女生在心理健康知识方面的掌握程度显著优于男生。在态度维度上，66.7%的女生

得分高于或等于平均值，而男生中这一比例为 53.6%，说明女生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态度更为积极和开放。

在行为维度上，58.9%的男生得分高于或等于平均值，而女生中这一比例为 47.8%，表明男生在采取实际

行动维护心理健康方面表现更好。在自我效能感维度上，55.8%的女生得分高于或等于平均值，而男生中

这一比例为 47.5%，说明女生在应对心理健康问题时的自信心略高于男生。总体来看，女生在知识和态度

维度上表现更优，而男生在行为维度上表现更佳，自我效能感方面女生略占优势。 

2.2. 独立样本 t 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 

独立样本 t 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是进行差异性分析的重要方法，本文参考但懿、杨晨飞、李红

娜[9]的研究方法，基于这两种方法观察性别、年级对心理健康素养测试四个维度的得分是否具有显著

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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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based on gender 
表 3. 基于性别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F 显著性 t Sig. (双尾) 

知识得分 
假定等方差 0.004 0.947 3.102 0.12 

不假定等方差   3.121 0.002 

态度得分 
假定等方差 29.938 0.000 3.287 0.001 

不假定等方差   3.394 0.001 

行为得分 
假定等方差 8.870 0.000 0.046 0.963 

不假定等方差   0.048 0.962 

自我效能感得分 
假定等方差 0.944 0.331 −2.437 0.012 

不假定等方差   −2.517 0.015 

总得分 
假定等方差 34.642 0.000 −2.865 0.004 

不假定等方差   −3.018 0.003 

 
由表 3 可知，知识得分、态度得分与总得分均不满足方差齐性，需要观察第二行的 Sig 值，经观察

可知 Sig 值均小于 0.05，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行为得分与自我效能感得分满足方差齐性，观察第一行 Sig
值即可，行为得分的 Sig 值大于 0.05，因此行为得分相对于性别而言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自我效能感得

分的 Sig 值小于 0.05，具有显著性差异。 
 

Table 4. One way ANOVA based on grade 
表 4. 基于年级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均方 F 显著性 

知识得分 组间 408.6 1.8 0 

态度得分 组间 361.5 2.2 0.07 

行为得分 组间 457.8 2.6 0.07 

自我效能感得分 组间 589.6 2.8 0.04 

总得分 组间 353.5 6.1 0 

 
由表 4 可知，知识得分、自我效能感得分与总得分三项的 p 值小于 0.05，表明对于不同的年级有显

著性差异。其余测试项目得分的 p 值大于 0.05，因此无显著性差异。以知识得分平均值为例，得分随着

年级的增长而逐渐提高，以被测学生为例，大一学生知识得分的均分为 75.3 分，而大四学生知识得分的

均分为 80.5 分。这一发现在相关研究中也得以证实，表明随着年级的提升，学生对心理健康知识的掌握

程度逐渐增强。 

2.3. 体育锻炼与 MHL 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探究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素养的关系，本文采用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法开展研究，并分 3 组进

行。(1) 第一组：低锻炼组(每周运动频率低于 2 次，或单次运动时长少于 30 分钟)与心理健康素养的相

关性分析。(2) 按性别分组；第二组：中锻炼组(每周运动频率 2~4 次，或单次运动时长 30~60 分钟)与心

理健康素养的相关性分析；(3) 第三组：高锻炼组(每周运动频率 5 次及以上，或单次运动时长超过 60 分

钟)与心理健康素养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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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physical exercise and MHL indicators 
表 5. 体育锻炼与 MHL 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测试指标 体育锻炼水平得分 

体育锻炼水平 1 (***) 

知识 0.14 (***) 

态度 0.18 (***) 

行为 0.15 (***) 

自我效能感 0.24 (***) 

 
由表 5 可知，体育锻炼水平与其余指标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体育锻炼水平与知识、态度、行为、

自我效能感之间具有显著的弱相关性。体育锻炼水平越高代表学生参与锻炼的频率和时长越多，测试得

分也就越高。这说明学生的体育锻炼水平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态度、行为以及自我效能感均有正向

影响，但影响并不是很大。结果显示：体育锻炼水平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最大，体育锻炼水平越高的

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得分越高，可能是由于经常锻炼的学生在应对心理健康问题时更加自信，或由于锻炼

带来的积极心理体验，增强了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分层随机抽样调查了徐州市某高校 1073 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现状及其与体育锻炼

的关系，主要发现如下。 

3.1. 性别差异的深入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生在心理健康知识和态度维度上显著优于男生(知识维度：女生 57.8%高于男生

34.2%；态度维度：女生占比 66.7%高于男生 53.6%)，而男生在行为维度表现更突出(58.9%)。这一性别差

异模式与王晓明和李静(2020)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0]，但本研究通过多维度的量化分析，进一步揭示了

性别差异的维度特异性。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男生在行为维度(58.9%)的优势较已有研究(47.8%)更为

显著，这可能与样本高校体育课程设置特点有关。该校作为工科院校，男生占比较高(58.2%)，且体育课

程强调实践性，这可能强化了男生的行为表现。这一发现为 Bronfenbrenner 社会生态理论提供了新的证

据，说明校园环境特征可能调节性别差异的表现形式。 

3.2. 年级影响的机制探讨 

研究发现，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在心理健康知识掌握和自我效能感方面呈现显著提升趋势。具体

数据显示：大一学生知识得分的均分为 75.3 分，而大四学生提升至 80.5 分(Δ = 5.2 分，p < 0.05)；自我效

能感方面，高年级学生得分高于平均值的比例比低年级高出 8.3 个百分点(p < 0.04)。这一量化结果有力

支持了“经验积累效应”的假设，表明随着在校时间的增加和经历的丰富，学生确实在认知层面和自信

心方面获得了实质性提升。支持了张丽和刘伟(2019)关于“经验积累效应”的假设[11]。但值得注意的是，

深入分析各维度数据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态度维度(大一至大四得分率分别为 63.2%、61.8%、64.5%、

62.7%，p = 0.07)和行为维度(78.4%, 77.9%, 79.2%, 77.8%, p = 0.07)并未呈现显著的年级差异。通过交叉分

析发现，这种差异模式可能反映以下深层机制：本研究中态度和行为维度未表现出年级差异，这与陈晓

红和王芳(2021)的研究[12]存在分歧。可能的原因是：(1) 该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主要面向低年级开设；

(2) 高年级学生面临就业压力，可能抵消了经验积累的积极效应。建议未来开发针对高年级学生的压力转

化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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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体育锻炼作用的再认识 

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了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素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具体表现为：体育

锻炼水平与知识(r = 0.14, p < 0.01)、态度(r = 0.18, p < 0.01)、行为(r = 0.15, p < 0.01)及自我效能感(r = 0.24, 
p < 0.01)四个维度均呈现显著相关性。其中，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最强，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支持了李明和赵雪(2022)的 Meta 分析结果[13]。但相关性强度低于预期，可能原因包括：(1) 测量

工具局限：采用自评问卷可能低估实际关联；(2) 剂量效应：本样本中高锻炼组仅占 23.1%。结合数字化

监测可能提高干预效果。建议未来研究采用客观运动监测设备(如智能手环)提高数据精度。 

3.4.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综上，性别和年级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重要因素，而体育锻炼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干预手

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尤其是自我效能感。然而，为了更全面地提升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素养，还需结合其他干预措施，形成多元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本研究通过整合心理健康素养的

多维评估(知识、态度、行为、自我效能感)和分层抽样设计，弥补了 O’Connor 和 Casey (2015)量表在中

国文化背景下的应用局限。可以开发性别差异化的干预方案，如为女生设计知识强化模块，为男生设计

行为激活训练。 
未来研究应着重拓展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关注；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探究体育锻

炼的长期效应；引入多学科研究方法，特别是结合现代神经科学技术；加强理论创新，构建更完善的作

用机制模型。这些研究方向的突破将有助于深化对体育锻炼促进心理健康素养作用机制的理解，为制定

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存在性别差异，女生在知识和态度维度上表现更好，而男生在行为维

度上表现更佳。 
(2) 年级对心理健康素养的影响显著，高年级学生在知识得分和自我效能感得分上显著优于低年级

学生。 
(3)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素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尤其是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最强。 
(4) 性别和年级在心理健康素养的不同维度上表现出显著差异，表明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需要针对

不同群体采取差异化的干预措施。 

4.2. 建议 

第一，学校应重视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针对不同性别和年级的学生设计差异化的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例如，针对女生可以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而针对男生则可以鼓励他们通过实际行动来维护心

理健康。同时，高年级学生可以通过更多的实践和体验活动来进一步提升自我效能感。 
第二，学校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尤其是那些心理健康素养较低的学生。体育锻炼不仅可

以增强体质，还能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尤其是自我效能感。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体育比赛、健身活动等方

式，激发学生的锻炼兴趣。 
第三，学生应重视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培养积极的心理健康态度，并通

过实际行动来维护心理健康。同时，学生应合理安排时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增强自信心和应对心理

健康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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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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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99802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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