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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人群的锻炼行为和锻炼动机
———以西安市知识分子为例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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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肥胖人群的锻炼行为和锻炼动机特点，通过５９８名西安市知识分子 问 卷 调 查，对 比 分 析

肥胖人群和正常体重人群的健康状况、体育行为和锻炼动机，并考察体育行为和锻炼动机的关系。结果

表明：１）知识分子中肥胖和较胖人数占３３．２％，他们的健康状况明显差于体重正常的人群，是慢性病高

发人群；２）肥胖人群外貌动机最强，是肥胖知识分子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心理动力；３）知识 分 子 的 锻 炼

行为与锻炼动机显著相关，内部动机更重要；４）肥胖知识分子促进健康的方法应首选体育 锻 炼，需 要 在

体育锻炼中培养乐趣动机和能力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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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 巨 大 的

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膳食结构的改变，以及体力 活 动 减 少 和

生活不规律等不良 生 活 习 惯 导 致 我 国 超 重 和 肥 胖 人 口 迅 速 增

加［１］２３１。超重，肥胖 与 许 多 慢 性 病（如 心 血 管 疾 病、糖 尿 病 等）

密切相关，是冠心 病 和 缺 血 型 脑 卒 的 危 险 因 素［２］，肥 胖 和 超 重

已经成为世界性的 问 题，１９９７年 世 界 卫 生 组 织（ＷＨＯ）已 将 肥

胖明确宣布为一种疾病。体育活动具有明显的控 制 体 重 作 用，

对单纯性肥胖的治疗效果明显［３］２４，因此，促进肥胖人群参与体

育锻炼对提高我国人民整体健康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肥胖人群体育锻炼的研究正逐渐增加，但 基 本 上 集 中

在体育锻炼对肥胖的影响和干预，还没有学者研究肥胖 人 群 的

锻炼动机。知识分 子 的 健 康 状 况 一 直 是 社 会 各 界 普 遍 关 注 的

问题，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起，就 不 断 有 学 者 指 出 我 国 知 识 分 子

存在严重的健 康 问 题。一 些 研 究 指 出：“知 识 分 子 缺 乏 恰 当 的

和适量的身体锻炼，健康状况值得担忧，因此，需要 加 强 对 知 识

分子的体育服务，采 取 措 施，促 进 知 识 分 子 加 强 体 育 锻 炼”［４］。

关于知识分子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的研究较多，但研究 知 识 分

子的肥胖问题的文献却很少，了解知识分子中肥胖人群 的 锻 炼

动机有利于有针对性地促进他们参与体育锻炼，从而改 善 他 们

的健康状况，所以，本研究试图通过比较分析，探讨 肥 胖 人 群 参

加体育锻炼的动机特点，为促进肥胖人群参与体育锻炼 提 供 理

论参考。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 北 工 大 学 等

９所大学的正副教授或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在读博士生，及

西安地区的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中具有副高及以上职 称 的 科

研、管理人员。调查 问 卷 由 课 题 组 成 员 在 被 调 查 单 位 发 放，每

单位发放调查问卷３０～５０份，共发放问卷８００份，回收６９６份，

回收率８７％，剔除无效问卷１０６份，共获得有效问卷５９０份，有

效率为８４．８％。５９０份有效问卷中，男性４０３人，女性１８７人。

平均年 龄４０．４４岁（２３～６９），其 中 教 师３６．７％，管 理 人 员

２３．４％，科研人员１８．７％，在读博士生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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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测量工具

数据收集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问卷包括了多 个 信 效 度 较

高的锻炼行为的心理量表。其中，肥胖程度和健康 状 况 采 用 自

评；锻炼行为的测量使用体育人口的三项指标［５］（周 锻 炼 次 数、

每次锻炼时间和锻炼强度）和测量锻炼坚持性的指标［６］。

体育动机采用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和Ｒｙａｎ　１９９７年修订的《身体活动

动机测量》（ＭＰＡＭ－Ｒ）量表［７］。量表测量了５类动机：乐趣动

机、能力动机、外貌 动 机、健 康 动 机、社 交 动 机。所 有 题 目 采 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级量度，从“非常 强 烈”到“没 有 这 种 愿 望”。各 分 量 表

的ａ信度系数在０．８１～０．９１之间［８］。

１．３　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统计使用ＳＰＳＳ　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０版，主要采用描述性

统计和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比较不同肥胖程度知

识分子之间在健康状况、锻炼行为和锻炼动机之间的差异。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知识分子肥胖及健康状况

参照国家体质健康标准对身体形态的分类，本 次 研 究 将 身

体形态分为：肥胖、较 胖、正 常、较 瘦 和 很 瘦５级。调 查 结 果 表

明（表１）：知识分子在身体形态上的分布存在一定的偏态，肥胖

和 较 胖 的 人 数 明 显 大 于 偏 瘦 的 人 数，肥 胖 和 较 胖 人 数 合 计 为

１９６人，占总数的３３．２％。

问卷中健康状 况 评 价 分 为：优 秀、良 好、中 等、较 差 和 差５

级，另外，还询问了 是 否 患 有 慢 性 疾 病，可 选 择 的 答 案 依 次 为：

①严重的，②较 严 重 的，③不 严 重，④轻 微 的，⑤根 本 没 有。知

识分子的健康状况和患 慢 性 疾 病 的 描 述 性 统 计 见 表１，不 同 肥

胖程度之间的两两比较见表２，统计结果表明：不同肥胖程度知

识分子健康状况自评得分呈“Ｕ”型，与 身 体 形 态 正 常 的 人 群 相

比，偏胖和偏瘦人群的健康状况均较差，具有显著 性 差 异；在 患

有慢性疾病一项，问 题 则 主 要 集 中 在 偏 胖 的 人 群，他 们 和 正 常

人群，以及偏瘦人群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２．２　不同肥胖程度知识分子锻炼行为比较分析

对锻炼行为的调查包括了４个维度，即：锻 炼 时 间、锻 炼 频

率、锻炼强度、锻炼坚持。测量题目为：１）你参 加 体 育 活 动 时 间

每次大约？①１５ｍｉｎ内，②１５～３０ｍｉｎ，③０．５～１ｈ，④１～１．５

ｈ，⑤１．５ｈ以上。２）你参加的体育锻炼的频率（平均每周）？①
三次以上，②三次，③二 次，④一 次，⑤不 到 一 次。３、每 次 体 育

锻炼后身体变化？①无感觉，②全身微微发 热，③微 微 出 汗，④
中等出汗，⑤出大汗。４、有规律的锻炼是指为了 促 进 健 康 而 进

行的有计划的身 体 活 动，如：散 步、慢 跑、球 类 等 活 动。有 效 的

锻炼应该是坚持每周３～５次、每 次２０ｍｉｎ以 上 能 使 您 出 汗 的

运动。据此定义，您是否进行了有规律的锻 炼：①是，我 坚 持 这

样的身体锻炼已 经 超 过６个 月 了；②是，我 坚 持 这 样 的 身 体 锻

炼还没有超过６个 月；③否，但 我 打 算 开 始 这 样 的 锻 炼；④否，

并且我没有打算开始这样的锻炼。

表１　不同肥胖程度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方差检验（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健康指标 肥胖 较胖 正常 较瘦 很瘦 总体 Ｆ　 Ｐ
人数　　 １６　 １８０　 ３０５　 ８１　 ８　 ５９０
健康状况 ２．７５±０．９３１　 ２．５４±０．６６３　 ２．３０±０．６３０　 ２．５７±０．７０６　 ２．８８±０．８３５　 ２．４３±０．６７６　 ６．６３６　 ０．０００
慢性疾病 ３．３１±１．２５０　 ４．００±０．８３２　 ４．３４±０．７５２　 ４．２５±０．７５１　 ４．２５±０．７０７　 ４．２０±０．８１８　 １０．４４４　 ０．０００

表２　不同肥胖程度知识分子之间健康状况的两两比较（Ｐｏｓｔ　Ｈｏｃ　Ｔｅｓｔｓ）

健康指标 肥胖－较胖 肥胖－正常 肥胖－较瘦 肥胖－很瘦 较胖－正常 较胖－较瘦 较胖－很瘦 正常－较瘦 正常－很瘦 较瘦－很瘦

健康状况 ０．２１　 ０．４５＊ ０．１８ －０．１３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２６＊ －０．５７＊ －０．３１
慢性疾病 －０．６９＊＊ －１．０３＊＊＊ －０．９３＊＊＊ －０．９４＊ －０．３４＊＊＊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０

　 注：＊表示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示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表示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表３　不同肥胖程度知识分子锻炼行为的方差检验（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锻炼行为 肥胖 较胖 正常 偏瘦 很瘦 总体 Ｆ　 Ｐ
锻炼时间 ３．００±１．１５５　 ３．０４±１．０５９　 ３．０８±１．１１４　 ３．０６±１．１４４　 ２．３８±０．７４４　 ３．０５±１．０９８　 ０．８０６　 ０．５２２
锻炼频率 ３．０６±１．３８９　 ２．９０±１．３５８　 ２．８４±１．３２７　 ２．８３±１．３５８　 ３．８８±１．１２６　 ２．８８±１．３４１　 １．２８７　 ０．２７４
锻炼强度 ３．４４±１．２６３　 ３．３７±１．０７２　 ３．３４±１．０２２　 ３．２０±０．９１４　 ３．３８±０．７４４　 ３．３３±１．０２６　 ０．４５１　 ０．７７２
锻炼坚持 ２．４４±１．０９４　 ２．２３±１．０８０　 ２．２０±１．０９０　 ２．３６±０．９７９　 ２．５０±１．０６９　 ２．２４±１．０７１　 ０．６０２　 ０．６６２

　　 注：表中数据记分为题目对应答案选项的编号１～５，锻炼时间得分越高时间越长，锻炼频率得分越高频率越低、锻炼强度得 分 越 高 强 度 越 大，

锻炼坚持得分越高坚持越差。

　　从 表３的 统 计 数 据 来 看，与 正 常 人 群 相 比，肥 胖 和 较 胖 人

群每次锻炼的时 间 较 短，每 周 锻 炼 次 数 较 少，每 次 锻 炼 的 强 度

较大（出汗较多），坚 持 有 规 律 体 育 锻 炼 较 差，但 这４项 指 标 的

差异性检验均不 存 在 显 著 性。体 育 人 口 指 标 中 的 运 动 强 度 是

以出汗情况来衡量的，比较而言，肥胖人群更容易 出 汗，即 便 是

进行较小强度的 运 动 也 会 大 汗 淋 漓，因 此，这 项 指 标 的 结 果 并

不能表示肥胖人群的实际运动强度大于其他人群。

２．３　不同肥胖程度知识分子锻炼动机比较分析

锻炼动机量表采用的是Ｌｉｋｅｒｔ　５级 量 度，从“非 常 强 烈”到

“没有这种愿望”，数 字 越 小 表 示 这 种 锻 炼 动 机 越 强 烈。从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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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５的统计结果来看，肥胖知识分子的５种锻炼 动 机 均 比 正

常人群强烈，但只有外貌动机的差异具有显著性。

从５种锻炼动机 强 度 的 排 序 可 以 判 断 特 定 人 群 参 与 体 育

锻炼的主要动因。在本次调查中，体型正常的知识 分 子 锻 炼 动

机根据强度排序为：健康动机、乐趣动机、社交动机、外貌动机、

能力动机，并且健康动机和乐趣动机比其他３种动机要强得多。

肥胖知识分子动机的排序为：外貌动机、健康动机、乐趣动机、社

交动机、能力动机；较胖知识分子锻炼动机排序为：健康动机、乐

趣动机、外貌动机、社交动机、能力动机。从排序可以看出，随着

体型形态由正常到肥胖，锻炼动机中的外貌动 机 由 正 常 人 群 的

第４上升到较胖人群的第３，在肥胖人群中，外貌动机则排到了

第１；除外貌动机的变化外，其他４种动机排序则相对不变。

２．４　锻炼动机与锻炼行为的相关分析

锻炼动机是参与 体 育 锻 炼 的 心 理 动 力，因 此，锻 炼 动 机 与

锻炼行为之间应该为正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的范 围 内，锻 炼 动

机越强的锻炼者 的 锻 炼 频 率 越 高，每 次 锻 炼 时 间 会 越 长，每 次

锻炼的运动量也越大，锻炼坚持情况越好。从表６的 分 析 结 果

来看，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 数 的 值 并 不 大，但２０个 相 关 系 数 中 有８
个达到０．００１的显 著 水 平，４个 达 到０．０１的 显 著 水 平，２个 达

到０．０５的显著水平，占总数的７０％，不显著的相关系数主要集

中在外貌动机和社交动机，统计结果基本上能 够 证 明 主 要 的 锻

炼动机和锻 炼 行 为 存 在 较 强 的 关 系。从 相 关 系 数 的 显 著 性 来

看，乐趣动机、能力动机和健康动机与体育行为的相关性要大于

社交动机和外貌动机，提高这些锻炼动机有利于促进锻炼行为。

表４　不同肥胖程度知识分子锻炼动机的方差检验（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锻炼动机 肥胖 较胖 正常 偏瘦 很瘦 总体 Ｆ　 Ｐ
健康动机 １．８７５０±０．９７２７８　２．１３３３±０．８４６８０　２．０９６２±０．８５２５４　２．１３１７±０．８８６１３　 ２．２９１７±１．１８７７３　２．１０９０±０．８６１８９　０．４５０　０．７７３
外貌动机 １．８１２５±０．８７３２１　２．４３０６±１．１４４２９　３．１１４８±１．２２００１　３．５６７９±１．２２４１１　 ４．３１２５±０．９９７７７　２．９４９２±１．２６８９８　２１．８５８　０．０００
乐趣动机 ２．３７５０±０．９８０３６　２．４０７４±０．８５３３４　２．３９３４±０．９３２５０　２．４５２７±０．９４０３１　 ３．０８３３±０．９０４１４　２．４１４７±０．９１１５６　１．１６４　０．３２５
能力动机 ３．２５００±０．９３０９５　３．３０３７±１．００６０６　３．３２３５±１．０８８３４　３．４１９８±０．９６７２１　 ３．９５８３±１．０７５５２　３．３３７３±１．０４３３８　０．９２３　０．４５０
社交动机 ２．７０８３±０．９４１８３　３．０２９６±１．０４９５４　２．９２６８±１．１２５５７　３．１２３５±０．９７１０３　 ４．００００±０．７５５９３　２．９９３８±１．０８０３２　２．６７９　０．０３１

表５　不同肥胖程度知识分子之间锻炼动机的两两比较（Ｐｏｓｔ　Ｈｏｃ　Ｔｅｓｔｓ）

锻炼动机 肥胖－较胖 肥胖－正常 肥胖－较瘦 肥胖－很瘦 较胖－正常 较胖－较瘦 较胖－很瘦 正常－较瘦 正常－很瘦 较瘦－很瘦

健康动机 －０．２６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４２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１６ －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１６
外貌动机 －０．６２ －１．３０＊＊＊ －１．７６＊＊＊ －２．５０＊＊＊ －０．６８＊＊＊ －１．１４＊＊＊ －１．８８＊＊＊ －０．４５＊ －１．２０＊ －０．７４
乐趣动机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７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６８ －０．０６ －０．６９ －０．６３
能力动机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１７ －０．７１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６５ －０．１０ －０．６３ －０．５４
社交动机 －０．３２ －０．２２ －０．４２ －１．２９＊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９７ －０．２０ －１．０７＊ －０．８８

　 注：＊表示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示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表示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表６　锻炼动机与锻炼行为的相关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行为和动机 健康动机 外貌动机 乐趣动机 能力动机 社交动机

锻炼时间 －０．１６０＊＊＊ －０．０７５ －０．２１０＊＊＊ －０．２２９＊＊＊ －０．２３１＊＊＊

锻炼次数 ０．０８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１
锻炼强度 －０．１９２＊＊＊ －０．０６４ －０．１６７＊＊＊ －０．１３２＊＊ －０．１７３＊＊＊

锻炼坚持 ０．１２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１＊＊ ０．１６１＊＊＊ ０．０８１

　 注：＊表示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示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表示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３　讨论

３．１　健康与肥胖的关系

肥胖是一种常见的、明显的、复杂的代谢 失 调 症，是 一 种 可

以影响整个机体正常功能的生理过程［９］。研究 表 明，肥 胖 本 身

就是一种慢性病，严 重 地 影 响 人 民 的 健 康 和 身 体 素 质，同 时 又

和许多慢性疾病 有 关，例 如：高 血 压、糖 尿 病、冠 心 病 等 都 和 超

重、肥胖有密切的关系。儿童单纯性肥胖症则是成 年 期 心 血 管

疾病与糖尿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１０］。因此，肥胖既是许多疾

病的同一临床表现，又是诱发许多慢性疾病的危 险 因 素。这 一

论断在本次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知识分子中肥 胖 人 群

健康状况明显差于体重正常的人群，是慢性病高发人群。

在美国，１　６００万糖尿病患者中９０％为超重或肥胖，每年有

２８万余人因肥胖死亡，因肥胖导致的疾病医疗费用占总费用的

５．５％～７．８％［１１］。尽管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属于较瘦的人

群，但中年人群的超重 率 和 肥 胖 率 正 在 逐 年 迅 速 增 长，２００２年

我国居民超 重 率 为１７．６％，肥 胖 率 为５．６％［１２］。在 本 次 调 查

中，陕西省知识分子超重率（较胖率）和肥胖率分别为３０．５％和

２．７１％，肥胖率低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这 也 许 和 知 识 分 子 对 肥 胖

的危害具有较正 确 的 认 识，并 积 极 进 行 防 治 有 关；但 超 重 率 却

远 远 大 于 全 国 水 平，说 明 较 多 的 知 识 分 子 依 然 处 于 肥 胖 的 边

缘，在肥胖及其并发症方面存在较大的风险。减轻 体 重 可 以 使

血压、血糖、血清胆 固 醇、甘 油 三 酯、胰 岛 素 水 平 以 及 血 清 尿 酸

下降，保持身体的 健 康。因 此，知 识 分 子 中 偏 胖 人 群 需 要 采 取

积极的措施减轻体重，以提高身体健康水平。

第５期 张　平 等：肥胖人群的锻炼行为和锻炼动机———以西安市知识分子为例的比较研究 体育与运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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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体育锻炼对肥胖知识分子健康的影响

一些研究表明：体 力 活 动 是 影 响 体 重 的 关 键 因 素，体 重 正

常者的体力活动水平 和 活 动 次 数 均 高 于 肥 胖 者［１３］。本 次 调 查

的结果也表现出 这 种 特 征，偏 胖 人 群 每 次 锻 炼 的 时 间 较 短，每

周锻炼次数较少，坚持有规律体育锻炼较差，但差 异 并 不 显 著。

当然，我们并不能 根 据 这 次 调 查 结 果 得 出，体 育 锻 炼 对 知 识 分

子控制体重效果 不 显 著。因 为 我 们 这 次 数 据 调 查 是 一 个 截 面

数据，它并不能检验因果关系。同时，另一些 研 究 表 明：人 们 是

由于超重肥胖后才有意去参加运动的，越是胖人参加锻 炼 的 次

数越多［１］２３１。因此，本 次 研 究 结 果 之 所 以 差 异 不 明 显，很 可 能

是这样一个因果关系，肥胖人群过去的缺乏体力活动造 成 了 他

们现在的肥胖，而肥胖又使他们产生了参与体育锻炼来 控 制 体

重的愿望，因此，他 们 现 在 的 体 育 锻 炼 参 与 情 况 与 正 常 体 重 的

人群并无显著性差异。

常见肥胖者约９５％属于单纯性肥胖，其中大都由于运动量

不足，营养过剩或遗传因素而导致获得性肥胖［１４］。肥胖康复治

疗的基本原则是 饮 食 控 制、运 动 疗 法、药 物 治 疗 及 日 常 生 活 的

教育指导［１５］。大量的研究 表 明，运 动 具 有 明 显 的 控 制 体 重、减

少 体 内 脂 肪 的 作 用，适 度 的 运 动 不 仅 可 以 增 强 过 剩 的 热 量 消

耗，还可以改善心 血 管 功 能，减 少 肥 胖 的 并 发 症。实 践 证 明 运

动训练主要使体 内 脂 肪 含 量 减 少，促 进 脂 肪 代 谢，瘦 体 重 组 织

无明显变化，甚至 有 所 增 加，表 明 运 动 治 疗 肥 胖 在 使 体 重 下 降

的同时，使机体成 分 发 生 良 好 的 变 化，且 无 任 何 副 作 用。并 且

体育锻炼具有条件简单，效果明显等优越性［３］２８。因此，肥胖知

识分子 减 轻 体 重、促 进 健 康 的 方 法 应 首 选 坚 持 科 学 的 体 育

锻炼。

３．３　肥胖知识分子锻炼动机的特点

在一般的心理学 书 籍 与 研 究 中，动 机 是 指 引 起 个 体 活 动，

维持已 引 起 的 活 动，并 导 使 该 活 动 朝 向 某 一 目 标 的 内 在 作

用［１６］。锻炼动机则是指可 以 通 过 体 育 锻 炼 来 满 足 的 需 要 或 需

求，是人们参 与 和 维 持 锻 炼 行 为 的 心 理 动 力。ＭＰＡＭ－Ｒ量 表

所测量的锻炼动机包括５类：１）乐 趣 动 机（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指 参 加

身体锻炼活 动 是 因 为 它 有 趣、好 玩、刺 激，可 以 使 自 己 感 到 快

乐；２）能力动机（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指 参 加 身 体 锻 炼 是 因

为希望获得新 的 技 能 和 对 自 己 能 力 的 提 高；３）外 貌 动 机（Ａｐ－

ｐｅａｒａｎｃｅ）：指参加身体锻炼是为了控制体重、改善体型 和 外 表，

使自己身体变得 更 有 吸 引 力；４）健 康 动 机（Ｆｉｔｎｅｓｓ）：指 参 加 身

体锻炼是为了促 进 身 体 健 康，获 得 强 健 的 体 魄 和 旺 盛 的 精 力；

５）社交动机（Ｓｏｃｉａｌ）：指 参 加 身 体 锻 炼 是 为 了 和 朋 友 相 处 和 结

交新朋友［１７］。

在这５种锻炼动机中，肥胖知识分子的外貌 动 机 和 社 交 动

机明显比正常人 群 强 烈，且 外 貌 动 机 排 序 在 最 前 面，是 肥 胖 知

识分子参与体育 锻 炼 最 为 主 要 的 锻 炼 动 机。行 为 动 机 是 由 个

人的需要激发的，减肥显然是肥胖人群的主要健 康 需 要，同 时，

肥胖知识分子具有较多的健康知识和锻炼知识，对自身 肥 胖 的

健康风险有足够的认知，从而产生比较强烈的通过体育 锻 炼 控

制体重的愿望。

动机研究中的一 个 主 要 的 观 点 是：根 据 动 机 的 来 源，动 机

可分为 内 部 动 机（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和 外 部 动 机（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１８］。一些研究 者 认 为：在 体 育 锻 炼 活 动 中，乐 趣 动

机和能力动机是内部 动 机［１９］，并 把 健 康 动 机、社 交 动 机 和 外 貌

动机作为体育锻炼的 外 部 动 机［２０］。从 肥 胖 知 识 分 子５种 锻 炼

动机排序和与普通人群的差异来看，肥胖知识分子参与 体 育 锻

炼的外部动机强 于 内 部 动 机。Ｒｙａｎ等 人 的 研 究 表 明“参 加 体

育锻炼的人其内在动机越强，就越能坚持锻炼”［２１］，从表４锻炼

行为和锻炼动机的相关分析也支持了这个论点。因 此，肥 胖 人

群具有强烈的外貌动机也许有利于激发他们参与到体 育 锻 炼，

但从长期看，如果他们在锻炼参与过程中体验不到锻炼 的 乐 趣

和能力的提高，内 部 动 机 不 能 得 到 很 好 的 发 展，很 可 能 中 途 退

出锻炼，造成减肥失败。

４　结论与建议

１）西安市知识分子中肥胖和较胖人数占３３．２％，他们的健

康状况明显差于体重正常的人群，是慢性病高发人群。

２）与正常 人 群 相 比，肥 胖 和 较 胖 人 群 每 次 锻 炼 的 时 间 较

短，每周锻炼次数较少，坚持有规律体育锻炼较差，但 差 异 不 存

在显著性。

３）肥胖人群具有较强的锻炼动机，特别是外貌 动 机 显 著 性

强于普通人群；外貌动机在他们的５种锻炼动机中强 度 排 序 第

１，是他们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心理动力。

４）知识分子的 锻 炼 行 为 与 乐 趣 动 机、能 力 动 机、健 康 动 机

显著性相关，提高这些锻炼动机有利于促进锻炼行为。

５）肥胖知识分子减轻体重、促进健康的方法应 首 选 坚 持 科

学的体育锻炼。但知识分子的锻炼行为主要受外 部 动 机 驱 动，

不利于长期坚持，因 此，他 们 需 要 在 体 育 锻 炼 中 积 极 培 养 乐 趣

动机和能力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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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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