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５ 卷第 ４ 期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５ꎬＮｏ.４
Ｄｅｃ.ꎬ２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０３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１９ＣＸ０４０２３Ｂ)ꎻ安徽科技学院校级科研项目(２０２１ｒｗｙｂ０９)ꎻ安徽科技

学院校人才引进项目(ＴＹＹＪ２０２００１)ꎮ
作者简介:邱家凯(１９９２—)ꎬ男ꎬ山东枣庄人ꎬ助教ꎬ硕士ꎬ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ꎮ ∗通信作者:商勇(１９６８—)ꎬ山东汶上人ꎬ教

授ꎬ硕士ꎬ研究方向:体育系统工程ꎮ

ｄｏｉ:１０.１６１０４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１８９１.２０２１.０４.０１５

基于突变理论的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研究
邱家凯１ꎬ商　 勇２∗ꎬ骆玉峰３

(１.安徽科技学院体育教学部ꎬ安徽 滁州 ２３３１００ꎻ２.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体育教学部ꎬ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５８０ꎻ
３.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０００)

摘　 要:为探究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各阶段的现象、关键点、演化途径等问题ꎬ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逻辑思维法等研究方

法ꎬ在分析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的基础上ꎬ基于突变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ꎬ构建了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尖点突变

模型ꎮ 研究发现: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是内外部因素随时间逐渐积累而导致锻炼行为发生突变的一种现象ꎻ个体内部

因素决定了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养成的突变是否会发生ꎬ外部环境因素决定了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会在何时发生ꎻ大学

生个体内部因素的控制对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促进效率高于外部环境因素ꎻ此外ꎬ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由破坏到建立对

个体变量和环境变量的要求程度明显高于由建立到破坏的要求程度ꎮ
关键词:大学生ꎻ体育锻炼行为ꎻ突变理论

中图分类号:Ｇ８０７.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８９１(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８１￣０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ＱＩＵ Ｊｉａｋａｉ１ꎬＳ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２∗ꎬＬＵＯ Ｙｕｆｅｎｇ３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Ａｎｈｕ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ＣｈｕｚｈｏｕꎬＡｎｈｕｉ ２３３１００ꎬＣｈｉｎａꎻ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ꎬＱｉｎｇｄａｏꎬ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６６５８０ꎬ

Ｃｈｉｎａꎻ３.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０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ꎬ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ｓꎬ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ｔａｇｅｓꎬ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ꎬ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ꎬ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ｃｕｓｐ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
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ｈａｂｉｔ ｉｓ 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ｓｕｄｄ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ｗｈｅｒｅ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ａ ｓｕｄｄ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ｏｃｃｕｒꎬ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ｗｈｅ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ｈａｂｉ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ｏｃｃｕ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ｈａｂｉｔ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ｔｈ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ｏ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ꎻ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ꎻ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０ 引言

体育锻炼行为是指以增进健康ꎬ增强体质为目

的ꎬ以身体运动为内容和手段ꎬ有一定强度、频率、
持续时间的有目的、有组织ꎬ重复进行的身体活

动[１]ꎮ 锻炼行为的发生到锻炼习惯的养成需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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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因与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ꎬ并经过反复刺激形

成稳固的条件反射ꎬ从而形成稳定的体育锻炼行

为ꎮ 当前ꎬ我国青少年体质下滑的趋势虽然已经得

到控制ꎬ但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并未改善[２]ꎬ久坐、
锻炼时间不足带来的超重、肥胖等问题依然普遍存

在ꎮ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ꎬ如何

提高其体育活动参与水平ꎬ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

惯ꎬ增强体质ꎬ增进健康ꎬ关乎着国家的未来ꎮ
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历来为高校体育研究的

热点问题ꎬ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锻炼态度、体育

认知等心理学范畴[３－４]ꎬ研究视角多从微观出发ꎬ对
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对策进行分析ꎬ也有一些研

究从宏观角度出发ꎬ对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因素

进行探讨ꎬ但多为描述层面ꎬ缺乏理论支撑ꎮ 这就

导致了对于大学生体育锻炼过程中不同锻炼阶段

所出现的突跳、滞后、双模态等一系列指征不能进

行有效解释ꎮ 基于此ꎬ笔者运用行为科学理论和突

变理论ꎬ构建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演化机理的尖点

突变模型ꎬ利用突变理论ꎬ解释大学生体育锻炼行

为各阶段现象、关键点和演变趋势ꎬ分析大学生体

育锻炼行为演化路径和规律ꎬ找出影响大学生体育

锻炼习惯养成的关键因素ꎬ提出大学生体育锻炼习

惯养成的促进机制、控制策略ꎬ以期促进大学生体

育锻炼习惯的养成ꎮ

１ 突变理论与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

１.１ 突变理论概述

突变理论的思想来源于托姆在拓扑学和分析学

中结构稳定性的研究以及关于生态发生学的探讨ꎮ
突变理论主要研究非线性系统演化问题ꎬ主要用来解

释非线性系统由连续渐变演化为系统性质突变的具

体途径ꎬ描述了突变现象的发生条件以及突变的类型

等非线性理论问题[５]ꎮ 托姆指出ꎬ系统由稳定状态进

入不稳定状态ꎬ随着参数的改变ꎬ又由不稳定状态进

入稳定状态ꎬ在这个过程中ꎬ系统状态发生了突变ꎮ
突变理论给出了系统状态演化的参数变化范围ꎬ因而

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ꎬ为此需要研究个体状

态与控制因素的关系、行为稳定区域、非稳定区域、临
界点以及突变的方向和幅度ꎮ

在社会系统中ꎬ对人的分析主要包括 ２ 个层面:
处于上层的行为表现和处于底层的心理活动ꎮ 个

体行为表现来源于其心理活动ꎬ心理活动则是个体

的各类心理因素、所处外部环境等因素的交互过

程[６]ꎮ 但对于研究对象与影响因素二者的关系ꎬ由
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所处环境情景的不同ꎬ

很难建立起确定的、定量的数学模型ꎬ用数据来测
量和描述ꎮ 而在心理学领域ꎬ一个人的内心活动、
行为变化、跳跃是能够用突变理论来解释的[７]ꎮ 对
于研究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而言ꎬ我们需要关注大
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突变指征ꎬ分析影响大学生体
育锻炼行为的因素ꎬ研究这些因素与大学生体育锻
炼行为状态的关系ꎬ特别是临界点和各区域的分布
特点ꎬ这将为促进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提供
有益意见和建议ꎮ
１.２ 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

影响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因素是一个多层
次、多维度的复杂结构ꎬ为了从更高维度揭示大学
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变化规律以及促进机制和控制
策略ꎬ确定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影响因素概貌ꎬ通
过中国知网、Ｇｏｏｇｌｅ 学术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
平台等相关网站ꎬ进行关键词检索、作者检索ꎬ在剔
除与本研究相关性较低的文献后ꎬ收集到国内外有
关体育锻炼习惯的文献 ３００ 余篇ꎬ重点阅读了其中
的 １００ 余篇文献ꎬ整理出了影响大学生体育锻炼习
惯的 ３６ 个因素ꎮ 然后聘请了社会学、体育学、心理
学 ８ 位专家对问卷进行评价ꎬ并对问卷进行了小规
模的测量及修正ꎬ最终形成了 ２６ 个因素的大学生体
育锻炼习惯影响因素调查问卷ꎮ 选取青岛市高校
在读大学生为调查对象ꎬ采用发放问卷的方式对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海洋大学、山东科技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青岛大学 ５ 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
调查ꎮ 调查结束后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ꎬ对影响大
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 ２６ 个因素进行“降维”处理ꎬ
共提取出 ４ 个因子ꎬ第一因子包含 １１ 个条目ꎬ命名
为“个体因素”ꎻ第二因子包含 ８ 个条目ꎬ命名为“学
校因素”ꎻ第三因子包含 ３ 个条目ꎬ命名为“社会因
素”ꎻ第四因子包含 ４ 个条目ꎬ命名为“家庭因素”ꎮ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以及本研究的需要ꎬ将众多因素
通过归并这一手段进行处理ꎬ“学校因素” “社会因
素”“家庭因素”归并为外部环境因素ꎬ“个体因素”
命名为个体内部因素ꎬ从而抽象出两个具有代表性
的要素ꎬ即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ꎮ

因此ꎬ基于突变理论ꎬ我们把个体内部因素和
外部环境因素作为影响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两
个变量ꎬ探讨如何通过影响因素的控制促进大学生
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ꎮ

２ 突变理论在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突变中的
应用

２.１ 模型的建立

要想利用突变理论来分析大学生体育锻炼行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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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变性的演化过程ꎬ首先要建立起大学生体育锻

炼行为的突变模型ꎬ抽象出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

控制变量和状态变量ꎬ即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

因素ꎮ 现将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作为控

制变量ꎬ状态变量则为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状

态ꎬ根据控制变量和状态变量的个数可知ꎬ需借助

突变模型中的尖点突变模型进行分析ꎮ 尖点突变

模型的势函数为:

Ｖ( ｆꎬｕꎬｖ)＝ １
４
ｆ ４－ １

２
ｕｆ ２＋ｖｆ (１)

为了将式(１)应用于体育学领域ꎬ将状态变量 ｆ
定义为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状态ꎬｕ 和 ｖ 为连续

变化的控制变量ꎮ 借鉴心理学研究成果[８－９]ꎬ我们

将 ｕ 假设为大学生个体内部因素ꎬ包括体育动机、体
育态度、体育锻炼能力等ꎬｖ 假设为外部环境因素ꎬ
包括父母行为、学校体育设施环境、媒体因素等ꎮ

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变化曲面 Ｍꎬ即突变模型

的平衡曲面ꎬ其数学表达式为:

Ｍ＝Ｖ( ｆꎬｕꎬｖ)
ｆ

＝ ｆ ３－ｕｆ＋ｖ＝ ０ (２)

对式(２)再次求导可得奇点集合ꎬ即:
３ｆ２－ｕ＝ ０ (３)
ｖ＝ ２ｆ ３ (４)

联立式(３)(４)求解ꎬ可得大学生行为突变区域

的分歧点集ꎬ即:
Δ＝ ２７ｖ２－４ｕ３ ＝ ０ (５)

根据式(１) ~ (５)ꎬ可以绘制出大学生体育锻炼

行为尖点突变模型的行为曲面和分歧点集合示意

图ꎬ通过图形可以直观看出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

成因、过程和程度ꎬ结果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尖点突变模型　
２.２ 模型分析

图 １ 中的模型包括位于上方的行为曲面(折叠

曲面)以及位于下方的平面ꎮ 其中ꎬ行为曲面描述

了大学生锻炼行为状态ꎬ位于下方的平面描述的是

这一状态在控制变量平面即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

环境因素所组成的平面上的投影ꎮ 行为曲面的上

叶表示大学生稳定的体育锻炼行为ꎬ也就是体育锻

炼习惯养成这一状态ꎬ即能够有规律地以一定的时

间、频率、强度参加锻炼ꎻ行为曲面的下叶表示大学

生没有稳定的体育锻炼行为或者稳定的体育锻炼

行为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而招到破坏ꎮ ａｉꎬｂｉꎬｃｉ 是
大学生行为曲面上的点ꎬ表示大学生锻炼的某种行

为状态ꎮ ａ′
ｉꎬｂ′ｉꎬｃ′ｉ 是 ａｉꎬｂｉꎬｃｉ 在控制平面上的投影

( ｉ∈{０ꎬ１ꎬ２})ꎮ 当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

发生改变时ꎬ若映射曲线经过分歧点集ꎬ则大学生

体育锻炼行为会发生突变ꎮ ｆ 从行为曲面的下叶经

行为曲面的褶皱部分(映射至下方平面为分歧点

集)跳跃至行为曲面的上叶ꎬ即大学生由非稳定体

育锻炼行为跳跃至稳定体育锻炼行为ꎬ大学生体育

锻炼行为发生突变ꎮ 如图 １ 所示ꎬ２ 种不同演化途

径 ａ１→ｃ１→ｂ１ 和 ａ２→ｃ２→ｂ２ 均造成了行为系统发生

突跳ꎬ但映射至下方的分歧点集存在位置的差别ꎬ
即具有位移ꎬ这表明两条曲线代表的大学生体育锻

炼习惯养成的内化程度不同ꎮ 曲线 ａ１ｂ１ 在 ｃ１→ｂ１

发生突跳时的突跳程度 Δｆ１ ＝ ｆ(ｕｂ１ꎬｖｂ１) －ｆ(ｕｃ１ꎬｖｃ１)ꎬ
而曲线 ａ２ｂ２ 在 ｃ２→ｂ２发生突跳时的突跳程度 Δｆ２ ＝ ｆ
(ｕｂ２ꎬｖｂ２)－ｆ(ｕｃ２ꎬｖｃ２)ꎬ从图 １ 中可以看出ꎬΔｆ１ <Δｆ２ꎬ
这说明与后者相比前者的体育锻炼行为的稳定性

较差ꎬ更容易因受到内部或外界因素的干扰而丧失

稳定的体育锻炼行为ꎮ
通过上述模型分析可知ꎬ控制变量(即个体内

部因素、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程度影响大学生体

育锻炼习惯养成的稳定程度ꎮ 但控制变量对模型

控制作用不同ꎬ托姆认为ꎬ控制变量 ｕꎬｖ 可以定义为

分歧变量和正则变量ꎬ具体定义如下:
１)ｕ<０ꎬ则 ２７ｖ２ －４ｕ３ >０ꎮ 表明无论控制变量 ｖ

如何变化ꎬ状态变量 ｆ 只可能连续变化ꎬ不会产生突

变现象ꎮ
２)ｕ>０ꎬ则 ２７ｖ２ －４ｕ３ 可能小于 ０ꎮ 表明随着控

制变量的变化ꎬ状态变量可能发生突变ꎮ 由图 １ 可

知ꎬ当控制变量 ｕꎬｖ 经过分歧点集合时ꎬ状态变量 ｆ
会发生突变ꎮ

通过式(１)(２)的分析可知ꎬ个体内部因素变量

ｕ 为分歧因子ꎬ决定了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养成的

突变是否会发生ꎬ而外部环境因素变量为正则因

子ꎬ决定了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会在何时发

生ꎮ 其中ꎬ个体内部因素是突变发生的主因ꎬ而外

部因素为突变发生的诱因ꎮ 如图 １ 中的曲线 ａ０ｂ０ꎬ
当个体因素变量 ｕ 处于远离分歧点的位置时ꎬ无论

外部环境因素变量 ｖ 如何变化ꎬ大学生体育锻炼行

为都不会发生突变ꎮ 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即为ꎬ虽然

３８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３５ 卷

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一直以上体育课等方式参加体

育锻炼ꎬ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有了量的积累ꎬ但缺

少了正向个体内部因素变量影响的体育锻炼行为

并不具有稳定性ꎬ学生体育锻炼行为这一系统也就

不会发生真正的突变ꎬ即不会建立新的稳态ꎬ无法

使大学生养成稳定的锻炼行为ꎮ 随着个体内部因

素影响的逐渐加深ꎬ包括态度、认知、需求等ꎬ个体

内部因素控制变量 ｕ 会向正半轴移动ꎬ当到达褶皱

区域时ꎬ在临界点的微小变化就可能导致个体内部

感受出现更为强烈的变化ꎬ从而出现突变现象ꎮ

３ 促进机制和控制策略分析

３.１ 建立有效的促进机制

由图 ２ 可知ꎬ在控制变量平面内ꎬ分歧点边界将

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分为了 ３ 个区域ꎬ表示 ３ 种不

同的状态ꎬ用 Ｋ ｉ 表示ꎬｉ∈{１ꎬ２ꎬ３}ꎮ

图 ２　 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演变模型

在日常的锻炼中ꎬ大学生受到个体内部因素和

外部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ꎮ 如果行为曲线沿 Ａ→Ｃ
方向移动ꎬ则必然会经过分歧区域 Ｋ２ꎬ此时ꎬ大学生

对体育锻炼的心理感知就会出现强烈的波动ꎬ反映

到具体行为上则可能出现由不稳定的锻炼行为跳

跃至稳定的锻炼行为ꎮ 要想有效促进大学生体育

锻炼习惯的养成ꎬ就需要控制曲线移动的方向ꎬ促
进行为曲线尽量沿 Ａ→Ｃ 方向移动ꎮ 在大学生体育

锻炼习惯养成的过程中ꎬ外部环境因素的优化ꎬ例
如良好的体育锻炼氛围、场地器械以及媒体宣传

等ꎬ可能会促使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发生突跳ꎬ促
使曲线 ＡＢ 移动的轨迹沿 ＡＣ 方向移动ꎮ 因此ꎬ学
校、家庭、社会应对改善学生体育锻炼的外部环境

予以足够的重视与支持ꎬ通过改善外部环境引导大

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沿着 Ａ→Ｃ 的方向演变ꎮ 有效的

方式包括:加大对学校体育的政策扶持以及场地设

施等相关基础设施的投入ꎬ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时间

和空间ꎻ丰富教学方式ꎬ开展多样化的体育活动ꎬ使
学生积极主动投入到体育锻炼中ꎬ与此同时还应满

足学生的差异化需求ꎬ更加注重学生技能的培养ꎬ
激发学生对运动产生兴趣ꎬ养成自主锻炼的意识和

习惯ꎻ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的培养模式ꎬ为
学生参与锻炼创造更加良好的氛围ꎮ
３.２ 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控制策略分析
３.２.１ 基于影响因素的策略效率分析

由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机制和归因理论可
知ꎬ大学生对体育锻炼的认知越深刻ꎬ心理感知波动
程度越大ꎬ大学生对体育锻炼态度的转变就越明显ꎬ
产生锻炼的行为则越稳固ꎬ所以研究如何促使大学生
锻炼习惯的养成ꎬ关键在于如何有效控制 Δｆꎮ 通过前

文对突变模型分析ꎬ根据式(３)(４)ꎬ可得:
ｕ＝ ３ｆ ２ (６)
ｖ＝ ２ｆ ３ (７)

根据式(６)(７)ꎬ可以探索出不同控制变量对大
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影响效果ꎬ即可得出控制

策略效率图ꎬ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控制策略效率分析

由图 ３ 可知ꎬ可以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使外部
环境因素由 ｖ１ 点移动至 ｖ２ 点ꎬ或使个体内部因素
(认知、态度、需求等)由 ｕ１ 点移动至 ｕ２ 点ꎬ从而促
使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习惯的养成ꎬ即产生 Δｆꎮ 而

当产生同样的 Δｆ 时ꎬ有 Δｖ>Δｕꎬ说明大学生个体内
部因素的控制比外部环境因素对大学生体育锻炼

习惯养成的促进效率更高ꎬ而通过改善运动场馆器
械ꎬ校园制度监督、社会媒体宣传以及父母影响等

一些外部环境因素的方法ꎬ作用有限ꎮ 大学生体育
锻炼习惯的养成存在“水压效应”ꎬ通过简单的奖和
罚ꎬ例如体育课堂的成绩评价ꎬ仅仅只能取得较小

的、短暂的效果ꎬ而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动
机和根源更多地来自其深层次的心理需要ꎮ 促进

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关键在于激发大学生
的运动需要、欲望(乐趣吸引、情绪体验)ꎬ并在体育

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反复、强化ꎬ这样才会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ꎮ
３.２.２ 策略控制的关键点分析

根据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突变模型ꎬ在
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 ２ 种控制因素下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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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状态 ｆ 进入分歧点区域存在多种途径ꎮ 要对大学

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控制策略进行完善ꎬ就需要
考虑行为系统 ｆ 在不同发展路径上的关键控制点并

对其加以控制ꎬ促使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朝着正
确的途径演变ꎮ

如图 ４ 所示ꎬ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状态 ｆ 在 Ａ
点附近ꎬ受到控制变量的不同程度的影响ꎬ分别沿
ｆ１ꎬｆ２ 的方向演变ꎬ２ 条发展轨迹在经过分歧点时存
在微小的差异ꎬ而在大学生锻炼习惯行为曲面上则
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ｆ１ 到达曲面上叶表现
为稳定的体育锻炼行为ꎻｆ２到达曲面下叶则表现为
非稳定的体育锻炼行为ꎮ 以上分析可以说明ꎬ大学

生体育锻炼习惯在养成的过程中存在着临界点 Ｓꎬ
使得体育锻炼行为运动轨迹的细微差别最终演变

为巨大的行为差别ꎬ因此需要对临界点进行控制以
避免这种行为的发散性ꎮ 在体育锻炼实践中ꎬ当大
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处于不稳定时期时ꎬ这部分大学

生已经进入经常参加锻炼的状态ꎬ但由于个体对体
育锻炼的认知不完善、锻炼模式较单一等因素ꎬ容
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ꎮ 当外部环境因素不断恶
化时ꎬ如场地器械匮乏ꎬ缺乏同伴等问题出现时ꎬ则
可能会出现放弃体育锻炼的行为ꎻ而当外部环境因

素朝正向的方向演变时ꎬ则可能进一步激发学生对
体育锻炼的热情ꎬ深化学生对体育的认知ꎬ促使大

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更加稳固ꎬ从而养成稳定的体育
锻炼行为ꎮ 因此ꎬ当大学生处在这一区间时ꎬ教师、
家长应注意调节学生的情绪状态ꎬ学校应该举办一

系列关于体育锻炼的讲座ꎬ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ꎬ
引导学生正确参与体育锻炼ꎬ提高学生体育锻炼的

积极性ꎮ

图 ４　 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关键点分析　
３.２.３ 补救策略分析

当大学生的体育锻炼习惯遭到破坏时ꎬ应采取
有效的措施进行补救ꎬ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５　 大学生稳定体育锻炼行为恢复的迟滞性

当个体内部变量和外部环境变量沿不同走向
经过 ＣＤ 直线时ꎬ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都会发生
突跳ꎬ但对应行为曲面的状态变化则完全不同ꎮ 当
由 Ｃ 点变化到 Ｄ 点时ꎬ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会发生
由破坏到建立的变化ꎻ而当由 Ｄ 点变化到 Ｃ 点时ꎬ
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会发生由建立到破坏的变化ꎮ
这种特征就是突变中的发散现象ꎮ 突变位置的不
同ꎬ表明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由破坏到建立对个体
内部变量和外部环境变量的要求程度明显高于由
建立到破坏的要求程度ꎬ即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一
旦遭到破坏ꎬ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重新建立起
来ꎮ 对于结构性突变与发散现象ꎬ学者徐岩[１０]、赵
旭等[１１]都对其进行了验证和分析ꎮ

在教学实践中ꎬ学生课业压力较大、体育知识
储备不足以及学校对体育运动的不重视等原因ꎬ都
可能导致学生稳定的体育锻炼行为遭到破坏ꎮ 一
旦发生ꎬ简单的举措很难消除学生长期累积的跟随
心理或行为ꎮ 因此ꎬ学校应对体育建设的制度、物
质以及精神方面加强管理ꎬ使其形成强有力的合
力ꎬ为促进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提供保障ꎮ
具体措施包括:在体育制度层面ꎬ建立良好的教学
评价与监督体系、教材体系以及严格的学生体质健
康监测体系ꎻ在体育物质层面ꎬ完善场馆建设、广泛
开展体育赛事活动、提高体育教师综合素养以及培
养学生良好的体育消费观念、营造良好校园体育氛
围ꎻ在体育精神层面ꎬ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观
念和意识、深化学生“终身体育”理念ꎮ

４ 结论与展望

４.１ 结论

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从表面来看是一
种渐变的行为ꎬ但其实质是:内外部影响因素随时
间逐渐积累ꎬ最终到了一定程度导致大学生体育的
锻炼行为突然变化ꎻ个体内部因素决定了大学生体
育锻炼行为养成的突变是否会发生ꎬ而外部环境因
素变量决定了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会在何时
发生ꎮ 大学生个体内部因素的控制对大学生体育
锻炼习惯养成的促进效率更高ꎬ而通过外部环境因
素ꎬ也可能会促使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发生突跳ꎬ
但作用有限ꎻ此外ꎬ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由破坏到
建立对个体变量和环境变量的要求程度明显高于
由建立到破坏的要求程度ꎬ即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
一旦遭到破坏ꎬ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将其重新建
立起来ꎮ
４.２ 展望

突变理论自引入体育科学领域以来ꎬ由于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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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和解释不连续性变化现象上的成功ꎬ被越来越

多的体育学者所了解和接受ꎮ 突变理论在体育中

的应用研究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深入的巨

大跨越ꎮ 本文在分析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影

响因素的过程中ꎬ归纳出了 ２ 个控制变量和一个状

态变量ꎬ借助尖点突变模型ꎬ找出了大学生行为演

化的临界状态ꎬ对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过程中

演化途径、促进机制、控制策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

了分析ꎮ 但对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和探讨:(１)当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到达临界点时ꎬ
受到影响因素的干扰会产生突跳ꎬ当影响因素达到

什么程度时会产生突跳ꎬ如何更精准地判断大学生

的临界状态ꎬ是未来可进一步研究的内容ꎻ(２)研究

大学生的体育锻炼习惯养成ꎬ实际上是对大学生参

加体育锻炼行为表现进行研究ꎮ 一个人的行为表

现主要取决于其个体内部的心理活动ꎬ而心理活动

则是个体各类心理因素以及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ꎮ 如何将更具体、更多的影响

因素融入模型之中ꎬ并根据控制变量及状态变量的

个数建立起更符合实际情况的突变模型ꎬ从而更准

确、更科学地解释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这一现

象ꎬ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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