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是高等教育持续关注的

一个话题。《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

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进一步强调了大学生心

理健康的重要性，明确指出高校要普遍设立心理健

康教育和咨询机构，增强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意识，

关心学生心理健康。医学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关系到医学专业合格人才的培养。国内外众多

研究表明，不同形式的体育活动在调节情绪，缓解

压力，增强信心等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体育社

团是体育锻炼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对增强学生体

质健康，改善心理素质，维护校园稳定，丰富校园文

化氛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探明当

前高校体育社团活动对医学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

的促进作用，对部分医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与分

析，以期为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高校体育社团促进医学生心理健康的效应

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湖北医药学院2013级医学

本科专业体育社团成员273名为调查对象，其中男

生111名，女生162名。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

据库”“中国数字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数据库

及湖北医药学院图书馆，搜索“大学生心理健康”

“高校体育社团”相关文献，为本研究提供参考。

1.3.2 调查法 采用 SCL-90（self-rating symptom

scale）自评量表，于2013年 9月，对湖北医药学院

3916名2013级医学本科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测量。

随机选取参加篮球、足球、羽毛球、瑜伽、武术、轮

滑、乒乓球等项目的300名体育社团成员作为跟踪

调查对象，在12个月后（2014年10月）对他们进行

复测。发放问卷300份，有效回收273份，有效回收

率91%。

1.3.3数理统计法 运用SPSS21.0版本进行统计

与分析，运用EXCEL2003进行汇总制表。描述性统

计指标以平均分和标准差表示。采用单样本t检验

和配对试验t检验，显著性水平为P<0.05和P<0.01

两个级别。

2 结果与分析
2.1体育社团成员参加社团前的心理健康状况

表1显示了医学专业大学生在入团前与全校学

生、全国大学生常模的比较结果。数据统计表明，

与当年全校新生相比，体育社团学生入团前除强迫

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和精神病性因子得分低于全校

大学生外，其他因子间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而与全国大学生相比，SCL-90各因子上的得分均低

于全国常模，且单样本t检验在各因子上均有显著

性差异（p<0.01）。说明医学大学新生心理状况要优

于全国大学生，而与全校大学生平均水平相当。
表1 入团前体育社团成员SCL-90因子得分与全校

及全国常模比较（̀X±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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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体育社团学生N=273

1.15±0.25

1.61±0.54

1.47±0.48

1.34±0.43

1.31±0.38

1.28±0.4

1.26±0.41

全校学生N=3916

1.18±0.30

1.69±0.62*

1.52±0.55*

1.39±0.48

1.36±0.45

1.29±0.41

1.3±0.43

全国大学生常模N=263775

1.39±0.47**

1.87±0.62**

1.79±0.59**

1.67±0.62**

1.55±0.54**

1.58±0.59**

1.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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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检验方法：单样本 t 检验；*P<0.05，**P<

0.01，下同。

2.2 体育社团成员心理健康改善状况

2.2.1总体情况

表2显示了体育社团成员在参加体育社团前与

入团12个月后的心理健康对比情况。体育社团成

员scl-90总分在参加社团后均有明显降低。数据表

明，体育社团成员在总体上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

感、抑郁、焦虑、恐怖、偏执6个因子得分均低于参加

社团前，经检验极显著性差异（P<0.01）。躯体化因

子得分增高，精神病性得分降低，也都具有显著差

异（P<0.05），而在敌对因子上没有显著性差异。阳

性项目数和总分有明显降低，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差

异（P<0.01）。这说明体育社团成员心理健康状况具

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2.2.2不同性别成员心理健康的改善情况

表2还显示了不同性别的体育社团成员的心理

健康改善情况。数据统计结果表明，体育社团对男

女生心理健康的改善不尽相同。男生在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偏执因子上得分降低，且具有显著

性差异（P<0.05）。而在其他因子以及阳性项目、总分

上没有显著性变化。女生在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

郁、焦虑、恐怖、偏执因子得分、以及阳性项目数和总

分上均有降低，且具有显著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

不论男女学生在躯体化、敌对、精神病性因子上都没

有明显变化（P>0.05）。从数据统计结果看，体育社团

对女生心理健康的改善程度要高于男生。
表2 体育社团成员参加社团前后SCL-90各因子得分比较

注：检验方法：配对t检验

2.3不同类型体育项目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改善的效

应分析

田麦久等人按照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把技能

主导类项目分为表现准确性、表现难美性、隔网对

抗性、同场对抗性、格斗对抗性5个项群。瑜伽、武

术、轮滑，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可分别归类于

表现难美类（97人）、同场对抗类（72人）、隔网对抗

类（104人）三个类别。表3显示了不同类别体育项

目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改善水平的不同效应。以

SCL-90各因子得分在入团后的增量为因变量，以项

目类型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结果

显示，表现难美类与同场对抗类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现难美类与隔网对抗类项目差异显著,且在各因

子上分值为正，说明表现难美类项目对大学生心理

健康改善效果更好；同场对抗类项目与隔网对抗类

项目相比，在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恐怖、精神

病性以及总分上具有显著差异，且分值为正，说明

同场对抗项目在这几个方面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改

善比隔网对抗项目更为有效。

综合得知，不同体育项目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

改善效果不同，作用明显的项目依次为：表现难美

类、同场对抗类、隔网对抗类项目。
表3 不同类型体育社团项目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改

善情况对比

检验方法为Post Hoc Tests-LSD，*为0.05显著水平

3讨论
3.1医学专业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评定问题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评定常常与常模进行比

较。目前国内研究常用的常模主要有金华等人编

制的青年常模（1986）和大学生常模I。一般认为，医

学专业大学生的学业负担重，容易引发心理问题。

但也有相关研究认为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在亚健康

偏执

精神病性

1.33±0.41

1.27±0.34

1.35±0.43

1.33±0.41**

1.63±0.57**

1.5±0.51**

参加社团前

男生N=111

1.19±0.33

1.38±0.44**

1.28±0.45**

1.25±0.38

1.25±0.36

1.22±0.38

1.20±0.33

1.24±0.37*

1.24±0.37

1.28±0.40

16.74±17.91

112.86±30.93

总体N=273

1.18±0.29*

1.34±0.36**

1.27±0.38**

1.24±0.34**

1.22±0.33**

1.22±0.38

1.18±0.29**

1.21±0.308**

1.21±0.34*

1.27±0.37

16.07±16.8**

111.07±27.22**

女生N=162

1.14±0.22

1.61±0.53

1.46±0.48

1.33±0.41

1.34±0.42

1.26±0.35

1.26±0.39

1.3±0.36

1.24±0.31

1.24±0.34

20.94±17.76

118.89±29.53

男生N=111

1.17±0.30

1.61±0.54

1.49±0.49

1.35±0.46

1.28±0.32

1.31±0.45

1.26±0.45

1.36±0.46

1.31±0.37

1.27±0.32

21.26±20.74

120.63±32.35

总体N=273

1.15±0.25

1.61±0.54

1.47±0.48

1.34±0.43

1.31±0.38

1.28±0.4

1.26±0.41

1.33±0.41

1.27±0.34

1.25±0.33

21.07±18.99

119.6±30.66

因子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阳性项目

总分

女生N=162

1.17±0.27

1.31±0.30**

1.25±0.33**

1.23±0.32*

1.2±0.31**

1.22±0.39

1.16±0.25**

1.2±0.26**

1.2±0.31

1.25±0.34

15.62±16.05**

109.84±24.38**

参加社团后

因子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阳性项目

总分

难美类I-同场类J

0.067

0.131

0.052

0.117

-0.001

0.104

0.034

0.092

0.055

0.085

5.401

6.736

难美类I-隔网类J

0.182*

0.202*

0.267*

0.255*

0.198*

0.279*

0.184*

0.199*

0.245*

0.239*

11.605*

20.192*

同场类I-隔网类J

0.115

0.070

0.215*

0.139

0.199*

0.175*

0.150*

0.106

0.190*

0.154*

6.204

13.456*

·· 122



第2期

发生率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医学生在健康态度与行

为上则普遍优于非医学生，其总体压力程度也要比

非医学生低。黄艳萍等认为常模的不同造成了不

同的研究结论，可利用参考的常模首先存在适用性

问题，一些常模由于年代久远，或许已与现代社会

发展实际不相符合，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较低的

结论值得商榷。本研究利用黄艳萍（2009年）等人

的研究结果作为常模，该常模所取样本量大，时间

相对较新。结果表明，所调查的医学生 scl-90各

因子得分都明显低于常模，且有显著性差异。这

也在一定范围内（新生）印证了医学专业本科学生

并非心理健康问题高发人群的结论。

3.2体育社团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积极促进作用

国内外研究表明，体育锻炼是促进人身心健康

的有效手段之一，它对人的智力、情绪、人格、认知

都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也常用于心理疾病的治疗。

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和体育生

活方式，能够有效减轻焦虑和抑郁等症状。在经常

性的体育锻炼活动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肢体、语

言、感情的交流，能够增强人的自信心和存在感，巩

固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从而增强人的社会适

应能力、应变能力以及良好的心理调控能力。因

此，体育锻炼活动作为体育社团组织的主要活动形

式，是提升学生身心素养和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教

育方式。研究结果证明，即使医学专业大学生心理

健康指标均优于一般大学生，但通过一定时期的体

育活动，其心理健康仍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种

改善对于女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充分说明了体

育社团活动对于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积极

效应。因此，拓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途径，加强

高校体育社团组织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3.3体育活动内容和方法的选择

体育锻炼的内容和运动量与心理健康的效应

关系密切。科学合理的体育锻炼活动促进身心健

康发展，但锻炼的方法和手段不合理也会给身心健

康带来负面的影响。只有根据自己身体、心理等方

面的具体情况，参加适宜的体育锻炼才能促进心理

健康。研究证明了表现难美类项目对大学生心理

健康的积极作用，比如瑜伽、舞蹈、武术、轮滑等项

目。这类项目以技能练习为基础，以自我展示为表

现形式，对大学生抒发情感，缓解压力，调节情绪，

增强自信具有良好作用，符合了青年大学生心理发

展的特点和需要。同场对抗类如篮球、足球等属于

集体项目，有利于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精神，增强配

合意识，提高人际交往能力，而隔网对抗类项目如

乒乓球、羽毛球等单人对抗项目则对于学生心理健

康改善作用不明显。因此，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要选择符合大学生心理发育特点的教育内容和

方法，集体性体育项目更有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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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SituationofUniversitySportsVenuesOpening to theOutsideWorld inHuainan

CHEN Li , ZHANG Wen-hu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38)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using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literature

material and interview, the paper investigated the time, the pattern, the main body crowd of the current college sports

venues of Huainan city opening to the outside, analysed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put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policy.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Huainan city; sports venue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Effect Analysis of the College Sports Associations to Promote Mental Health
of Medical Students

LIANG Hong-xia，WANG Zhe
（Hubei Medicine University，Shiyan，Hubei 442000）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metho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o investigate 273

students who took part in the sports associations of the undergraduate medical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sports club activities on mental health of medical students.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medical students are not

high-risk mental health disorders popul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ports associations and

other sports activities of the organization is the effective wa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ports club activities choose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in lin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collective

physical excercise program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sychological health.

Key words: college sports associations;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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