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人们的生活中

已经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随着电脑、手机、平板等

科技产品的广泛使用，其应用程序（App）的开发和设

计也越来越新颖和多样化，为人们提供获取各类知识

的渠道。而高校承担着教书育人和传授知识技能的

职责，在此背景下，高校教师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教学

手段，利用移动App的功能和优势结合所教科目，进

行智慧课堂和移动教学设计，如运动App在大学体育

课程中的使用，可以使学生不受时间和场地的控制，

随时通过App中的教学视频可以进行体育锻炼，还可

以监控其运动强度和负荷，具有监测运动数据等功

能。本研究通过分析运动App在大学生中的使用情

况，研究运动App对大学生体育锻炼动机的影响，为

促进大学生养成体育锻炼习惯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运动 App 对大学生体育锻炼动机的

影响为研究对象，以安徽建筑大学（以下简称我校）

在校全日制本科生为调查对象。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

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对运动 App 对大学生体

育锻炼动机的影响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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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App的持续时间在＞0.5~1 a，每周使用频率为3~4次，每次使用时长在0.5 h左右。（3）学生使用运动App进行锻炼的内部

动机较强烈，外部动机较弱。在内部动机中，能力动机是学生使用运动App的主要动机；在外部动机中，学生使用运动App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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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检索并归纳整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以

及安徽省图书馆等关于运动App、体育锻炼动机等

方面的文献，了解目前的研究状态，为本研究的内

容和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1.2.2 访谈法

针对本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对高校体育教学部

负责人、教师以及在校学生进行访谈，听取其建议，

积累素材，拓展本文的研究思路。

1.2.3 问卷调查法

1.2.3.1 问卷的发放和内容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624份，可用于数据分析的

有效问卷591份。问卷内容分为2个部分，第1部分

为学生使用运动App基本情况，共5题，其中大学生

使用运动App的目的和获取渠道为多选题；第 2部

分为大学生使用运动App后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

引用《大学生体育锻炼动机量表》[1]，该量表共37题，

具体组成见表1。

1.2.3.2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对于问卷第 1 部分的效度检测，请 7 位专家从

结构、内容和总体效度对问卷进行校验，经过多次

修改，确定最终问卷内容；其信度检测采用再测信

度评估方法，从 591人中抽取 60人，时隔 15 d后再

次填写问卷，得出再测信度的相关系数为 0.855，说

明本问卷的第1部分具有较高信度。

由于引用的《大学生体育锻炼动机量表》是在

使用运动App的基础上进行填写，所以笔者将本量

表的信效度进行重新检测，其信度检测采用同质性

信度检测方法，信度系数使用科隆巴赫（L.J.

Cronbach）提出的α（Alpha）系数进行计算[2]。效度采

用结构效度检测方法，分析其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

校验结果如表2。由表2可知：量表中各维度的信度α

系数均＞0.7，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信度；表中各维度

平均方差萃取量（AVE）＞0.5，说明量表具有收敛效

度，“对角线放AVE开根号值（表中加黑数值）”均大

于其他维度的相关，说明量表具有区别效度。

1.2.4 数理统计法

通过问卷星、Excel以及SPSS软件对所得数据

进行统计和分析。

1.2.5 逻辑分析法

对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总结，得

出准确且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与建议。

2 结果与分析

2.1 运动App在大学生中的使用情况

2.1.1 使用运动App的目的分析

运动App中包含一些运动知识与锻炼方法、制

定健身计划、监测运动数据等功能。如图 1 所示，

75.63%的学生使用运动 App 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学

校或教师布置的任务，这与我校实行体育俱乐部课

程与运动App联动规定有关，体育课以及体质健康

测试成绩均需在步道乐跑中完成，另外学校要求学

生每学期需完成一定次数的长跑，使用步道乐跑打

卡实时监测。除完成学校任务外，以监督自我运动

表1 《大学生体育锻炼动机量表》各维度题目组成统计表

维度

乐趣动机

能力动机

外貌动机

健康动机

社交动机

制度动机

服从动机

题号

2、5、12、14、24、26、28

3、6、9、17、19、23、27

11、13、16、18、22、30

1、7、8、20、21

4、10、15、25、29

31、32、33、34

35、36、37

动机类型

内部动机

外部动机

表2 《大学生体育锻炼动机量表》信度、区别与收敛效度分析表

维度

乐趣动机

能力动机

外貌动机

健康动机

社交动机

制度动机

服从动机

平均数

3.310

3.333

3.526

3.623

3.206

3.620

3.320

标准差

0.026

1.030

0.986

0.991

1.049

0.915

1.010

维度信度

α

0.919

0.804

0.834

0.846

0.819

0.898

0.920

收敛效度

AVE

0.718

0.546

0.585

0.642

0.756

0.652

0.702

乐趣动机

0.847

0.690

0.579

0.598

0.490

0.497

0.677

能力动机

0.739

0.688

0.378

0.390

0.605

0.467

外貌动机

0.765

0.309

0.488

0.504

0.497

健康动机

0.801

0.600

0.501

0.693

社交动机

0.869

0.502

0.456

制度动机

0.807

0.651

服从动机

0.838

基本统计量 维度相关与区别效度

图1 大学生使用运动App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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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测锻炼数据为目的的学生占51.44%和43.82%，

说明学生有自主锻炼的意识，他们通过运动App进

行打卡、设置目标等方法，实时观察自己的运动状

态和身体变化。

2.1.2 获取运动App的渠道分析

从图2中可看出，学生通过学校或教师获取运动

App的渠道所占比例最高，为78.85%；其次是通过朋

友介绍，占29.78%；微信或微博推荐占20.81%；手机

自带占13.03%；广告所占比例最少，为9.48%。学生

获取运动App的主要渠道是学校或教师，究其原因

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智慧课堂、移动教学等线上

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

式，教师开始将“互联网+”等技术引入到教学中，如

上传教学视频、布置作业、发布讨论题等，可以实时

观察到学生的学习状态，因此会推荐学生下载一些

学习App，建立线上课堂；其次是通过朋友介绍而使

用某一运动App，不同的运动App中健身模块、功能

以及操作手段都会有所不同，学生使用时会根据自

己的目的和喜好进行选择，获取较好的使用体验后，

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或同学；所占比例最少的是广

告宣传，一般公司研发出新事物时，若想让客户了解

其功能，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广告宣传，然而对于大学

生而言，此类宣传手段好像并不占优势。

2.1.3 使用运动App的时间分析

由学生使用运动 App 的持续时间＞1.5 a 的占

22.5% ，＞1～1.5 a 的占 25.55% ，＞0.5～1 a 的占

29.44%，≤0.5 a 的占 22.5%（图 3）。每周经常（≥5

次）使用运动App锻炼的学生占27.41%，有时（3～4

次）使用运动App锻炼的学生人数最多，占37.06%，

偶尔（1～2次）使用运动App锻炼的学生占29.95%，

基本不使用运动App锻炼的学生占 5.58%（图 4）。

学生单次使用运动App进行锻炼的时长≤0.5 h的

人数占 46.36%，锻炼时长为 0.5～＞1 h 的学生占

45.85%，锻炼时长为＞1～1.5 h的学生占5.08%，锻炼时

长为＞1.5～2 h和＞2 h的学生人数均占1.35%。

综上分析，学生使用运动App持续时间集中在

0.5～1.5 a的时间，说明运动App深受大学生喜爱，

学生愿意并能坚持使用运动 App 进行锻炼。每周

使用运动App进行锻炼次数3～4次人数最多，基本

不使用的人数最少，说明学生一周内经常进行锻

炼，具有经常锻炼的意识和习惯。每次锻炼时长集

中在 0.5 h左右，基本达到有氧运动时间，说明学生

使用运动App可达到锻炼效果。

2.2 大学生使用运动App对其体育锻炼动机各维度

的影响分析

乐趣动机、能力动机、外貌动机、健康动机和社

交动机属于内部动机，制度动机和服从动机属于外

部动机。分析图 6可知，能力动机是学生使用运动

App进行锻炼的主要动机，其次是乐趣动机、外貌动

机等，最少的是服从动机。说明学生想要通过运动

App进行锻炼，从而提高自己的技术技能。乐趣动

机与能力动机强弱相差不多，说明兴趣和能力的提

升对于学生参与锻炼比较重要。内部动机中最弱

的是社交动机，其原因应是如今社交软件较多，在

运动 App 中，主要以运动健身功能为主，其社交功

能并不能吸引学生。在外部动机中，制度动机强于

服从动机，说明学生较为重视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育

课成绩。从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分析，学生使用运

动 App 进行锻炼的内部动机较强烈，外部动机较

弱，说明学生通过使用运动App锻炼而获得的自身

的满足和成绩感比外界的制度、奖励和惩罚更有吸

引力，进一步说明，学生使用运动 App 进行锻炼可

图2 大学生获取运动App的渠道

图3 大学生使用运动App的持续时间分析

图4 大学生每周使用运动App的频率分析

图5 大学生单次使用运动App的时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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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学生内部动机。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大学生使用运动 App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完

成学校或老师布置的任务、监督自我运动以及监测

锻炼数据。

2）大学生获取运动 App 的主要渠道是学校或

老师要求，其次是朋友介绍和微信、微博推荐。

3）多数大学生使用运动App的持续时间 0.5～

1 a，每周使用频率在3～4次，每次使用时长在0.5 h

左右。

4）学生使用运动 App 进行锻炼的内部动机较

强烈，外部动机较弱。在内部动机中，能力动机是

学生使用运动 App 的主要动机；在外部动机中，学

生使用运动App的制度动机高于服从动机。

3.2 建议

1）各高校教师可向学生推荐运动 App，鼓励

学生长时间坚持使用运动 App，增强体育锻炼

动机。

2）运动 App 中可再加入一些趣味性的运动设

计，增加学生持续使用运动App时长和频率。

图6 大学生使用运动App对其锻炼动机各维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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