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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类大学生与理工类大学生

社会支持程度调查研究
Ξ

陈耕春
(西安体育学院 心理学教研室 , 陕西 西安 710068)

摘　要 : 为了解大学生社会支持程度及心理健康水平 , 对 233 名体育类大学生和 240 名理工大学生进行社会支持

评定量表的测试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 : 研究对象的男性比女性社会支持程度略高 , 但没显著性差异 ; 研究对象

社会支持程度与参考常摸基本一致 ; 然而体育大学生比理工大学生社会支持程度高 , 男性三项、女性两项中有显

著性差异存在 ; 体育大学生社会支持程度比参考常摸略高 , 但没有显著性差异。研究表明 , 体育有利于增进社会

支持程度和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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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gree of Social Suppor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Natural Science Undergraduate

CHEN Geng2chun
(Xi′an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 Xi′an , 710068 China)

Abstract : To study the degree of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y on the undergraduates , the author has tested and study the 233

physical education and natural science undergraduate with social support evaluating li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 the male undergrad2
uates′degree of social support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s but there are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oth and theirs are same in the

model. The physic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s′degree of social suppor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atural science undergraduates. The

three terms in male and the tow terms in female have notable difference. The physic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s′degree of social sup2
port is littl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odel but it doesn′t have difference. The study shows the sport is helpful for promotion the degree

of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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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 普遍认

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增强自我调适能力 , 势在必

行。随着社会物质和文明的高速发展 , 急速的现代社会变

革 , 使大学校园内莘莘学子充满激情迎接未来的挑战 , 同

时给他们心理活动带来的压力及威胁也随之增长 , 危害心

理健康的因素也越来越多。社会支持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

提供保护 , 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 , 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

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 [1 ] 。人的应对方式和精神症状

之间存在选择性的相关 , 总体的评价是寻求社会支持有利

于心理健康[2 ] 。本文就体育类大学生与理工类大学生社会

支持程度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 从社会支持程度的角度对大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作以了解 , 从而为进一步开展心理咨询

工作提供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1 　研究对象

随机调查西安体育学院、西安邮电学院的大学生男 243

人、女 238 人 , 共 481 人 , 年龄 19 —21 岁。

112 　研究材料

社会支持问卷[1 ] 。肖水源编制 , 共 10 个条目 , 评价为

4 个维度即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该量

表重测总分一致性 R = 0192 (P < 0101) , 各条目一致性 R1 —

·001·

西 安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XI′A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 18 　No. 2
Apr. 2001

第 18 卷第 2 期
2001 年 4 月

Ξ 收稿日期 :2000210212

　　　基金项目 :1998 年国家体育总局“133”工程科研项目子课题 (98070) 。

　　　作者简介 :陈耕春 (19572) ,女 ,陕西 西安人 ,西安体育学院副教授。



10 在 0189 —0194 之间 , 且有较高预测效度 , 与 SCL —90 所

代表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性负相关 [1 ] 。

113 　统一的组织实施调查

在教室内进行 , 组织实施者统一讲解方法 , 由调查对

象当场独立完成。剔除问题问卷 , 回收有效问卷 473 份 ,

男 238、女 235 份 , 其中体育类男 117 人、女 116 人 , 理工

类男 121 人、女 119 人。

2 　结果分析

211 　男女被试社会支持测试结果比较

表 1 　男女被试社会支持程度测试结果比较

项 　　目
男生 (N = 238) 女生 (N = 235) t 检验

X S X S

主观支持 8111 2114 7173 2112 P > 0105

客观支持 21178 3152 21122 3136 P > 0105

支持利用 7179 1171 7197 1139 P > 0105

总 　　分 37168 5122 36192 5108 P > 0105

　　从表 1 结果显示 , 男女被试的四项得分平均数除支持

利用度女性略高于男性外 , 其他几项均表现男性高于女性 ,

但是各项均无显著性差异存在。这与有关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3 ] 。

表 2 　被试与全国十城市大学生社会支持程度参考常摸比较

项 　　目
被试男 N = 238 参考常摸 N = 474 t 检验 被试女 N = 235 参考常摸 N = 468 t 检验

X S X S X S X S

主观支持 8111 2114 8109 2119 P > 0105 7173 2112 7174 1198 P > 0105

客观支持 21178 3152 21185 3145 P > 0105 7173 2112 7174 1198 P > 0105

支持利用 7179 1171 7682 118 P > 0105 7197 1139 8102 1169 P > 0105

总 　　分 37168 5122 37177 5153 P > 0105 7197 1139 8102 1169 P > 0105

　　从表 2 反映出 , 男女被试各项测试结果与我国十城市

大学生社会支持参考常摸基本一致 , 但是都略低于常摸。

113 　体育类大学生与理工类大学生社会支持程度比较

表 3 　体育类与理工类大学生社会支持程度比较

项 　　目
体育类男 N = 117 理工类男 N = 121 t 检验 体育类 N = 116 理工类女 N = 119 t 检验

X S X S X S X S

主观支持 8149 2116 7186 2111 P > 0105 3 8115 2124 7134 2118 P < 0105 3
客观支持 21148 3143 21183 3159 P > 0105 21129 3138 21113 3147 P > 0105

支持利用 8104 1168 7151 1177 P < 0105 3 8108 1177 7172 1183 P > 0105

总 　　分 38101 5114 36129 5125 P < 0105 3 37152 5116 36119 5109 P < 0105 3

　　表 3 显示的结果反映 , 体育类男性大学生在客观支持

上略低于理工类大学生 , 但是没有显著性差异存在 , 除此

之外其他几项均高于理工类大学生 , 其中主观支持、支持

利用度和总分均与理工类大学生存在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水平 ; 体育类女性大学生各项指标均高于理工类大学生 ,

有两项指标即主观支持和总分与理工类大学生之间有显著

性差异存在 , P < 0105 水平。

114 　体育类大学生与全国十城市大学生社会支持程度参考

常摸比较

表 4 反映 , 体育大学生社会支持程度与参考常摸比较 ,

没有显示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性 , 但是各项指标的平均数

均高于参考常摸。

分析认为 , 表 3、表 4 的结果与体育大学生更多从事合

作性、集体性活动有关 , 体育知识技能学习及参与体育活

动的过程更有利于人际间的沟通与交流 , 有利于学生建立

社会支持网络 , 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以及学会如何

赢得社会支持的技巧。这些研究结果符合体育科学的社会

学意义及科学功能。以往国内外许多有关研究结果显示 ,

社会支持程度与以 SCL —90 所代表的心理健康水平有一定

的负相关[426 ] , 即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SCL —90 得分越低 ; 以

大学生 SCL —90 总症指数大于 2 分为划界进行两类判别 ,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利用度进入差别方程 , 成为预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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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四个社会与心理因素之一 , 表明社会

支持确实与心理健康相关 [5 ] 。本研究结果显示体育对增进

大学生社会支持程度有一定作用 , 大学生可以通过更多的

参与体育活动增强心理健康的水平。

表 4 　体育类大学生与全国十城市大学生社会支持程度参考常摸比较 [3 ]

项 　　目
体育类男 N = 117 参考常摸男 N = 474 t 检验 体育类女 N = 116 参考常摸女 N = 468 t 检验

X S X S X S X S

主观支持 8149 2116 8109 2119 P > 0105 8115 2124 7174 1198 P > 0105

客观支持 21148 3153 21185 3145 P > 0105 21129 3138 21126 3144 P > 0105

支持利用 8104 1168 7182 1180 P > 0105 21129 3138 21126 3144 P > 0105

总 　　分 38101 5114 37177 5153 P > 0105 37152 5116 37103 5111 P >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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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最佳模型预测值及误差分析

年 　份 1999 2000 2005

预测值 900012896 901212406 907212337

实际值 8994

误 　差 0107 %

213 　应用非等间序列预测应注意的问题

(1)尽可能选用等间序列进行预测。因为非等间序列等

距处理后的数据毕竟是灰元的白化值 ,与实际数据还是有一

定差异的。

(2)非等间序列中个别数据时段之间的间隔不宜过大。

如果存在这种情况 ,建议在数据选择时尽可能将其排除在

外。因为数据时段间隔过大 ,可能会导致时段差系数μ(ti)过

大或过小 ,从而最终加大了白化值与实际值之间的误差。

3 　小结

体育领域的非连续性事件是一类常见的体育事件 ,其特

点是 :总在不断地产生 ,但并不定时出现。在对这类事件的

建模预测时就显得相当困难。笔者将非等间序列预测和 GM

(1 ,1)模型群预测结合起来 ,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具体

方法 :是先将非等间序列转化为等间序列 ,再进行建模预测。

这一预测方法的运用 ,大大增强了对非连续性体育事件规划

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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