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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因素对青少年阳光体育
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研究①

刘　斌,　郭立亚

西南大学 体育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目的:探讨家庭结构、时间约束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方法:采取随机抽样方法,获取１７２３个有

效家庭调查资料,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影响运动行为的关键路径．结果:１)父母小孩共同参与对青少年运动

行为结果的影响最为关键,但父母小孩共同参与最受父母双亲目前运动行为的影响,且这种影响与父母双亲年轻

时的运动参与相关;２)就家庭成员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产生的间接或直接的影响中,母亲的影响力都高于父亲;

３)学龄儿童、老人数量、小孩数量及人口总量、就业状况、照看小孩及亲属时间等对父母的运动行为的影响中,父

亲似乎最受学龄儿童与人口总量等少数变量的影响,而母亲受到的制约因素明显比父亲多,她似乎更受学龄儿童、

老人数量、照看小孩及亲属与家务劳动等方面的影响;４)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到运动设备购置、运动付费,它们与运

动认知、运动感受及父母情感支持等相互作用,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共同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产生影响．结论:

家庭结构和家庭的时间分配相互作用直接或间接影响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结构路径分析结果对今后发展有效的

家庭干预方案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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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有利于保持青少年正常体质量,增强健康体适能,并对预防青少年未来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

病等危险因素的发生非常有益[１－３]．然而,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超过６０％的世界人口没有从

充足的体育活动中获得健康益处[３,５]．我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发起的全国亿万青少年阳光

体育运动,它要求青少年走向阳光、走向大自然,每天锻炼一小时并在健身过程中至少掌握两项健身方法

与技能．为了完成阳光体育运动的基本目标,促使青少年能有规律、自觉地参与体育运动,迫切需要理清影

响青少年有规律参与运动的有利及不利因素,这就需要从青少年学习生活的环境即家庭、学校及社区入手．
家庭被认为是培养青少年运动参与的重要场所之一,父母自身的运动参与及父母与小孩一起共同运动

对青少年能起到明显的榜样与示范作用[４－５]．有研究认为:父母通过陪伴孩子参与健身运动、训练及竞赛,
从精神(激励为主)与物质(训练经费与服装器材)两方面提供全力支持,这对于培养孩子未来终身健康观非

常关键;并进一步指出青少年能对家庭环境中的某些暗示作出直接或间接的运动反应来调整自身能量平

衡———如通过个人认知或思考,作出有计划的运动反应(如减体质量计划等)[６－９]．然而,综观国内外学者关

于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运动参与行为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青少年的参与态度、动机及家庭经济

等方面去进行探讨,这些研究存在明显不足:１)缺少全面的家庭因素对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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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缺少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量化研究．本课题将从家庭人口因素、家庭支持及时间约束等角

度入手,全面揭示家庭因素对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从而为未来发展更有效的家庭干预方

案提供重要参考．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借重庆市中小学体育教师国培计划在我院开讲之机,课题组负责人对前来参加培训的各区县教师基本

情况进行摸底,然后将问卷分发给相关老师,再由老师交给相关班级学生,由学生带回家庭交于父母填写．
共发放问卷２１００份,实际收回１８５１份,回收率８８％,剔除无效问卷１２８份,最终获得有效卷１７２３份．样
本遍布１１个区县,以其中一半样本数据作为结构模型构建之用,另一半数据用于对所建模型进行验证．

１２　家庭人员称呼及解释

本研究按核心家庭[６]———由丈夫、妻子及其子女两代人所组成的家庭为标准,在这个标准下,丈夫、

妻子被称之父母双亲,而子女(含被调查者本人)称兄弟姐妹,丈夫、妻子的父母及祖父母不论年龄多大统

一纳入家庭老人计数范围,家庭小孩年龄小于６岁,则归为学龄儿童,据此统计家庭人口总量、老人数量、

小孩数量及有无学龄儿童．

１３　问卷设计

根据研究需要,问卷内容主要含４个方面:即学生的个人信息、学生本人及家庭成员体育活动具体信

息、青少年个人的运动认知与运动感受量表(单向维度)[１０－１１]及父母双亲的相关信息(如就业、工作时间、

照看小孩及亲属时间、家务耗时等)．

１４　问卷效度与信度

问卷终稿形成后,聘请１２位国内学校体育学领域专家对问卷效度进行打分评价(按百分制),每道题平

均得分超过８７７分,说明效度尚可;采用重测法验证信度,两份问卷的两次测试时间间隔１５天,回答一致

性较高,可靠性系数均值达０８４１．
１５　问卷发放与回收

１６　数理统计法

结合使用SPSS１３０与Amos１７０对多变量间的路径模型进行构建与验证,采纳 ML(MaximumlikeliＧ

hoodestimation)即最大似然法对４个路径模型原始数据矩阵进行验证,以拟合指数为依据,卡方值X２/

DF 值若接近于１,说明协方差矩阵的相似程度越大,模型拟合越好．此外,研究还选取了AGFI(调整后适

配指数)、GFI(拟合优度指数)、RMSEA(近似误差的均方根)等指标进一步对路径模型的似合程度进行评

估;一般地,AGFI、GFI的值大于０９,越接近于１越好,RMSEA 的值最好在００８以下,越接近于０表

示模型拟合度越好．全部变量的显著水平确定为a＝００５．

２　研究结果

本研究“运动参与界定”,因目前没有统一说法,只能归纳几种主要定义:① 相对宽松的规范,认为运

动参与意旨日常工作时间之外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一切活动,包括园庭花草修剪、公园散步、骑自行车、

遛狗等,探讨一般性的运动参与基本上都采用这种定义;② 对运动参与有明确地指向性———不仅包括活动

的具体内容,而且含运动参与的频次、持续时间、运动强度等;③ 将运动参与定义为最近四周一直都进行

着的身体活动;④ 将运动参与描绘成在过去两周一直从事的运动,但排除运动的频次,却必含运动持续时

间;⑤ 将运动参与定义为过去一个星期(或在过去的２８天中至少有４天),即至少保证运动频次为１次/

周,每次运动时间不小于３０min．
基于上述学者的观点,本研究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变量设置为４点式问卷:A、你过去两周内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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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是否从事体育活动至少３次以上,每次运动时间不少于６０min(“规律运动者”);B、你过去两周每周是

否从事体育活动大于１次而小于或等于３次,每次活动时间不少于４５min(“偶尔运动者”);C、你过去两周

每周是否能确保１次体育活动,活动时间不定(“无规律运动者”);D、你过去两周是否没有进行任何体育活

动(“不运动者”)．本次调查所指的过去两周学生活动频次及时间不含学生在校期间所上的体育课．
２１　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影响分析

２１１　家庭人口因素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

１)在图１结构模型中,p＝０１１＞００５,X２/DF＝１５２５,基本达到了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RMSEA,

AGFI,GFI等参数值依次为００４５,０９７１,０９７５,均达到了可接受的标准,表明模型与调研获得数据拟合

良好,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２)含４条主要路径结构．① 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０４９∗∗ ×兄姐运动参与＋０５２∗∗ ×父亲运动参与

＋０６１∗∗ ×母亲运动参与．显然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直接受家庭兄弟姐妹及父母双亲的目前运动参与行为

的影响,３个路径标准化系数均为正,说明其影响作用是正向效应,系数绝对值大小显示母亲影响作用高

于父亲,而父亲的作用高于兄弟姐妹．② 父亲运动参与＝－０２９∗∗ ×家庭学龄儿童－０２３∗∗ ×家庭老人

数量－０２１∗∗ ×家庭小孩数量－０３２∗∗ ×家庭人口数量＋０２６∗∗ ×母亲运动参与,这条路径图表明,家

庭是否拥有学龄儿童(＜６岁)、老人数量、小孩子数量及人口总量对父亲运动参与产生负面影响(标准化路

径系数为负),而母亲运动参与对父亲的参与起着正向影响,且表现为家庭人口对父亲运动参与影响最大,

其次是家庭是否拥有学龄儿童．③ 母亲运动参与＝－０５７∗∗ ×家庭学龄儿童－０４７∗∗ ×家庭老人数量－
０３２∗∗ ×家庭小孩数量－０４０∗∗ ×家庭人口数量＋０３９∗∗ ×父亲运动参与;同样地,母亲的运动参与受

家庭学龄儿童(有无)、老人数量、小孩子数量及人口总量的负面影响,受到父亲运动参与的有利影响,表

现为家庭是否有学龄儿童是影响母亲运动参与的最大障碍．④ 兄姐运动参与＝－０１７∗∗ ×家庭学龄儿童

＋００８×家庭老人数量＋０１０×家庭小孩数量＋０１１×家庭人口数量＋０２６∗∗ ×母亲运动参与＋０２２∗∗

×父亲运动参与．显然,家庭兄弟姐妹运动参与只受家庭学龄儿童及父母双亲的运动参与影响,其中母亲

的作用(０２６∗∗ )大于父亲的作用(０２２∗∗ )．

其中卡方值X２＝３０５,p＝０１１,DF＝２;RMSEA＝００４５,AGFI＝０９７１,GFI＝０９７５．表明假设因果模型与样本数据适配较好．

图１　家庭人口结构对青少年运动参与的影响路径结构模型

２１２　父母榜样作用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

１)在图２结构模型中,p＝０１７＞００５,X２/DF＝０８９,基本达到了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RMSEA,

AGFI,GFI参数值(００４４,０９８２,０９５１)均达到了可接受的标准,表明模型与调研获得数据拟合良好,说

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２)含４条重要路径．① 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０２１∗∗ ×兄姐运动参与＋０４１∗∗ ×父母双亲共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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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２∗∗ ×父母小孩共参与;显然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直接受兄弟姐妹、父母双亲及父母与小孩共同参与的

影响,这些影响作用表现为:父母与小孩共同参与对青少年行为结果影响最大．② 父母双亲参与＝０２６∗∗

×父亲年轻时参与＋０３２∗∗ ×母亲年轻时参与＋０１９∗ ×父亲年龄特征＋０２６∗∗ ×父亲目前参与＋
０２８∗∗ ×母亲年龄特征＋０２９∗∗ ×母亲目前参与;可见父、母双亲年轻时的运动参与对婚后夫妇共同参

与有显著正向效应,其中母亲年轻时的参与影响作用高于父亲．③ 兄姐运动参与＝０１９∗ ×父亲年轻时参

与＋０２６∗∗ ×母亲年轻时参与＋００６×父亲年龄特征＋０１５×父亲目前参与＋００８×母亲年龄特征＋
０１２×母亲目前参与;可见,兄弟姐妹的运动参与受父、母年轻时运动参与的影响,其中母亲年轻时的影

响高于父亲．④ 父母小孩共同参与＝０３１∗∗ ×父亲年轻时参与＋０４７∗∗ ×母亲年轻时参与＋０１１×父亲

年龄特征＋０３１∗∗ ×父亲目前参与＋０１２×母亲年龄特征＋０４８∗∗ ×母亲目前参与．可见,父母小孩共同

参与受到父母双亲年轻时运动参与的影响,其中母亲的影响高于父亲;此外,父母目前的参与行为亦对父

母小孩共同参与产生积极的正向效应,表现为母亲的目前参与行为影响高于父亲(０４８∗∗ ＞０３１∗∗ )．

卡方值X２＝２６６,p＝０１７,df＝３;RMSEA＝００４４,AGFI＝０９８２,GFI＝０９５１．说明假设因果模型与样本数据适配较好．

图２　父母运动榜样作用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路径结构

２１３　时间约束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

１)在图３结构模型中,p＝０５４４＞００５,X２/DF＝０３５３,达到了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RMSEA,

AGFI,GFI参数值(０００２,０９４７,０９８９)均达到了可接受的标准,表明模型与调研获得数据拟合良好,说

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２)有４条重要路径．① 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０２１∗∗ ×兄姐运动参与＋０４１∗∗ ×父母双亲共参与＋

０５１∗∗ ×父母小孩共参与．显然,对青少年行为结果影响中,父母小孩共同参与最为关键．② 父亲运动参

与＝０２５∗∗ ×父母就业状况－０１３×父母工作时间－０２４∗∗ ×照看小孩时间－０２６∗∗ ×照看亲属时间＋

００９×家服劳作时间＋００６×健身路途费时．可见,父亲目前运动参与受到夫妻就业状况、照看小孩时间

及照看亲属时间等３方面的影响,而与夫妇工作时间、家务劳做时间及健身路途费时无关．③ 母亲运动参

与＝０３１∗∗ ×父母就业状况－０１８∗ ×父母工作时间－０５１∗∗ ×照看小孩时间－０４１∗∗ ×照看亲属时间

－０２９∗∗ ×家服劳作时间－０２６∗∗ ×健身路途费时．可见,就时间约束而言,母亲的运动参与受到的影响

因素明显比父亲多,其中夫妇就业状况会产生正向效应,而夫妇工作时间、照看小孩时间、照看亲属时间、

家庭劳务时间及健身路途费时均产生显著负面效应．④ 父母小孩共同参与＝０２９∗∗ ×父母就业状况－

０１４×父母工作时间－０３７∗∗ ×照看小孩时间－０３６∗∗ ×照看亲属时间－０２１∗∗ ×家服劳作时间－

０２４∗∗ ×健身路途费时．显然,就时间约束而言,父母的就业状况对父母小孩共同参与有正向效应,而父

母工作时间、照看小孩时间、照看亲属时间、家庭劳务时间及健身路途费时均产生显著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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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值X２＝１０６,p＝０５４４,df＝３;RMSEA＝０００２,AGFI＝０９４７,GFI＝０９８９．假设因果模型与样本数据适配较好．

图３　家庭时间约束对青少年运动参与影响的路径结构

２１４　家庭支持与认知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

１)在图４结构模型中,p＝０１１６＞００５,X２/DF＝０９２５,达到了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RMSEA,

AGFI,GFI参数值(００６６,０９８８,０９７８)均达到了可接受的标准,表明模型与调研获得数据拟合良好,说

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２)有３条主要路径．① 青少年行为结果＝０３６∗∗ ×父母双亲参与＋０５２∗∗ ×父母小孩共参与＋０１６

×家庭收入情况＋０５５∗∗ ×家庭运动设备购置＋０６３∗∗ ×青少年运动认知＋０３１∗∗ ×家庭运动付费＋
０４０∗∗ ×青少年运动感受＋０３９∗∗ ×父母情感支持．显然,从家庭支持视角看,影响青少年行为结果的因

素较多,从引入路径模型中的８大因素看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排前３位的依次是青少年运动认知、

家庭运动设备、父母小孩共同参与．② 父母小孩共参与＝０２４∗ ×家庭收入情况＋０３３∗∗ ×家庭运动设备

购置＋０２９∗∗ ×青少年运动认知＋０２８∗∗ ×家庭运动付费＋０３０∗∗ ×青少年运动感受．可见,家庭运动

设备对父母小孩共参与影响作用最大,其它依次为青少年运动感受、运动认知及家庭收入．③ 父母双亲参

与＝０２３∗ ×家庭收入情况＋０４１∗∗ ×家庭运动设备购置＋０１５×青少年运动认知．显然,影响父母双亲

参与的主要因素是家庭运动设备,其次是家庭收入,而与青少年认知无关．

其中卡方值X２＝１８５,p＝０１１６,df＝２;RMSEA＝００６６,AGFI＝０９８８,GFI＝０９７８．假设因果假设模型结构与样本数据基本适配．

图４　家庭经济、父母支持及运动认识对青少年运动参与的影响路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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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分析与讨论

３１　从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直接影响因素看

众所周知,个体自幼在家庭中,通过师从父母或兄弟姐妹掌握有关健身方法,长大后自然也承袭着同

样的运动模式．陈秋如[１２]研究认为:家庭体育活动是父母与孩子一起度过自由时间或从事游戏活动,并认

为唯有如此理解才能对家庭生活与成员凝聚力有所助益．本研究发现: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直接影响因

素中存在５个重要的正向效应．一是“父母与小孩共同参与”的影响力最大,这与 Agalte&Poff的理论预期

趋于一致[１３],该研究认为:“父母与小孩共同参与”可能是一种基于家庭期望与责任角色所决定的义务活

动,通过参与运动互动,有利于增加家庭成员间的沟通、改善生活品质及提升家庭成员间的凝聚力,从而

大大促进青少年健康习惯的养成;二是“父母双亲运动参与”的影响力位列第２位,但有趣的是,父母双亲

的运动参与受父亲年轻时参与、母亲年轻时参与、父亲目前参与、母亲目前参与、父亲年龄特征、母亲年龄

特征等多方因素制约,无论是父母双方年轻时、还是目前以及现在的年龄状况如何,均表现出母亲的影响

力高于父亲,这个发现与青少年与双亲情感关系的研究报道相符[１４－１５];影响力分列第３至第５位的依次为

“母亲运动参与”、“父亲运动参与”及“兄弟姐妹运动参与”．显然,这“三个参与”所带给青少年的潜移默化

作用是巨大的,正如 Altergott& McCreedy研究指出[１６]:一个家庭中,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亦或是父

母双亲运动参与行为定会影响家庭运动投入,从而无形中触发孩子的运动动机．
此外,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还有青少年运动认知、家庭运动设备购置、家庭运

动付费、青少年运动感受及父母情感支持．这些影响因素中,青少年的运动认知最为重要(路径系数

０６３∗∗ ),其次是家庭运动设备购置(０５５∗∗ ),而余下的３个因素中,青少年运动感受与青少年运动认知

高度相关(r＝０５１∗∗ ),父母情感支持分别与家庭运动设备购置及家庭运动付费高度相关(r＝０７６∗∗ 与

r＝０６６∗∗ )．显然,青少年的运动认知是建立在对健康知识、运动知识与技能基础上的,这些知识除了一

部分从学校老师的传授中获取外,余下的绝大多数信息来自于家庭父母的教诲．

３２　从家庭人口及时间约束看

首先,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其自身目前运动参与均受到家庭是否有学龄儿童(年龄＜６岁)、老人数

量、小孩数量、人口总量的负面影响作用,其中有４种因素对母亲的参与影响力都高于对父亲,这点也与

相关研究文献内容相吻合[１７]:即双亲家庭比单亲家庭中青少年有更高的机率成为“规律运动者”,家庭老人

及小孩数量越少的家庭,青少年拥有更高的机率成为“规律运动者”,故家庭老年人及小孩数量的增多会使

父母运动参与概率大大降低．
其次,家庭人口数量影响家庭人均收入,从而影响到可用于支配的运动消费．图４中显示,虽然家庭收

入状况(均月收入)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未能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但家庭收入却影响到父母双亲的运动

参与,而且家庭收入与家庭运动付费(r＝０８２∗∗ )及家庭运动设备购置(r＝０７７∗∗ )高度相关,而后者却

对青少年的运动行为结果产生积极的正向效应．
最后,本研究发现:父、母双方目前的就业状况、照看小孩时间及照看亲属时间无论是对父亲还是母

亲,其运动参与都受到的负面影响,且表现为对母亲的负面影响大于父亲;另一方面,母亲的运动参与还

受到双方工作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及健身路途耗时的负面影响,但父亲的运动参与却似乎与这三方面无

关,这个结果可能反映出一个重要信号,目前的西部地区家庭中,妇女在对孩子、老人关怀及家务劳动等

方面可能要承担得比男性更多的责任,这与国外一些相关的家庭关系研究结论存在一些矛盾[１９]．

４　结　论

１)母亲运动参与、父亲运动参与及兄弟姐妹的运动参与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效

应;而父、母运动参与均受到家庭学龄儿童、老人数量、小孩数量及人口总量的负面影响,其中对父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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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影响最大的是家庭人口,其次是家庭是否拥有学龄儿童,而对母亲而言,影响最大的是家庭是否有学

龄儿童,其次是家庭老人数量,兄姐运动参与与家庭人口总量、老年人数量及小孩数量无关．
２)在父母小孩共参与、父母双亲共参与及兄姐运动参与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直接正向影响中,父

母小孩共参与最为重要,而父母小孩共同参与似乎更受父、母双亲年轻时运动参与的影响,且表现为母亲

的影响高于父亲,父母双亲参与除了更受母亲年轻时运动参与的影响外,也似乎更受母亲年龄的影响,而

兄弟姐妹的运动参与除受父、母年轻时运动参与的影响外,与父母目前运动参与及年龄特征无关．
３)从时间约束看:父亲目前运动参与受到夫妻就业状况、照看小孩时间及照看亲属时间等三方面的影

响,而与夫妇工作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及健身路途费时无关,但母亲的运动参与受到的影响因素明显比父

亲多,她似乎受到上述６个方面的制约;父母的就业状况对父母小孩共同参与有正向效应,而父母工作时

间、照看小孩时间、照看亲属时间、家庭劳务时间及健身路途费时均产生显著负面效应．
４)家庭收入状况、运动设备购置、运动付费、运动认知、运动感受及父母情感支持均对青少年运动行

为结果产生直接的正向效应;其中家庭收入与家庭运动设备购置、青少年运动认知与运动感受、家庭运动

设备购置与父母情感支持及家庭运动付费与父母情感支持高度正相关;６个因素除了直接的影响作用外,

还有部分通过影响父母小孩及父母双亲的运动参加,从而间接影响青少年的运动行为结果．

参考文献:
[１] 代　毅,许传明,刘　英．运动与饮食干预对肥胖女性减肥效果评价 [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７(６):７１５－７１８．
[２]　张建华．美国最佳体适能教育计划及其对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J]．体育与科学,２００１,２３(１):６８－６９．
[３]　FROBERGK,ANDERSENLB．PhysicalActivityandFitnessandItsRelationstoCardiovascularDiseaseRiskFactors

inChildren[J]．IntJObes,２００５,２９(４):３４－３９．
[４]　TOFTEGARDSTOCKELJ,NIELSEN G A,IBSENB,etal．Parental,SocioandCulturalFactorsAssociatedwith

AdolescentsSportsParticipationinFourDanishMunicipalities[J]．ScandJMedSciSports,２０１１,２１(６):６０６－６１１．
[５]　CLELANDV,TIMPERIOA,SALMONJ,etal．ALongitudinalStudyoftheFimilyPhysicalActivityEnvironmentand

PhysicalActivityAmongYouth[J]．AmJHealthProm２０１１,２５(４):１５９－１６７．
[６]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 [J]．礼会学研究,２０１１,３５(２):１８２－２１６．
[７]　CLEANDV,TIMPERIOA,SALMONJ,etal．PredictorsofTimeSpentOutdoorsAmongChildren５ＧYearLongitudiＧ

nalFindings[J]．JEpidemiolComm Health,２０１０,６４(６):４００－４０６．
[８]　JAGOR,DAVISONKK,BROCKMANR,etal．ParentingStyles,ParentingPractices,andPhysicalActivityin１０to

１１ＧYearOlds[J]．PrevMed,２０１１,５２(５):４４－４７．
[９]　VANDERHORSTK,OENEMAA,TEVELDESJ,etal．DoIndividualCognitionsMediatetheAssociationofSociＧ

CulturalandPhysicalEnvironmentalFactorswithAdolescentsSportsParticipation[J]．PubHealthNutr,２０１０,１３９２:

１７４６－１７５４．
[１０]LESLIEE,CERINE,GORECJ,etal．Gender,AgeandEducationalＧAttainmentDifferencesinAustralianAdultsParＧ

ticipationinVigorousSportingandFitnessActivities[J]．JPhysActHeal,２００４,１(４):３７７－３８８．
[１１]HUMPHREYSBR,RUSESKIJE．ParticipationinPhysicalActivityandGovernmentSpendingonParksandRecreation

[J]．ContemporaryEconomicPolicy,２００７,２５(４):５３８－５５２．
[１２]陈秋如．高雄县国小学童家庭休闲参与、休闲满意度与亲子关系之相关研究 [D]．高雄: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亲职教育研

究所,２００８,３２(５):２６－４５．
[１３]AGATEST,POFFR．FamilyLeisureSatisfactionandSatisfactionwithFamilyLife[J]．JournalofLeisureResearch,

２００９,４１(２):２０５－２２３．
[１４]ASLANN．AnExaminationofFamilyLeisureandFamilySatisfactionAmongTraditionalTurkishFamilies[J]．Journal

ofLeisureResearch,２００９,４１(２):１５７－１７６．
[１５]杨　娟,齐铭铭,关丽丽,等．中国文化下自尊与心理性应激的关系:社会认可需求的中介效应 [J]．西南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５(８):１７３－１７６．

７第８期　　　　　　刘　斌,等:家庭因素对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研究



[１６]ALTERGOTTK,MCCREEDYCC．GenderandFamilyStatusAcrosstheLifeCourse:ConstraintsonFiveTypeof

Leisure[J]．SocietyandLeisure,１９９３,１６(５):１５１－１８０．
[１７]DOWNWARDP．ExploringtheEconomicChoicetoParticipateinSport:Resultsfromthe２００２GeneralHouseholdSurＧ

vey[J]．IntRevApplEcon,２００７,２１(５):６３３－６５３．
[１８]FARRELLL,SHIELDSM A．InvestigatingtheEconomicandDemographicDeterminantsofSportingParticipationin

England[J]．JournaloftheRoyalStatisticalSociety,２００２,１６５(２):３３５－３４８．

TheEffectofFamilyFactorsontheResults
ofJuvenileSunshineSportsBehavior

LIU　Bin,　GUOLiＧya
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China

Abstract:Purpose:Toinvestigatingtheeffectoffamilystructureandtimeconstraintonthebehaviorof
sportsactivitiesinyoungerpeople．Method:Thesamplesizecontained２０１６familiesbyrandomlystratified
sampling,andtheeffectonthekeyfactorsofsportsbehaviorswereexploredbyastructuredequation
model．Results:１)Themostimportantfactorinfluencingsportsbehaviorswasteenagersparticipationin
sportswiththeirparents,andthisjointparticipationwasaffectedbytheparentssportsbehaviors,which,

inturn,wereassociatedwiththeparentssportsbehaviorsintheiryoungerperiod．２)Themotherwas
foundtobemoreimportantinthedirectorindirectinfluenceonsportsbehaviorsamongfamilymembers
thanthefather．３)AmongthefactorsofschoolＧagechildren,numberofelderlypeople,numberofchilＧ
dren,totalnumberoffamilymembers,employmentstatusandthetimeofcaringforchildrenandrelaＧ
tions,theschoolＧagechildrenandtotalnumberoffamilymemberswerethemostinfluentialfactorsfor
fatherssportsbehavior．Ontheotherhand,thefactorsinfluencingmotherssportsbehaviorsseemedmore
complicated,themajorfactorsbeingschoolＧagechildren,numberofelderlypeople,thetimeofcaringfor
childrenandrelationsandhousework．４)Thepurchaseofsportsequipmentandsportspaywereaffectedby
familyeconomicstatus,which,interactingwiththeexercisecognition,sportsperceptionandparentseＧ
motion,directlyorindirectlyexerteditsinfluenceonthesportsbehaviorsofyoungerpeople．Conclusion:

Theinteractionoffamilystructureandthetimearrangementoffamilydirectlyandindirectlyinfluencesthe
sportsbehaviorsofyoungerpeople．StructuredpathanalysisisapracticalandusefulmethodfortheconＧ
structionoffamilyinterventionprogramsinthefuture．
Keywords:familystructure;timeconstraint;teenager;sports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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