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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弱势群体的身体自我特征
∗

廖彦罡,刘　英
(首都经贸大学体育部,北京　100070)

摘　要: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实验对照法,探讨大学生体育弱势群体的身体自我特征是否与普通大学

生存在异同,从身体自我的具体描述和身体满意程度2方面对被试的身体自我特征进行深入分析.(1)大学生体育弱势群体

组对于运动能力、健康和运动习惯的关注程度要显著高于普通组,而形态维度的关注程度较低.(2)在身体满意程度的积极

和中性子维度上,大学生体育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要低于普通组,而在消极和期待维度上要高.(3)男女生在身体自我的能

力、健康和消极子维度上差异显著.总体来看,大学生体育弱势群体的身体自我特征与普通大学生组存在较明显的组别差异

和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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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自我(Physicalself)作为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对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的心理因素,近些年来已成为心理学

中十分令人瞩目的研究热点[1].一般而言,身体自我是指个体意识到的身体性自身存在,包括各种身体特征以及反映这些

特征的心理活动,是整体自我的核心部分.同时,身体自我不是一个人从自然人的角度对其身体进行的认识,而是从社会人

的角度对其身体的认知和评价,受社会文化和他人评价的支配和影响.它是公众自我和可见自我,是自我存在、自我表达、自
我与外在世界接触交流的重要媒介,与心理健康、运动参与有密切关系[2].身体自我被看成了解自我的一把钥匙,是一个多

维度、多层次的结构.对身体自我的研究,不仅能丰富人格心理学的自我理论和实践,更对大学生心理发展和健全人格养成

有重要价值.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对残疾考生等招生限制的取消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包括体弱、肥胖、个矮、高度近

视、大龄、肢障、疾病等在内的大学生弱势群体不断增多,有关体育弱势群体的问题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一般认为,“大学生

体育弱势群体”[3]是指高校中身体患有疾病、肢体残疾或体质虚弱的学生,包括生理性体育弱势群体、运动性体育弱势群体、

社会性体育弱势群体.他们的身体素质较差,其身体自我影响着心理的健康发展.这对如今所强调的提高青少年健康体质、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提出了挑战.了解他们的锻炼情况和身心发展情况,加强身心健康素质的培养,使之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才,是教师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目前,关于体育弱势群体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尚处于初级阶段.已有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体育弱势群

体的体育教育、概念体系界定等方面,从社会学、心理学等更广泛学科的层面来进行研究还是空白,这也是体育弱势群体深

入研究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1].当前,关于青少年自我概念的研究已成为教育心理学领域的一个热点,但对大学生身体

自我的研究并不多见,且未见有系统探讨高校体育弱势群体身体自我方面的研究.另外,身体自我的研究方法多采用封闭量

表进行测量,其特点虽然能全面、整体地反映对象,省时、省力,但对于个体信息的反映却显不足.
基于以上考虑,为全面探讨大学生体育弱势群体的身体自我特征是否与普通大学生存有差异,笔者采用开放式身体自我

问卷调查方法,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身心发展、身体满意度等方面进行探讨,为相关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建议.

1　研究方法
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调查法等制定身体自我问卷量表,进行预备调查研究,针对研究的对象和所探讨的问题,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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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修正编码系统.
1.1被试

选取几所普通高校参加体育保健课程的体育弱势学生为弱势群体组,共150人,其中男生72人,女生78人.以参与正

常体育课的在校大学生为对照组,共218人,其中男生106人,女生112人.发放问卷368份,收回有效问卷362份,有效问

卷回收率95.26%.
1.2量具

采用张立为等[45]修改后的“身体自我十问”的开放式问卷量表,然后根据制定好的编码系统进行编码.研究共培训2
名评分员,先对其讲解编码方法,请他们根据统一的评分标准单独给5份问卷评分,然后与作者讨论评分中的不一致.达到

共识后,开始对每一问卷逐句进行编码和记录.本次测试的评分者一致性信度范围达0.82.
1.3数理统计

实验数据结果是2位评分员分别在各子维度上的得分加权求和的平均数.剔除无效问卷,将数据录入 Excel进行初步

整理和统计,然后转入SPSSforWindow15.0统计软件包中,对其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均数比较等.
1.4编码评分

经过相关分析,针对已有的评分编码进行一定的修正,将编码系统分为2大类:一类是被试对自己身体具体方面的描

述,包括形态、能力、健康、习惯4个维度;另一类是被试者对自己身体满意程度方面的描述,包括积极、消极、中性、期待4个

维度.其中,组别和性别是组间变量.具体编码标准参照张力为等的编码规则修改而成,编码和分析的单位是“含义”不是“句
子”.

参照已有的身体自我描述标准,具体分类原则是:(1)形态.和身体形象有关的描述,如“我个子中等”.(2)能力.和身体

素质有关的描述,如“我速度快”.(3)健康.和身体运行状况有关的描述,如“我很健康”.(4)习惯.和规律性的身体活动有关

的描述,如“我经常去健身”.身体满意程度的分类原则是:(1)积极.带有积极意义的陈述,如“我肌肉发达”.(2)消极.带有消

极意义的陈述,如我“讨厌长跑”.(3)中性.一般性不带过多感情色彩的评价,如“我的身体素质一般”.(4)期待.带有愿望含

义的陈述,如“我希望能长高一点”.

2　结果
2.1身体自我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统计2组被试的相关数据,从表1可看出,在身体自我具体描述各维度中,形态与能力、习惯与健康均存在显著相关.身
体自我的满意程度上,身体积极、中性、消极和期待的相关性显著.在身体具体描述与身体自我满意程度2方面的各维度中,

能力、习惯、健康和身体自我积极评价相关显著,形态、能力、习惯、健康和身体中性评价存在显著相关,健康和身体消极评价

存在显著相关.
表1　身体自我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各维度的相关矩阵

变量　 形态 能力 习惯 健康 积极 中性 消极 期待

形态 — -0.39a -0.50a -0.34a -0.07 0.34a -0.12 -0.06
能力 — -0.21a -0.32a 0.13b -0.13b -0.11 0.06
习惯 — -0.15b 0.13b -0.21a -0.02 0.08
健康 — -0.20a -0.15a -0.35a -0.07
积极 — -0.16b -0.56a -0.16a

中性 — -0.37a -0.25a

消极 — -0.20a

期待 —
平均数 0.30 0.25 0.19 0.23 0.34 0.20 0.38 0.10
标准差 0.24 0.20 0.19 0.17 0.22 0.18 0.24 0.30

　　注　a:P<0.01;b:P<0.05

3.2不同组别、性别在身体自我具体维度上的区别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组别和性别的被试在身体自我具体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存在一定差异.在具体身体描述方面,弱势

群体组在能力、习惯、健康3个子维度方面的关注程度要高于普通组,而在形态子维度上要低.同时,女生在形态、健康维度

上比男生的关注程度要高,而在能力和习惯维度上低于男生.另外,在身体满意程度的积极和中性子维度上,弱势群体组的

关注程度要低于普通组,而在消极和期待维度上要高.同时,女生在积极、中性维度上得分低于男生,女生在消极和期待维度

上高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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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组别、性别在身体自我具体维度上的区别

变量 弱势群体组 普通组 合计

女生 0.16 0.39 0.34
形态 男生 0.20 0.27 0.26

合计 0.17 0.34
女生 0.25 0.20 0.21

能力 男生 0.30 0.30 0.30
合计 0.27 0.24
女生 0.23 0.15 0.17

习惯 男生 0.26 0.21 0.22
合计 0.24 0.18
女生 0.33 0.24 0.26

健康 男生 0.22 0.18 0.19
合计 0.29 0.21
女生 0.23 0.33 0.30

积极 男生 0.24 0.40 0.37
合计 0.23 0.36
女生 0.12 0.19 0.18

中性 男生 0.14 0.26 0.24
合计 0.13 0.22
女生 0.51 0.39 0.42

消极 男生 0.40 0.31 0.32
合计 0.47 0.35
女生 0.22 0.09 0.12

期待 男生 0.22 0.03 0.06
合计 0.22 0.06

　　进一步考察组别和性别对个人身体自我各维度得分的影响,分别进行2项 MANOVA检验,采用PillaiTrace标准.如

表3所示,组别和性别的主效应都高度显著,在身体满意程度方面,组别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
表3　组别和性别对身体自我观念各维度的多元方差分析

具体身体描述

F P

身体满意程度

F P
组别 4.10 0.00 10.44 0.00
性别 3.92 0.00 2.56 0.04
组别∗性别 1.64 0.15 2.36 0.05

　　MANOVA后续检验中发现,在组别主效应中,弱势群体组和普通组在形态、习惯和健康子维度上差异显著,在身体满

意程度各维度上差异也显著,说明2组在自身身体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在性别主效应中,男女生在能力、健康以及消极子维

度上差异显著.另外,组别和性别的交互作用在形态子维度上有显著差异.

3　讨论
总体上看,身体自我的各子维度之间相关性高,被试对于身体自我关注最多的方面是形态,然后是能力、健康和习惯.而

人们对于身体自我积极和消极的评价都较多,而期待的成分较少,组别和性别主效应显著,需要进一步分析.

3.1身体自我的组别差异

从身体自我的具体描述维度上看,大学生弱势群体组和普通组在身体自我的形态、习惯和健康子维度上差异均为显著,

他们对于运动能力、健康和运动习惯的关注程度要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但形态维度的关注程度要低.大学生体育弱势群体

对于健康的关注程度最高,其次为能力、习惯和形态,说明他们由于自身身体条件等方面的缺陷,特别关注于自我健康等身

体自我方面的了解,希望自我身体健康,充满活力,养成良好习惯,保持较好形态.很多被试在开放式问卷中多次提到受伤、

疾病等所造成的身心锻炼局限,如“我腿受过伤,打球时不灵活”、“我身体不好,导致我无法享受很多同龄人的愉悦”等,这些

因素很大程度影响着他们身体自我的主观评价.
研究中发现,弱势群体组对于身体满意程度的积极和中性评价要低于普通组,而在消极和期待维度上却高,“我常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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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没有很充沛,身体确实有些问题”、“我的免疫力差,经常生病”等.陈波等[6]利用卡特尔16种个性因素调查表对大学生

体育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体育弱势生在乐群性、兴奋性、敢为性、忧虑性、紧张性等维度上与普通学生

存在着显著差异,表现为沉默寡言、没精打采、做练习缺乏自信、过度紧张忧虑和有畏难情绪.体育弱势群体由于体质较差,

缺乏体育锻炼,常会伴有主观上的身体不适感,身体自我的积极评价不多,笔者的研究基本验证了以上观点.大学生体育弱

势群体组的身体自我满意程度不高,消极情绪较多.因此,这也要求必须及时有效地对大学生体育弱势群体进行健康保健等

各方面的知识技能教育,引导其参与各种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克服相关的心理障碍,培养自信,更积极主动地参与运

动,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达到身心愉悦的目的.
运动能力是2组被试所共同关注的重点之一,涉及身体基本素质的内容,如力量、耐力、弹跳等方面,2组被试都给予了

较高的重视,表明体育锻炼带来的运动能力提升在大学生群体的主观评价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在大学生

群体中开展体育课程的重要性,完全符合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特点.另外,研究中加入了身体自我满意程度的期待子维

度,这些带有一定愿望含义的句子描述,一方面说明被试对于身体自我现状的不满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于更好身体自

我的向往和愿望.弱势群体组在期待程度上的得分远高于普通组,这说明他们虽然有身体素质等方面的不足,但对于运动能

力的向往、渴望拥有健康和强壮身躯的愿望较为强烈,相信只要有正确的锻炼方法和锻炼手段,引导并督促他们进行身体锻

炼,就完全可以改善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
普通大学生组中,被试对于形态维度的关注频率最高,其次为运动能力、健康和运动习惯,关注的侧重点和弱势群体组

有很大不同.分析认为,普通大学生更多在意于影响身体自我的形态方面,包括身高、体重、面貌等,“我腿有些粗”、“我的手

比较修长”,这表明处于青春发育期的青少年对于外貌形态较为关注,也验证了之前的研究成果[4,7].作为青春发育晚期的

学生群体,大学生有较强烈的自我意识,希望给人留下较好的印象,很在意别人眼中的自我.在身体满意程度方面,他们的积

极评价和消极评价都比较多,中性和期待评价少,说明大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自我评价意识,用已有的自我标准来对身体自

我进行主观评价,这也要求积极引导大学生进行正确的身体自我评价,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观.

3.2身体自我的性别差异

从多元方差分析中看出,男女生在运动能力、健康和消极维度上差异显著.女生对于形态的关注程度最高,依次为健康、

能力和习惯,男生对于运动能力的关注程度最高,依次为形态、习惯和健康,这说明女生对于相貌、身体形态等方面颇为关

注,而男生更看重的是与身体素质密切相关的运动能力,对于自我的健康状态却关注程度不高.
以往的研究中,性别差异的结果在西方文化背景的被试研究中有一致的结果,即男生比女生对自己的身体更满意,尤其

表现在身材特征方面.Brettschneider和Brautigam(1990)对德国4118名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女生更强调修饰过的相貌和

个人保健,意识到身材问题、体重控制和饮食习惯控制等,而男生更强调有活力的、自然的以及更多自我概念的运动[8].本研

究和之前研究基本保持一致,在身体自我满意方面,女生的消极评价得分最高,依次为积极、中性和期待.男生的积极评价得

分最高,依次为消极、中性和期待,说明男生较女生更多满意于自己的身体,现实身体越来越接近理想身体.青春发育后期的

女生对身体外貌形态比较在意,应注意加强她们的身体锻炼和健康教育,打造合适的打扮,提高其心理素质.而对于男生应

增加其对运动锻炼方法的了解,引导其积极有效地进行身体锻炼,加强健康意识的培养.今后应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正确的

身体观,形成健康积极的心态,提倡正确的身体审美观,避免负面的身体自我观念降低生活满意感,影响其心理健康,乃至影

响其人格特征的形成和完善.

4　结论和建议
4.1结论

总体上看,被试的形态与能力、习惯和健康子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身体积极、中性、消极和期待的相关性也显著.在身

体具体描述与身体自我满意程度2方面的各维度中,能力、习惯、健康和身体自我积极评价相关显著,形态、能力、习惯、健康

和身体中性评价存在显著相关,健康和身体消极评价存在显著相关.
在身体自我具体描述维度上,2组被试在形态、运动习惯和健康维度上差异显著,大学生体育弱势群体对于健康的关注

程度最高,其次为能力、习惯和形态,普通大学生组对于形态维度的关注频率最高,其次为运动能力、健康和运动习惯.
在身体自我满意程度上,2组被试在积极、中性、消极和期待维度差异均为高度显著.在身体满意程度的积极和中性子

维度上,大学生体育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要低于普通组,而在消极和期待维度上要高.
性别比较中,男女生在能力、健康和消极维度上差异显著.女生对于形态的关注程度最高,依次为健康、能力和习惯,男

生对于运动能力的关注程度最高,依次为形态、习惯和健康.在身体自我满意方面,女生的消极评价得分最高,依次为积极、

中性和期待,男生的积极评价得分最高,依次为消极、中性和期待.

4.2建议

研究采用的是开放式问卷调查,虽能全面了解个体信息,灵活性高,但关于身体自我句子的编码和评分存在一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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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也并不能全面反映被试的客观情况,建议今后与多种成熟的量表相结合,辅助以身体素质测试等客观标准,以便更

深入了解大学生身心自我的全面情况.
可以认为,大学生中存在体育弱势群体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部分人相对较少,但对其身心自我和体育行为的培养和了

解不能忽视,更需要全面认识和了解体育弱势群体的身心自我特点,更好地引导其体育行为,培养健康意识与终身体育观

念,为其身心健康发展而服务.同时,也要对大学生的身体自我观念进行全面辅导教育,引导其客观评价和接受现实的自我,

提高心理素质,更好地锻炼身体,树立健康、积极的人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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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themethodsofquestionnaires,documentsandexperiments,thisresearchmakesasurveyof
physicalselfcharacteristicsbetweensportsvulnerablegroupofstudentsandcommongroupinuniversity
fromthetwoaspectsofselfphysicaldescriptionandselfphysicalsatisfaction.(1)thevulnerablegroup
showsnotablehighdegreeofattentionthanthecommongroupontheathleticability,healthandexercise
habitbutlowdegreeofattentiononthedimensionofshape;(2)asforphysicalself-satisfaction,thevul-
nerablegroupshowslowerattentiondegreeonthepositiveandneutraldimensionbuthigherdegreeon
negativeandexpectationdimensions;(3)boysandgirlsshowsignificantdifferencesonselfability,health
andnegativedimension.Overall,thefindingsrevealvisiblegroupsandsexdifferencesintheperspective
ofphysicalselfcharacteristicsbetweensportsvulnerablegroupofstudentsandcommongroupinuniver-
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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