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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用跨理论模型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改变的实证研究》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改变的研究，
综合运用了量表分析、主客观评价研究和纵向干预的实验研究等研究方法，弥补了我国尚缺乏对该理
论模型的系统解释、验证、修订和实证研究等问题还不够深入的不足。
跨理论模型作为综合性的心理研究模型，对众多的健康行为改变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被引
证为过去10年里最重要的理论健康促进发展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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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文献综述第一节 体育锻炼行为的理论模型综述一、社会认知理论二、健康信念模型三、
保护动机理论四、合理行动／计划行为理论五、自我效能理论模型六、其他理论框架第二节 跨理论模
型理论研究综述一、跨理论模型的理论起源二、跨理论模型的概念三、跨理论模型的内容架构四、跨
理论模型的优点和局限性第三节 跨理论模型的应用研究综述一、跨理论模型在体育锻炼行为中的应用
研究二、跨理论模型在健康行为改变中的应用研究综述第四节 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研究综述第五节 
大学生体育锻炼干预研究综述一、国外有关体育锻炼干预的研究二、国内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干预
的研究第二章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设计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一、以往研究的局限性二、本研究关注的问
题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第三节 研究假设一、《中国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变化量表》的修订、编制
二、调查研究的假设三、纵向实验的假设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总体研究设计一、被试二、研究工具三、
研究方法四、总体研究设计第三章 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跨理论模型问卷编制、修订和信效度检验第
一节 量表编制的理论框架和流程一、研究目的和可操作性定义二、研究对象和方法三、大学生体育锻
炼行为量表编制建构的流程四、小结第二节 大学生体育锻炼变化阶段(连续性测量)量表的修正研究一
、研究目的二、研究对象三、研究方法和程序四、研究结果与分析四、结论第三节 大学生体育锻炼变
化程序量表的编制研究一、研究目的二、研究对象、方法和程序三、研究结果与分析四、结论第四节 
大学生体育锻炼自我效能量表的编制研究一、研究目的二、研究对象和方法程序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四、结论第五节 大学生体育锻炼决策平衡量表的研究一、研究目的二、研究对象、方法三、研究结果
与分析四、结论第四章 应用跨理论模型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改变的调查研究第一节 研究目的、研
究假设一、研究目的二、研究假设第二节 研究方法一、研究与调查对象二、研究工具三、研究程序和
分析方法第三节 调查结果的描述性统计及各量表(内部和之间)的相关和路径分析一、描述性常模二、
表内与表间相关与路径分析第四节 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变化阶段现状及判别分析研究一、大学生体育
锻炼行为变化阶段现状调查二、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变化阶段的判别分析第五节 变化阶段、变化程序
、自我效能和决策均衡一、多元检验结果二、组间效应检验结果三、多重比较检验结果第六节 心理变
量(自我效能和决策均衡)上不同变化阶段的差异一、多元检验结果二、组间效应检验结果三、多重比
较检验结果第七节 变化阶段与变化程序的对应研究第八节 结论第五章 应用跨理论模型对大学生体育
锻炼行为改变的主客观评价研究和纵向干预实验研究第一节 应用跨理论模型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改
变的主客观评价研究一、研究目的和假设二、研究方法三、研究结果与分析四、研究结论第二节 纵向
干预实验研究一、研究目的与假设二、研究方法三、研究结果与分析四、研究结论第六章 研究的总讨
论与总结论第一节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一、《中国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改变量表》的编制、修订和检验
二、应用跨理论模型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改变的横向调查研究的发现三、应用跨理论模型对大学生
体育锻炼行为改变的纵向实验研究的发现四、对跨理论模型的理论探索第二节 跨理论模型的本土化修
订和验证第三节 跨理论模型纵向实验对体育教学的启示一、体育教学指导者需要掌握大学生所处的体
育锻炼行为变化阶段及其影响因素二、大学生个体在体育锻炼行为改变过程中所处不同变化阶段特点
差异，揭示在体育课程中对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变化实施有效干预存在较大空间三、个体的体育锻炼行
为变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非单一的事件，需要加强学校、家庭和社区的青少年体育锻炼课内外一体
化实践，推动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改变的发展和巩固四、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习惯的养成不是一蹴而
就的过程，存在行为变化阶段的反复和回退现象，需要在体育教学环节中强化干预和追踪调研第四节 
总结论第五节 研究的局限与展望一、本研究的局限二、研究展望参考文献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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