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居民健身消费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城市居民健身消费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4400408

10位ISBN编号：7564400404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作者：文静

页数：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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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居民健身消费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内容概要

　　文静博士选择健身消费力进行研究，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单涉及经济学，还涉及心
理学和社会学的问题。
论文对本领域的学科基础和研究成果与动态有较全面的把握，评述较为得当。
论文在研究方法的设计与运用上较为科学严谨。
由于健身消费力是个抽象概念，作者借用心理学中问卷制定的方法来研究城市居民健身消费力及其影
响因素。
编制调查问卷较规范，应用的统计方法较先进。
作者研究思路清晰，在应用多学科理论知识对健身消费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中，论述合乎逻辑，所
引用的资料准确得当。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表现在：一是提出了健身消费力及其影响因素的概念，并通过实证研究构建了由健
身消费力的四要素构成的健身消费力结构模型；二是揭示了健身消费力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结构
模型，以及上述影响因素对各健身消费力的影响程度；三是基于研究结果所提出的促进城市居民健身
消费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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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静，男，博士，1971年生，安徽南陵人。
2003年6月毕业于西安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2008年6月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2003年至今，在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工作，现为理论教研室主任。
主要从事体育统计学、体育测量与评价、体育社会学等课程的教学，主要研究方向为统计学方法在体
育领域中的应用研究以及体育测评。
先后主持并完成校级课题2项，正主持省教育厅和省社科联课题各1项，正主持国家体育总局课题1项。
参与教育部专项课题1项。
参编《体育统计学》教材1部。
发表论文近20篇。
多次参加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组织的全国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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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居民健身消费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体育博士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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