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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自尊在职业女性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模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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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对身体自尊在职业女性体育锻炼与心理 健 康 间 的 中

介模型进行检验，分析身体自尊在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之间是否存在中介调节作用，进一步探讨是抽象

身体自尊还是具体身体自尊起着显著性调节作用。通过检验发现，职业女性具体身体自尊 对 心 理 健 康

的预测效果比抽象身体自尊的预测效果好，并通过了中介模型检验，其中介效应为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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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女性自身生理和心理特点的制约，在社会和家 庭 中 多

种角色、多种标准 及 评 价 的 限 制，导 致 她 们 更 容 易 产 生 心 理 困

扰。研究表明：科学的体育锻炼有利于调节和促进 人 的 身 心 健

康，能够改善人们 的 不 良 心 境，增 进 情 绪 性 的 整 体 心 理 健 康 效

益［１］，但是，大众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不够，其 心 理 学 意 义 未

得到广泛的宣传 和 重 视，相 关 研 究 尚 未 积 累 充 分 的 证 据，因 此

有必要对这方面进行广泛的研究。

随着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问题 也 日 益 复 杂。心 理

学家们不断发现，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常常多于２个纬度，２个

变量之间的关系 常 常 要 取 决 于 其 他 因 素 的 变 化。体 育 锻 炼 与

心理健康之间 是 否 存 在 其 他 意 义 重 大 的 影 响 变 量 呢？Ｃａｒｕｓｏ
等的研究证实自尊作为一种心理指标，它是反映经常性 体 育 锻

炼心理效 益 最 具 潜 力 的 因 素［２］。Ｍａｒｓｈ＆Ｓｈａｖｅｌｓｏｎ提 出 了 自

尊结构的等级模型，即随着处于低级水平的具体自尊水 平 的 变

化，处于高级水平 的 整 体 自 尊 也 随 之 变 化。也 就 是 说，要 改 善

整体自尊水平，必须采用某种干预手段来改善处于具体 领 域 的

自尊水平［３－５］。当我们考察有关个人参 与 体 育 锻 炼、竞 技 表 现、

肥胖以及伤病和 老 龄 问 题 时，身 体 自 尊 被 给 予 了 极 大 的 重 视，

它为我们理解自身属性的构成、自尊的基础和众多的行 为 模 式

提供了关键性指 导［６］。身 体 自 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被 定 义

为与社会评价密切相关的“个体对自我身体的不同方面的 满 意

或不满意”［７］，它 作 为 整 体 自 尊（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的 一 个 具 体

领域，对情感和心 理 状 况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作 用，并 且 对 研 究 体 育

锻炼参与的心理前因和效益也具有重要意义［８］。

因此，本研究引入 身 体 自 尊 这 一 变 量，通 过 对 河 南 省 职 业

女性体育锻炼、身体自尊、心理健康现状进行调查，分 析 身 体 自

尊在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之间是否存在中介调节作用，进 一 步

探讨是抽象身体自尊还是具体身体自尊起着显著性调 节 作 用，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为维护 和 促 进

职业女性身心健康提供参考依据，为职业女性事业的成 功 及 其

家庭生活的美满幸福打下坚实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为职 业 女 性

培养良好的自我意识、构建良好的心理环境和树立正确 的 健 康

观服务，也为锻炼心理学、健康心理学提供实证研究资料。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依据河南 省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和 地 理 位 置，选 取 郑 州、

平顶山、南阳、周口、信阳等８个市区的１　０００名职业女性 为 研

究对象，调查了她们的体育锻炼、身体自尊和心理 健 康 状 况，文

中所指“职业女 性”主 要 是 指 政 府 机 关 工 作 人 员、银 行 职 员、教

师、医生等，也包括部分企业单位的职业女性。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通过对中国学术 期 刊 网、优 秀 硕 博 论 文、万 方 数 据 库 以 及

郑州大学和郑州 大 学 体 育 学 院 图 书 馆 的 检 索，查 阅 近２０年 国

内外的相关资料，了 解 已 有 研 究 成 果 及 背 景 知 识，为 本 研 究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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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理论依据。

１．２．２　问卷调查法

选用《身体自尊水平量表》ＰＳＰＰ对被试的抽象身体自尊水

平进行测查。ＰＳＰＰ主要用于测量人们在自己身体各方面所获

得的主观身体能力，它 包 括１个 主 量 表（身 体 自 我 价 值 感）和４
个分量表（运动 技 能、身 体 状 况、身 体 吸 引 力 和 身 体 素 质）。每

题的得分范围为１～４分，每个分量表总分范 围 为６～２４分，得

分越高，表明该项能力越强，整个量表共３０个条目。

选用《身体自尊量表》ＢＥＳ，对 被 试 的 具 体 身 体 自 尊 水 平 进

行测查。ＢＥＳ共有３５个条 目，５级 李 科 特 记 分，被 试 要 求 对 自

己身体各具体部位和功能进行接受性评价。

选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制 的 ＷＪＺ心 理 测 验 与 统 计 软 件 系

统中《心理健康测查量表（ＰＨＩ）》，对 被 试 的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进 行

测查。ＰＨＩ包括１０个分量表，其中效度量表３个：Ｑ（无法回答

的题目）、Ｌ（说谎分）和Ｆ（伪 装 坏）；临 床 量 表７个：ＳＯＭ（躯 体

化）、ＤＥＰ（抑 郁）、ＡＮＸ（焦 虑）、ＰＳＤ（病 态 人 格）、ＨＹＰ（疑 心）、

ＵＮＲ（脱离现实）和 ＨＭＡ（兴 奋 状 态），共１６８个 项 目：若 原 始

得分大于６０分，则 认 为 被 试 者 在 此 方 面 可 能 存 在 一 定 程 度 的

问题，处于临界状 态；若 原 始 得 分 大 于７０分，则 可 认 为 被 试 者

在此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

采用《体育锻炼 状 况 调 查 表》对 被 试 的 基 本 情 况 及 体 育 锻

炼的状况进行调 查，其 中 涉 及 到 年 龄、工 龄 等 人 口 统 计 学 变 量

的问题６道，涉及 体 育 参 与 的 动 机、兴 趣 和 对 体 育 锻 炼 的 主 观

感受等方面 的 问 题１０道，经 过 专 家 们 的 鉴 定，具 有 较 好 的 效

度，从而为分析职业女性身体自尊水平和心理健康状况 及 其 产

生的原因提供重要依据。

１．２．３　访谈法

走访了有关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学方面的 专 家，对 自 编

问卷的效度进行了评定，对于问卷的类型和题目设计等 问 题 与

３０多位职业女性进行了交谈。

１．２．４　数理统计法

ＰＨＩ测查数据的 统 计 与 分 析，用 ＷＪＺ心 理 测 验 与 统 计 软

件系统在微机上完成；运 用ＳＰＳＳ１１．０数 据 统 计 软 件 包 对 相 关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２．１．１　量表的信度检验

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法［９］１０４分别对抽 象 身 体 自 尊、具 体 身

体自尊和心理健 康 量 表 进 行 量 表 的 内 部 一 致 性 检 验。各 个 量

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如下：

抽象身体自尊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６６８
具体身体自尊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９３１８
心理健康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９０５

结果显示：各个量表都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２．１．２　量表的效度检验

由于本研究选用 的 量 表 均 是 国 内 体 育 科 学 和 心 理 科 学 研

究中常用的量表，本 身 已 具 有 较 高 的 效 度，在 使 用 前 又 请 有 关

专家对测量题目和内容的符合性进行了判断，得到了专 家 的 认

可。表１给出 了３个 主 量 表 间 的 相 关 系 数 矩 阵、平 均 数 和 标

准差。

表１　抽象身体自尊、具体身体自尊和心理

健康量表的相关系数、平均数和标准差

量　表 抽象身体自尊 具体身体自尊 心理健康

抽象身体自尊

具体身体自尊

心理健康　　
平均数　　　
标准差　　　

　１．０００
　０．４６２＊＊

－０．１４０＊＊

７０．９５
　３．４７

　１．０００
－０．１９９＊＊

１１．６６
　０．５５

　１．０００
３５７．５５
５６．７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由表１可知，抽象身体自尊量表与具体身体自尊 量 表 间 的

相关系数为０．４６２，说明 它 们 是 中 度 相 关，二 者 既 有 联 系，又 有

区别。

在ＰＨＩ量表中有３个效度分量表Ｑ、Ｌ和Ｆ，其分数的意义

为：Ｑ无法回答的 题 目 数，分 数 提 高，说 明 受 试 者 在 回 避 问 题、

不予合作，如果 原 始 分 数 大 于１０，则 临 床 量 表 不 可 信；Ｌ说 谎

分，此量表用于检 测 受 试 者 是 否 在 过 分 夸 大 自 己 的 优 点，企 图

给人一个好印象，分 数 提 高 表 示 自 己 有 崇 高 的 道 德 品 质，而 在

现实中很少人有这样的信念与生活准则，因此受试者可 能 在 说

谎，应该注意临床量表的可信 度；Ｆ伪 装 坏，此 量 表 是 由 一 些 不

经常遇到的问题组成，分数提高表示受试者不认 真、理 解 错 误，

表现出一组互相 无 关 的 症 状，或 在 伪 装 疾 病，但 某 些 严 重 的 精

神病人，其Ｆ分也可能很 高。本 次 调 查 中，３个 效 度 分 量 表 Ｑ、

Ｌ和Ｆ的得分结果（见表２）。

表２　职业女性Ｑ、Ｌ、Ｆ３项分量表得分情况

　　　分量表 均数 标准差

Ｑ无法回答的题目数

Ｌ说谎分

Ｆ伪装坏

０．００
３．１６
３．６２

０．００
１．８０
３．５４

　　运用专家问卷法（特尔菲法）对自编问卷进行了效 度 检 验，

结果８位专家中有８７．５％的专家认为此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

因此，可认为本次调查具有较好的效度。

２．２　职业女性身体自尊作为中介变量模型的检验与分析

２．２．１　中介变量的定义

中介变量指能够传递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变量［９］８６。考

虑自变量Ｘ对因变量Ｙ的影响，如果Ｘ通过影响 变 量 Ｍ 来 影

响Ｙ，则称 Ｍ为中介变量［１０］。假设所有变量都已经中心化（即

均值为零），可用下列方程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相应 的 路 径

如图１所示）。

２．２．２　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

为了使一个中介效应检验的错误率较小，既可 以 检 验 部 分

中介效应，又可以检验完全中介效应，而且还比较 容 易 实 施，温

忠麟教授等提出了如下检验程序［１１］（如图２所示）。

１）检验回归系数ｃ，如果显著，继续下面的第２步。否则停

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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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作Ｂａｒｏｎ和Ｋｅｎｎｙ部 分 中 介 检 验，即 依 次 检 验 系 数ａ、

ｂ，如果都显著，意 味 着Ｘ对 Ｙ的 影 响 至 少 有 一 部 分 是 通 过 了

中介变量 Ｍ实现的，第１类错误率小于或等于０．０５，继续下面

第３步。如果至少 有 一 个 不 显 著，由 于 该 检 验 的 功 效 较 低（即

第２类错误率较大），所以还不能下结论，转到第４步。

图１　中介变量

　　３）作Ｊｕｄｄ和Ｋｅｎｎｙ完全中介检 验 中 的 第３个 检 验（因 为

前２个在上一步已经完成），即检验系数ｃ，如果不显著，说明是

完全中介过程，即Ｘ对Ｙ 的影响都是通过中介变量Ｍ 实现的；

如果显著，说明只是部分中介过 程，即Ｘ 对Ｙ 的 影 响 只 有 一 部

分是通过中介变量Ｍ 实现的。检验结束。

　　４）做Ｓｏｂｅｌ检验，如果显著，意味着Ｍ的中介效应显著，否

则中介效应不显著。检验结束。

图２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２．２．３　中介变量模型的检验与分析

２．２．３．１　体育锻炼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以心理健康各因子总分为因变量，以体 育 锻 炼 频 数、时 间、

强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ｅｎｔｅｒ法），以Ｆ检 验 作

为筛选变量的标准：Ｐ＜０．０５进 入 回 归 方 程，Ｐ＞０．１剔 除，结

果只有体育锻炼 频 数 进 入 方 程，建 立 了 一 个 模 型，模 型 的 可 决

系数为０．３３０，且方差检验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见表３。

表３　体育锻炼频数、时间、强度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标准回归系数 ｔ　 Ｒ　 Ｒ２ 调整后Ｒ２　 Ｆ
－０．３２１ －７．６０６＊＊ ０．３３０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５　 ２６．８３５＊＊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下同。

　　由 表３可 以 看 出，体 育 锻 炼 的３个 因 素 中，只 有 锻 炼 频 数

进入了回归方程，且ｔ检验达到了非常显著性水平，体育锻炼频

数对心理健康的解释 量 为１０．９％；因 此，职 业 女 性 身 体 自 尊 中

介变量模型通过了第１步检验。

２．２．３．２　体育锻炼对身体自尊和身体自尊对心理 健 康 的 回 归

方程检验

分别以职业女性抽象身体自尊各因子的总分 为 因 变 量，以

体育锻炼频 数、时 间、强 度 为 自 变 量，进 行 多 元 线 性 回 归 分 析

（ｅｎｔｅｒ法），以Ｆ检验作为筛选变量的 标 准：Ｐ＜０．０５进 入 回 归

方程，Ｐ＞０．１剔 除，结 果 只 有 体 育 锻 炼 频 数 和 强 度 进 入 方 程，

建立了一个模型，模型的可决系数为０．５２９，且方差检验也达到

了显著性水平，见表４。

由表４可知，体育 锻 炼 的３个 因 素 中，锻 炼 频 数 和 强 度 都

进入了回归方程，且ｔ检验达到了非常显著性水平，体育锻炼对

抽象身体自尊的解释量为２８．０％。

分别以职业女性具体身体自尊各因子的总分 为 因 变 量，以

体育锻炼频 数、时 间、强 度 为 自 变 量，进 行 多 元 线 性 回 归 分 析

（ｅｎｔｅｒ法），以Ｆ检验作为筛选变量的 标 准：Ｐ＜０．０５进 入 回 归

方程，Ｐ＞０．１剔 除，结 果 体 育 锻 炼 频 数、持 续 时 间 和 强 度 均 进

入方程，建立了一个模 型，模 型 的 可 决 系 数 为０．３９７，且 方 差 检

验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见表５。

表４　体育锻炼频数、时间、强度对抽象身体自尊的回归分析

参量 标准回归系数 ｔ　 Ｒ　 Ｒ２ 调整后Ｒ２　 Ｆ
锻炼频数

锻炼强度
０．３８７
０．２０９

１０．２０６＊＊

　５．０５０＊＊ ０．５２９　 ０．２８０　 ０．２７６　 ８５．５４２＊＊

表５　体育锻炼频数、持续时间、强度对具体身体自尊的回归分析

参量 标准回归系数 ｔ　 Ｒ　 Ｒ２ 调整后Ｒ２　 Ｆ
锻炼频数 ０．３８４　 ９．３６０＊＊

锻炼时间 －０．１０４ －２．４０６＊

锻炼强度 ０．０９４　 ２．１１１＊ ０．３９７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４　 ４１．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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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５可知，体育锻炼的３个因素中，锻 炼 频 数、持 续 时 间

和强度都进入了回归方程，且ｔ检 验 达 到 了 非 常 显 著 或 显 著 性

水平，体育锻炼对具体身体自尊的解释量为１５．７％。

分别以职业女性心理健康各因子总分为因变 量，以 抽 象 身

体自尊和具体身体自尊各因子的总分为自变量，进行多 元 线 性

回归分析（ｅｎｔｅｒ法），以Ｆ检 验 作 为 筛 选 变 量 的 标 准：Ｐ＜０．０５
进入回归方程，Ｐ＞０．１剔 除，结 果 只 有 具 体 身 体 自 尊 进 入 方

程，建立了一个模型，模 型 的 可 决 系 数 为０．２０７，且 方 差 检 验 也

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见表６。

由表６可知，只有具体身体自尊进入了回归方程，且ｔ检验

达到了非常显著性水平，具体身体自尊对职业女性心理 健 康 的

解释量为４．０％。

通过上述检验，职业女性身体自尊中介变量模 型 通 过 了 第

２步检验。

２．２．３．３　检验体育锻炼对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ｃ
分别以职业女性心理健康各因子总分为因变 量，以 具 体 身

体自尊各因子的总分和体育锻炼频数为自变量，进行多 元 线 性

回归分析（ｅｎｔｅｒ法），以Ｆ检 验 作 为 筛 选 变 量 的 标 准：Ｐ＜０．０５
进入回归方程，Ｐ＞０．１剔除，结果具体 身 体 自 尊 和 体 育 锻 炼 频

数都进入方程，建立了 一 个 模 型，模 型 的 可 决 系 数 为０．３３５，且

方差检验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见表７。

表６　抽象和具体身体自尊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标准回归系数 ｔ　 Ｒ　 Ｒ２ 调整后Ｒ２　 Ｆ
－０．１７１ －３．９９２＊＊ ０．２０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０　 １４．７６２＊＊

表７　具体身体自尊和体育锻炼频数对职业女性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标准回归系数 ｔ　 Ｒ　 Ｒ２ 调整后Ｒ２　 Ｆ
－０．０８７ －７．３６９＊＊

－０．２９２ －２．１８８＊＊ ０．３３５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０　 ４１．９７８＊＊

　　由表７可知，具体身体自尊和体育锻炼频数都进 入 了 回 归

方程，且ｔ检验达到了非常显著性水平，具体身体自尊和体育锻

炼频数对职业女性心理健康的解释量为１１．３％；而体育锻炼频

数对职业女性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ｃ为－０．２９２，ｔ检 验 达 到 了

非常显著性水平。

２．２．３．４　中介变量模型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由以上检验可知，职业女性具体身体自尊作为 中 介 变 量 模

型通过了检验（如图３所示），具体身体自尊是职业女 性 体 育 锻

炼影响其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由于体育锻炼频数对职 业 女 性

心理健康的直 接 效 应ｃ为－０．２９２，且ｔ检 验 达 到 了 显 著 性 水

平，所以职业女性的具体身体自尊在体育锻炼与心理健 康 之 间

是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介效应的大小为０．３８４×０．２９２／０．３２１＝

３４．９％。

图３　身体自尊在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的检验模型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论

本研究表明，体 育 锻 炼 频 数 是 影 响 职 业 女 性 抽 象 身 体 自

尊、具体身体自尊 和 心 理 健 康 的 重 要 因 素；体 育 锻 炼 对 职 业 女

性抽象身体自尊 的 解 释 量（２８．０％）大 于 对 具 体 身 体 自 尊 的 解

释量（１５．７％）；职业女性具体身体自尊对心理 健 康 的 预 测 效 果

比抽象身体自尊的预测效果好；具体身体自尊水平是体 育 锻 炼

影响职 业 女 性 心 理 健 康 的 中 介 变 量，其 中 介 效 应 的 大 小 为

３４．９％，职业女性的抽象身体自尊没有通过中介变量的检验。

３．２　建议

１）政府及体育主管部门要积极地组织、鼓励职 业 女 性 参 加

体育锻炼，带动职业女性体育健身的发展。

２）体育宣传部门、各种体育传媒都应该重视对 职 业 女 性 正

确健身观念的引 导 和 宣 传，使 职 业 女 性 牢 固 树 立 以 生 物、心 理

和社会适应为基础的健康观和终身体育观。

３）各企事业单 位 主 管 体 育 的 部 门 应 把 职 业 女 性 健 身 活 动

的组织与管理纳入议事日程，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实施。

４）妇联等团体应加强对职业女性心理健康状 况 的 检 测，及

早发现其心理健康问题；还要加强对其心理健康教育和 心 理 服

务，开设心理健康讲座，使其掌握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５）职业女 性 自 身 也 要 学 会 自 我 调 适，正 确 客 观 地 评 价 自

己，做事量力而行，提 出 适 宜 的 期 望 值，及 时 宣 泄 不 良 情 绪，理

智地处理问题。此外，职业女性参与体育锻炼应尽 可 能 地 遵 循

我国体育人口的 制 定 标 准，即 每 周 坚 持 锻 炼３次 或３次 以 上，

每次锻炼持续时间在３０ｍｉｎ以上，中等或中等以上锻炼强度。

６）科研部门及 科 研 工 作 者 应 加 强 对 职 业 女 性 心 理 健 康 方

面的研究，更深层 地 探 讨 影 响 职 业 女 性 心 理 健 康 的 因 素，为 职

业女性心理健康的提高作出详细、准确的指导和服务。

参考文献：

［１］杨剑，季浏，田石榴．不 同 锻 炼 方 式 促 进 青 少 年 心 理 健 康 的 实 验 研

究［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３）：８０－８３．
［２］谢琴，吴佑年．大学生身体自尊与体育锻炼参与 的 研 究［Ｊ］．广 州 体

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５）：４６－４８．
［３］张力为，毛志雄．体育科学常用心理量表 评 定 手 册［Ｍ］．北 京：北 京

体育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０）：１３２－１３７． （下转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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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着力改善和提高体育服务的公平性。受 教 育 程 度、收 入

和职业常常被同 时 用 于 阶 层 划 分，从 这 一 点 来 看，是 否 参 加 体

育锻 炼 的２个 主 要 影 响 因 素 都 应 当 被 认 为 是 社 会 地 位 这 个 变

量在起作用。这反映出在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参加 体 育 锻 炼 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当作是阶层划分的指标。社会 学 认 为，阶 层

地位是人们社会经济特征的综合反映，表现为不同阶层 的 成 员

在社会经济结构 中 占 据 不 同 的 位 置。这 些 高 低 不 等 的 阶 层 结

构位置直接影响了社 会 成 员 在 占 有 社 会 资 源 的 不 平 等［１３］。在

体育公共服务领域，不同阶层在使用许多体育资源的机 会 方 面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采用公共财政为高阶层人群提供的 场 地 器

材使用、宣传接触、竞 赛 组 织 等 方 面 比 例 更 大、效 率 更 高，也 更

加频繁。虽然近年 来 实 施 了 一 些 农 村 健 身 工 程 和 健 身 设 施 进

社区的计划，但 相 对 其 服 务 的 庞 大 人 口 而 言，比 例 却 相 当 低。

这些工程本应包含许多后续的设施维护、专业指导和竞 赛 组 织

等软件服务，但在实施过程中却被大大简化了，因 此，有 效 推 行

平等的体育公共 福 利 政 策，提 供 分 配 合 理 的 公 共 体 育 资 源，对

于促进广大农业劳 动 者 和 失 业 阶 层 提 高 锻 炼 的 参 与 率 将 是 非

常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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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吕树庭．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大众体育［Ｊ］．成 都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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