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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改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余暇时间的增多，休闲正在成为国民日常活动的闲暇行为方式。
面对社会生活方式的转交，休闲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休闲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概念，它告诉人们：为了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
条件。
休闲更是一种促使个人选择健康行为，协调人与环境关系，创建人类文明美好未来，实现社会进步的
基本途径。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如何看待休闲对社会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休闲实质内涵的理解，在这方面取
得的经验还是不多的。
例如，目前我国的休闲研究大多是从哲学的层面来探讨其文化内涵和存在的价值取向。
更有研究从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来探讨休闲产业的生存和发展。
然而，作为一个休闲研究者，我更希望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寻求社会最小单位的个体行为内在动机
，从而了解休闲存在动力体系。
早在2005年，我曾在《体育科学》上发表论文讨论休闲的涵义。
理论上讲，休闲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身心愉悦。
当我们在观察休闲时，常常是通过行为的显性指标。
然而，问题是我们怎样确定一个行为的发生是休闲呢？
人们参加篮球活动，同样是一个活动行为，如果他（她）是为了比赛，我们则界定其为“竞技体育”
，其活动参与过程不但不能放松，反而可能会增加焦虑。
反之，如果他（她）的活动是为了消遣、放松、获得愉快感，我们则界定其为“休闲体育”。
所以，休闲行为的动机判断成了我们观察休闲现象的关键。
从这个角度讲，休闲研究的心理学视角应该是最基本的起点，也是最后的终点。
邱亚君老师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视角，从心理学的视角来探索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的动机和制约因
素。
在她的研究中，休闲体育行为被描述为受动机的驱使，进一步外界条件的限制起着调解动机强度的作
用，其综合效应最后预测休闲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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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主要通过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部分来阐述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的动机和限制因素。
首先，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假设性理论框架。
然后，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方差分析、相关回归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进一步论证理论框架，
并提出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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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阶段变化理论成功地把Bandura的自我效能纳入其中。
自我效能是指相信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完成必要的行为从而达到预期的结果。
自我效能感在早期阶段对于行为变化的预测是有限的，但在运动行为变化的整个过程中呈上升趋势。
Nigg和Courneya①对锻炼行为的阶段发展理论研究表明，随着行为变化阶段的提高，行为获益增加，
行为付出减少。
在意向或预备阶段之后，获益绝对超过付出，自我效能通常是增加的。
2.2.2关于行为动机理论的研究综述1.行为动机理论的发展心理学对动机问题的早期研究认为，行为的
动力来自本能、驱力或需要。
一些学者从生物学角度进行研究，探讨动机的遗传、神经和内分泌基础，如关于饥、渴、性、睡眠等
现象的研究多从其生理机制着手；有些学者从学习角度进行研究，如从条件反射和社会模仿的角度探
讨动机与学习的相互关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心理学的第二次革命，心理学家们开始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研究动机，如
从人的主观期待、对诱因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成败的认知着手探讨动机。
一方面关注动机过程中认知调节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强调社会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与其他因素的相互
作用对人类动机产生的影响。
研究者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如期望价值理论、成就动机理论和归因理论等。
如今研究者们又开始关注需要、动力、情感等方面。
这些方面通常在潜意识层面上发挥作用，被认为是含蓄的、模糊的，与社会认知模型强调明确的、有
意识的过程结合起来，两者互补，综合分析人的动机，以更全面地了解人类动机的本质。
（1）本能论本能论是动机问题研究中所出现的第一种有关动机的理论学说。
在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影响下，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许多心理学家相信人类的大部分行为由本能
所控制。
也就是说，人们行为的原动力是天生和固有的，个体的种种行为归结为本能。
本能说曾一度在动机心理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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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研究》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