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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育锻炼中的同伴效应及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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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构建最小二乘线性（OLS）回归模型、

系数集束化分析等方法，分析同伴群体对我国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影响，结果显示：①青少年体育锻炼中存在

很强的同伴效应，该效应约为个体影响的 80%，并大大超过家庭、班级和学校的影响；②同伴群体对青少年体

育锻炼时间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是男生体育锻炼时间的最强影响因素，但对女生体育锻炼时间的影

响弱于个体、班级和学校效应；③异性好友对青少年、特别是男生体育锻炼时间的提升作用更大，对女生而

言，独生子女相对非独生子女的体育锻炼时间显著增加。提出：相关青少年体育锻炼促进计划应充分考虑以

上因素，通过对同伴群体的干预提升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

关键词: 青少年；体育锻炼；同伴效应；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 G8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498（2020）04-0041-09 DOI：10.16099/j.sus.2020.04.005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提出“中小

学生健康促进行动”，将“保证充足的体育活动，培养

终身运动的习惯”作为重要目标之一。这是因为身体

活动不足已成为全球第 4 大死亡风险因素［1］，而由身

体活动不足引发的肥胖症、近视等已成为影响我国青

少年成长的重大健康问题。近 30年来，7~22岁城市、

乡村男性肥胖率分别增长了 24倍、44倍，女性增长了

约 12倍，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且不断低龄化，大学生

耐力、速度、爆发力、力量素质继续下降［2-3］。

在分析和探索影响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因素时，家

庭往往被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国内外大量研

究论证了家庭经济状况，兄弟姐妹数量，双亲体育观

念、体育参与状况等对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影响［4-6］。

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对家庭的依赖越来越少，也更

多地与同伴群体相处。在这种相处中，他们通过不断

地观察与模仿，习得了特定的行为、态度与价值。与

父母相比，青少年和同伴群体共度的时光更多，因而

受同伴的影响也更大。正如群体社会化理论所强调

的，在社会化学习过程中，儿童可以从模仿父母中得

到发展，也可以从其他的很多方面，如学习同伴中得

到发展。家庭对儿童年幼时最初的社会化有重要影

响，但这些影响逐渐减弱、淡化，被以同伴为主的群体

影响所取代［7］。家庭背景影响下一代的主要途径是改

变其所交往的伙伴，而非物质资源。在这种思路的指

引下，学者们就朋友、同学、室友、邻里等对青少年教

育成就、身心健康、危险行为等的发生、发展进行了广

泛而深入的研究［8-12］。然而，有关同伴群体与青少年

体育锻炼的讨论还比较少见。

同伴群体对个体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被视作同

伴效应，是社会资本效应的一种表现形式。体育与社

会资本相关联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想法，帕特南在20世

纪末就已将体育团体和体育俱乐部作为社会资本测

量的主要指标。之后，大量研究开始涌现，一些发达

国家已将“社会资本”概念及相关内容纳入体育政策

中［13］。从研究路径看，相关文献大体可以划分为“体

育影响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本影响体育”2种。国内

研究主要关注并沿着第 1条路径发展，未给予第 2条

路径足够的重视。同伴群体对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影

响就是这条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研究虽然注

意到同伴对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影响，强调体育榜样、

同伴关系对青少年体育参与和身体活动的重要

性［14-15］，但尚未有专门的分析。这对于促进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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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增强青少年体质的理论与政策构建无疑是

一种缺憾。因此，本文基于一项全国调查数据，分析

同伴群体对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影响及性别差异，从而

在理论上丰富同伴效应与青少年发展的研究，在实践

上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 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1.1 同伴效应的涵义

同伴效应的英文原文是 peer effect 或 peer influ‐

ence，在社会学和教育学中通常被译为同伴效应、同

伴影响、同群效应、同辈效应等。本文采用“同伴效

应”，因为这一译文表明同伴之间不仅相互影响，而且

其影响是有行为效果的。MBA 智库百科［16］认为，同

伴效应属于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个人的行为不仅会受

到个体自身利益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周围与其相同

地位的其他人的行为及结果影响。Winston等［17］则认

为，个体处于同伴群体之中，当其行为受同伴群体的

互动影响时，就发生了同伴效应。Sacerdote［10］将同伴

效应视为由于同伴群体的特征、行为方式及行为结果

而引起的一种效应。

上述定义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共同

指向 3个关键点：同伴群体、社会互动和行为相关性。

同伴群体通常具有相似的社会地位，每个人都属于某

一家庭，居住在某个社区，就读于某所学校，参加某些

组织。家庭、邻里、学校、组织提供了人们社会交往的

环境，而这些环境中的兄弟姐妹、街坊邻居、班级同学、

组织成员等具有相似的社会地位，构成了同伴群体。

社会互动是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研究中的重

要概念。Manski［18］对互动类型进行了区分：①内生互

动（endogenous interactions），指个体行为随着所在群

体行为的变化而变化，如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受其所

在班级同学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②外生互动（con‐

textual/exogenous interactions），指个体行为随着其所

在群体成员特征的变化而变化，如青少年锻炼行为受

到其积极或消极好友数量的影响；③关联互动（corre‐

lated interactions），指同一群体成员具有相似的行为

是因为他们具有相似的个体特征或面临相似的环境，

如同班同学具有相似的体育锻炼行为是因为他们处

于相似的运动环境中。这3种互动效应代表着不同的

政策含义，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路径。

行为相关性是同伴效应的核心表现。如果同伴

效应存在，则在同伴群体中存在相关性的行为。如：

朋友吸烟，你也随着吸烟；室友喜欢读小说，你也随着

读小说；同班同学热衷发微信朋友圈，你也参与其中

……。凡此种种，都是行为相关性的例子。

1.2 同伴效应与青少年发展

同伴效应与青少年发展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

在教育领域，美国著名的《教育机会平等报告》［19］

（Equality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亦称《科尔曼报

告》）的重要内容就是分析同伴群体对学生学习成绩

的影响，这对美国教育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教育生

产函数理论也将同伴群体看作是影响学生成绩的基

本因素之一［20］。在有关青少年身心健康（如超重与肥

胖、焦虑与挫折、抑郁、自我伤害等），特别是危险行为

（如抽烟、酗酒、吸毒、越轨及犯罪等）的研究［11，21-23］中，

基于同伴视角的分析也特别常见。总体而言，这些研

究具有如下特征：①对同伴群体的选择不同。同伴效

应研究首先要确定恰当的同伴群体，即对影响群体做

出判断与选择。但事实上，个体与哪些群体交往并不

是显而易见的，研究者往往只是在假定的基础上进行

数据收集与观察，而这种收集与观察又受制于数据的

可得性与研究的方便性。邻里、学校、班级、宿舍、社

团、俱乐部等都是学者们常用的研究对象。②同伴效

应具有情境差异性与非均等性。情境差异性是指在

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同伴效应的作用不同。一个明显

的趋势是同伴群体对青少年学习成绩的影响小于对

其他社会行为的影响，争议也更少［10］。非均等性指不

同特征个体受同伴群体影响的程度不同，同伴群体对

青少年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往往受个体特征调节，如

性别、认知水平、自控力等。③特别重视因果证明问

题。由于同质性理论的挑战以及映射问题、联立性问

题对统计模型带来的挑战，很多研究通过改进数据收

集方式和使用高级计量模型以确保研究的因果性［24］。

1.3 同伴效应、性别与青少年体育锻炼

Beets等［25］发现，与父母相比，同伴群体是唯一能

够显著提升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的社会支持因素。

Salvy 等［26］发现，他人或朋友在场将增加青少年体育

锻炼的动机，提升实际的身体活动水平。Kirby 等［27］

的追踪研究表明，朋友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具有重要影

响。与朋友共处时间越长的人，身体活动越多，并且

其效应超过父母。男生身体活动较女生更容易被影

响。Marks等［28］发现，朋友网络对男女生的影响是完

全不同的。对男生而言，朋友数量越多、同性朋友比

例越多，其课外身体活动越多；而对女生而言，朋友数

量多少对其身体活动量并无显著影响，真正起作用的

是经常运动和一起运动的朋友的比例。Hong等［29］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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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家庭情况对男生和女生身体活动水平均无显著影

响，而同伴群体只对男生身体活动存在显著影响，对

女生则不然。

因此不难发现，同伴群体对青少年体育锻炼具有

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形式对男女生是不

同的。Fitzgerald等［30］概括了同伴群体影响青少年体

育锻炼的 6 种途径，包括社会支持、群体规范和接纳

等。与青少年教育成就、身心健康、危险行为中的同

伴效应研究相比，学者们主要分析了朋友体育锻炼情

况、朋友间共处时间、朋友数量等的影响。此外，相关

研究未清楚地意识到内生效应和外生效应的区别并

对其进行区分，对同伴效应因果证明中的困难和挑战

也未给予足够重视。

基于已有文献，本文主要考察朋友群体对青少年

体育锻炼的影响，包括朋友数量、是否有异性好友、积

极好友数量、消极好友数量及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个

体每周体育锻炼时间。同时，考虑到我国青少年在校

时间远超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学生，并在同一个班级共

同学习生活很多年，研究还将考察个体与班级同学的

关系对其体育锻炼时间的影响。最后，就朋友群体和

班级同学关系对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影响是否具有性

别差异进行分析。

2 研究设计

2.1 数 据

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数据。该调查以 2013—2014 学年为基线，以

7 年级与 9 年级的初中生为调查对象，从全国随机抽

取 28个县（区、市）级单位，每个单位内分别抽取 4所

开设了 7 年级和/或 9 年级的学校，每个学校抽取 4 个

班级，入样班级的所有学生、家长、班主任、主科目任

课教师及学校领导构成最终调查样本。基线调查共

访问了 112所学校 438个班级的 19 487名学生（其中，

7 年级学生 10 279 名，9 年级学生 9 208 名）。2014—

2015 学年，对基线调查的 7 年级学生进行了追访，成

功追访学生 9 449人，追访率 91.9%。追访时班级没有

发生变化的样本量为 7 826人。由于基线调查时学生

刚刚进入同一个班级，彼此接触、交流的机会还比较

少，因而发生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较低，而二期调查时

学生共处时间已经超过 1年，能够观察到明显的同伴

效应（假设这种效应是存在的），因此，本文分析成功

追访且班级没有发生变化的样本。

2.2 变 量

2.2.1 因变量

每周体育锻炼时间。CEPS二期调查学生：“你进

行体育锻炼的时间通常为每周几天，每天多少分钟？”

据此，计算学生每周体育锻炼的时间。在计算之前，

首先将每天体育锻炼时间超过 240 min的个案值统一

替换为 300 min，从而减少个别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

影响。每周体育锻炼时间是一个连续变量，取值范围

是0~35 h。

2.2.2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任务是分析同伴群体对青少年体育

锻炼的影响。在真实的社会互动中，个体行为与同伴

行为是同时发生的，具有同步性，因此存在双向因果，

这使得统计分析存在很多困难。为此，将基线调查时

的同伴特征作为二期调查时群体变量的替代测量，以

便增加结论的可靠性［18］，这也是已有研究［31-32］经常采

用的策略之一。具体而言，通过基线调查获取个体的

朋友群体及其与班级同学的关系特征。其中，朋友特

征包括朋友数量、是否有异性好友、积极好友得分、消

极好友得分以及与班级同学关系等5个自变量。

（1）朋友数量。在基线调查中，CEPS调查学生“你

有几个最好的朋友？”据此计算学生的朋友数量。根据

“邓巴定律”，人类社交人数上限为150人，而深入交往

的人数为20人左右［33］。因此，将朋友数量超过20的个

案值统一替换为30。朋友数量是一个连续变量。

（2）是否有异性好友。CEPS在调查学生“有几个

最好的朋友”之后，让每个学生写出“最好的 5个朋友

的名字及其性别”。据此生成个体“是否有异性好友”

变量。“是否有异性好友”是一个虚拟变量，1表示有、0

表示没有。

（3）积极好友、消极好友得分。在写出最好的5个

朋友的名字之后，CEPS 接着调查这几个好朋友中

“学习成绩优良”“学习努力刻苦”“想上大学”以及“逃

课、旷课、逃学”“违反校纪被批评、处分”“打架”“抽

烟、喝酒”“经常上网吧、游戏厅等”“早恋”“退学”等 10

种行为的发生情况，选项分别是“没有这样的、1~2个

这样的、很多这样的”。将学生好友在前3种行为上的

取值相加，生成积极好友得分变量；将学生好友在后 7

种行为上的取值相加，生成消极好友得分变量。积极

好友和消极好友得分都是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学

生好友中的相应行为越多。

（4）与班级同学关系。考虑到我国青少年班级生

活和在校时间远超世界上很多国家，本文特别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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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同学关系对学生体育锻炼的影响。CEPS基线调

查询问了学生对学校生活的看法，其中包括“班里大

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和“我认为自己很容易与人相

处”，选项均是“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比较同意、

完全同意”。笔者将学生在这2道题目上的取值相加，

生成一个连续的个体与班级同学关系变量。数值越

大表示个体与班级同学关系越好。

2.2.3 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发现青少年体育锻炼受个体、家

庭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控制了相关变量，包

括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自我效能感、认知能

力等个体特征，以及户籍、家庭经济条件、父亲受教育

水平等家庭特征。此外，由于使用的数据具有层次结

构，学生嵌套于班级、学校中，班级和学校差异很可能

对青少年同伴特征及体育锻炼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因

此还控制了班主任性别、班级排名、是否公立学校、学

校位置、学校在本县（区、市）排名等变量，以降低班级

和学校差异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2.3 方 法

数据分析包括 3个部分：①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列出主要的统计量；②通过相关分析考察同

伴群体与青少年体育锻炼时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

性，并构建最小二乘线性（OLS）回归模型，验证这种

相关是否具有因果性；③通过系数集束化分析估计同

伴群体对青少年体育锻炼水平总的影响，并比较同伴

群体影响与个体、家庭、班级及学校因素影响的大小。

系数集束化是在回归之后进行的一种估计，它可以将

回归中的变量分为不同的组，并假设不同组变量通过

一个潜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34］。

如表 1所示：对于数值型变量，列出了均值、标准

差、最小值、最大值；对于类别变量，列出了各类别的

百分比。可以看到，青少年每周体育锻炼时间的平均

值是 2.70 h，即每天 23 min左右。这与每天体育活动

不少于 1 h的“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目标还有距离。

另外，由于低分值较多，将近 60% 的学生每周体育锻

炼时间都不超过 2 h，这一变量呈现明显的右偏态分

布。朋友数量的均值为 10.05，标准差为 8.62，说明学

生交往朋友的数量差异较大。有异性好友的学生比

例仅为 19.24%，即 80.76% 的学生“最好的 5 个朋友”

都是与自己同性别的，同性交往趋势非常明显。积极

好友得分代表学生好友中积极行为的多寡，消极好友

得分代表学生好友中消极行为的多寡，二者的均值分

别为 7.47和 7.66，较为接近。个体与班级同学关系得

分均值为 6.45，最大值为 8，表明样本中学生班级关系

总体较好。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of variables

变量

因变量

每周体育锻炼时间/h
自变量

朋友数量

是否有异性好友

积极好友得分

消极好友得分

与班级同学关系

控制变量

年龄

自我效能感

认知能力

父亲受教育水平

性别

是否独生子女

户籍

家庭经济条件

班主任性别

班级排名

是否公立学校

学校位置

学校在本县（区、市）排名

均值

2.70

10.05
是=1，19.24%；否=0，80.76%
7.47
7.66
6.45

13.52
22.79
0.35
15.50
男=1，51.97%；女=0，48.03%
是=1，49.50%；否=0，50.50%
城市=1，53.10%；农村=0，46.90%
差=1，9.94%；中等=2，74.78%；富裕=3，15.28%
男=1，32.76%；女=0,67.24%
靠后=1，18.54%；中等=2，37.43%；靠前=3，44.03%
公立=1，94.49%；非公立=0,5.51%
镇及农村=1，27.17%；边缘城区=2，28.58%；中心城区=3，44.25%
较差=1，5.75%；中等=2，66.36%；较好=3，27.89%

标准差

3.01

8.62

1.54
1.74
1.56

0.68
3.91
0.82
3.40

最小值

0

0

1
1
1

12
2
-3.14
0

最大值

35

30

9
21
8

18
28
2.06
19

样本量

7 591

7 567
7 530
7 693
7 678
7 762

7 643
7 571
7 758
7 810
7 697
7 824
7 729
7 810
7 826
7 825
7 826
7 826
7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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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同伴群体与青少年体育锻炼时间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表2列出了同伴群体与青少年体育锻炼时间的相

关性分析结果。从全样本分析结果看，朋友数量、是

否有异性好友、积极好友得分、消极好友得分、与班级

同学关系均与青少年每周体育锻炼时间呈显著正相

关。其中，朋友数量与青少年每周体育锻炼时间的相

关度最高，是否有异性好友、积极好友得分、消极好友

得分、与班级同学关系和个体体育锻炼时间的相关度

接近。分样本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学生体育锻炼

时间均与朋友数量、是否有异性好友、积极好友得分、

与班级同学关系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好友得分无

关；且朋友数量、是否有异性好友、与班级同学关系与

男生体育锻炼时间相关度更高，而积极好友得分与女

生体育锻炼时间相关度更高。

3.2 同伴群体与青少年体育锻炼时间的回归分析结果

为验证同伴群体与青少年体育锻炼时间的相关

是否具有因果性，需要构建回归模型做进一步分析。

考虑到学生每周体育锻炼时间呈右偏态分布，所以首

先对其取对数，接近正态分布后再进入模型分析［35］

（对每周体育锻炼时间为0的样本，赋值0.01后再取对

数）。回归分析包括全样本和分性别样本回归分析 2

部分内容，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同伴群体与青少年每周体育锻炼时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group and

weekly physical exercise time of adolescents

类别

全样本

女生

男生

朋友数量

0.085***
0.028*
0.068***

是否有

异性好友

0.066***
0.041**
0.072***

积极好

友得分

0.042***
0.091***
0.068***

消极好

友得分

0.036***
-0.016
0.017

与班级

同学关系

0.048***
0.056***
0.064***

注：*** 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表3 同伴群体对青少年每周体育锻炼时间对数的影响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peer groups on the logarithm of weekly physical exercise time for adolescents

变量

朋友数量

是否有异性好友（参照项：无异性好友）

积极好友得分

消极好友得分

与班级同学关系

性别(参照项:女生)
年龄

是否独生子女(参照项:否)
自我效能感

认知能力

户籍(参照项:农村)
家庭经济条件(参照项:差)

中等

富裕

父亲受教育水平

班主任性别(参照项:女)
班级排名(参照项:靠后)

中等

靠前

是否公立学校（参照项：非公立学校）

学校位置（参照项：镇及农村）

边缘城区

中心城区

学校在本县（区、市）排名（参照项：较差）

中等

较好

截距

样本量

调整的R2

全样本

（1）
0.006***
0.133***
0.089***
0.011
0.048***

-0.653***
6 619
0.023

（2）
(0.002)
(0.038)
(0.011)
(0.010)
(0.010)

(0.128)

（3）
0.005***
0.101***
0.066***
0.016*
0.022**
0.196***
0.046*
0.072**
0.021***
0.125***
0.092***

0.079
0.179***
-0.001
-0.065**

-0.041
0.095**
0.082

0.064
0.127***

0.088
0.079
-1.973***

6 619
0.055

（4）
(0.002)
(0.038)
(0.011)
(0.010)
(0.010)
(0.031)
(0.023)
(0.033)
(0.004)
(0.021)
(0.034)

(0.053)
(0.064)
(0.004)
(0.033)

(0.043)
(0.042)
(0.071)

(0.042)
(0.043)

(0.071)
(0.076)
(0.385)

女生

（5）
0.006**
0.072
0.029**
0.004
0.018

0.025
0.150***
0.024***
0.154***
0.037

0.043
0.116
-0.002
0.008

0.018
0.104**
-0.100

0.083
0.200***

0.222**
0.157
-1.371***

3 287
0.060

（6）
(0.003)
(0.048)
(0.014)
(0.015)
(0.014)

(0.029)
(0.041)
(0.005)
(0.028)
(0.042)

(0.069)
(0.083)
(0.006)
(0.040)

(0.054)
(0.053)
(0.096)

(0.052)
(0.054)

(0.089)
(0.095)
(0.491)

男生

（7）
0.005*
0.119**
0.095***
0.021
0.025

0.064*
0.001
0.018***
0.098***
0.141***

0.108
0.226**
-0.002
-0.147**

-0.108
0.078
0.190*

0.038
0.053

-0.056
-0.020
-2.095***

3 332
0.049

(0.003)
(0.057)
(0.016)
(0.013)
(0.015)

(0.036)
(0.050)
(0.006)
(0.032)
(0.052)

(0.079)
(0.095)
(0.007)
(0.051)

(0.067)
(0.066)
(0.102)

(0.066)
(0.068)

(0.109)
(0.116)
(0.590)

（8）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括号中为相应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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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

全样本回归包括 2个模型。第 1个模型的（1）（2）

列只加入了朋友数量、是否有异性好友、积极好友得

分、消极好友得分、与班级同学关系等同伴特征变量；

第2个模型的（3）（4）列增加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班

级及学校特征等变量。

很显然，同伴群体对青少年体育锻炼时间具有显

著影响。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每增加1个朋友，

个体每周体育锻炼时间增加 0.5%。尽管增加幅度不

大，但其在2个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均为P<0.01。较没

有异性好友者而言，有异性好友者每周体育锻炼时间

要高出10.1%，约0.27（2.7×10.1%）h，平均每天约为2.3

（0.27×60/7）min，相当于每天多走 230 步或多跑 690

步。积极好友得分也显著提升了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时

间：积极好友行为得分每增加1个单位，学生每周体育

锻炼时间增加 6.6%；消极好友行为得分每增加 1个单

位，学生每周体育锻炼时间增加1.6%。因此推测，好友

的存在可以显著提升青少年体育锻炼时间，无论其是

否有偏差行为。个体与班级同学关系越好，其体育锻

炼时间越长。与班级同学关系分值每增加1个单位，个

体每周体育锻炼时间增加2.2%。

此外，性别的影响系数为 0.196（显著性水平为P<

0.01），说明男生每周体育锻炼时间明显多于女生，这与

已有研究［36］结论一致。年龄每增加1个单位，个体每周

体育锻炼时间增加4.6%。独生子女体育锻炼时间高于

非独生子女，其中自我效能感、认知能力高者体育锻炼

时间也更多。独生子女每周体育锻炼时间较非独生子

女高7.2%；自我效能感每增加1个单位，个体体育锻炼

时间增加2.1%；认知能力每增加1个单位，个体体育锻

炼时间增加 12.5%。城市学生较农村学生每周体育锻

炼时间多 9.2%，家庭经济条件富裕者每周体育锻炼时

间比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者高17.9%。班主任为男性者，

每周体育锻炼时间少 6.5%，班级排名靠前者较靠后者

每周体育锻炼时间多 9.5%，中心城区学校学生较乡镇

及农村学校学生每周体育锻炼时间多12.7%。

3.2.2 分性别样本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考察同伴群体对男女生体育锻炼的影响是

否存在差异，在全样本分析第 2个模型的基础上做了

分样本模型。表3的（5）（6）列是女生样本回归分析结

果，（7）（8）列是男生样本回归分析结果。

可以看到，同伴群体对男女生体育锻炼时间都有

显著的影响，但男生受影响的程度可能更大。在控制

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每增加1个朋友，男女生每周体育

锻炼时间分别增加 5% 和 6%，差异不大；但积极好友

得分每增加 1 个单位，男生每周体育锻炼时间增加

9.5%，女生仅增加 2.9%。此外，异性好友会使男生每

周体育锻炼时间增加 11.9%，但对女生无显著影响。

这与国外研究既有不同，也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体

现在我国青少年无论男女，其体育锻炼时间都受同伴

群体的显著影响；相似之处表现在男生体育锻炼水平

较女生而言受影响程度更高。

女生体育锻炼行为受同伴群体影响相对较少的

原因可能是：①男权社会中女性对身体的认知过程大

多是通过男性社会构建的，男性定义何为美、何为不

美，女性过于强壮的体型也不会被男性接受；②传统

观念认为身体活动是属于男性的活动，女性参与体育

运动是不被鼓励的［37-38］。男权社会和传统观念对女

性体育运动的抑制作用在独生子女家庭中有所降低，

或者说是否独生子女会改变女生的体育锻炼行为，但

对男生影响不大。原因在于，独生子女家庭对不同性

别子女的行为期望会趋于一致，认为体育运动专属男

性的传统观念在女性独生子女家庭中在一定程度上

被减弱。所以，对于女生而言，独生子女相对非独生

子女的体育锻炼时间有所增加。这在女生样本的分

析中得到了验证：相对于非独生子女，女生独生子女

每周体育锻炼时间高15%。

此外，该模型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即班主任性

别对男生体育锻炼时间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班主任

为男性的班级较班主任为女性的班级，男生每周体育

锻炼时间要低14.7%，这一现象在女生中并不存在。

3.3 同伴群体对青少年体育锻炼时间影响的系数

集束化分析结果

为了估计同伴群体对青少年体育锻炼时间总的

影响效应，并与个体、家庭、班级和学校影响进行比

较，在构建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系数集束化分

析。具体而言，将影响青少年体育锻炼时间的变量分

为 4个组，分别是同伴特征（朋友数量、是否有异性好

友、积极好友得分、消极好友得分、与班级同学关系）、

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自我效能感、认

知能力）、家庭特征（户籍、家庭经济条件、父亲受教育

水平）、班级和学校特征（班主任性别、班级排名、是否

公立学校、学校位置、学校在本县或区市排名）。通过

系数集束化分析，可以得出每组变量对青少年体育锻

炼时间总的影响系数及标准化系数，进而通过标准化

系数的比较判断不同组特征影响的大小。

结果如表 4所示，这一结果远超我们对同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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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的认识。就全样本分析而言，同伴特征对青少

年体育锻炼时间的影响约为个体特征影响的 80%

（0.107/0.139）、家庭特征影响的 1.8 倍（0.107/0.058）、

班级和学校特征影响的 1.4 倍（0.107/0.075），即同伴

效应对青少年体育锻炼时间的影响强度仅次于个体

效应，但大大超过了家庭效应、班级和学校效应。

就女生样本分析而言，同伴特征影响约为个体效

应的 44%（0.074/0.169）、家庭效应的 2.1 倍（0.074/

0.036）、班级和学校效应的 79%（0.074/0.094）。换言

之，同伴特征对女生体育锻炼时间的影响大于家庭影

响，但小于个体效应与班级和学校特征的影响。就男

生样本而言，同伴特征影响强度最大，约为个体效应

的 1.7 倍（0.135/0.081 ）、家庭效应的 1.8 倍（0.135/

0.074 ）、班级和学校效应的 1.5 倍（0.135/0.093）。这

进一步验证了分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即相对于女生，

男生受同伴群体影响更大。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析了同伴效应对我国青少年体育锻炼的

影响，结果如下：①同伴群体对青少年体育锻炼时间

具有显著的影响，其效应约为个体特征影响的 80%、

家庭特征影响的 1.8 倍、班级和学校特征影响的 1.4

倍。②同伴群体对青少年体育锻炼时间的影响存在

明显的性别差异，是男生体育锻炼时间的最强影响因

素，大幅度超越了个体、家庭、班级和学校特征的影

响，但对女生的影响弱于个体、班级和学校效应。③
异性好友对青少年体育锻炼时间的提升作用相对更

大。特别是对男生而言，有异性好友者每周体育锻炼

时间约增加 12%。④对女生而言，独生子女体育锻炼

时间比非独生子女高 15%。这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

家庭对男女生的行为期望接近，认为体育运动专属男

性的传统观念在独生子女家庭减弱，进而对女生的体

育抑制作用变小。

因此，青少年体育锻炼中存在显著而强大的同伴

效应。相关青少年体育锻炼促进计划应充分考虑这些

因素，通过对同伴群体的干预进而提升青少年身体活

动水平。比如：扩大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增加其朋友数

量；适当鼓励增加青少年与异性交往并成为好友，积极

改善班级人际关系；等等。

未来研究应对同伴群体影响青少年体育锻炼的

机制做深入的分析和检验，更好地理解同伴群体影响

青少年体育锻炼的过程并为政策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另外，同伴群体包含多种类型，如邻里、社团成员、室

友等，朋友只是其中一种。分析、比较这些不同群体

发生影响的大小与机制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数据限

制，本文所包含的个体、家庭、班级和学校特征可能并

不完备，这或许会对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根据理

论和经验研究结果收集更多数据并做进一步分析和

检验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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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 Effect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Physical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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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ry（CEPS）data，the impact of peer groups is analyzed on

adolescent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s in China through descripi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build the least square

linear（OLS）regression model，coeffcient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The results show that：① There

is a very strong peer effect on adolescent physical exercise，which accounts for about 80% of the individual

effects and greatly exceeds the effects from family，class，and school.② Peer effect on adolescent physical

exercise time differs significantly between boys and girls. For boys，peer effect is stronger than any other

factors；while for girls，peer effect is weaker than that from individuals，class and schools.③ Heterosexual

friends，especially for boys，play a greater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physical exercise time；while for girls，the

only child’s physical exercise tim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conpared with the non-only child’s. These factors

should be 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planning of promoting adolescent physical exercise. In addition，the

level of adolescent physical activity could be improved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peer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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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点 •

运动干预改善高血压的效果可能不亚于药物运动干预改善高血压的效果可能不亚于药物

高血压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全球 1/3 的成年人患有高血压，它可加重心

脏病、脑卒中、肾衰竭等疾病患者的负担。药物治疗是高血压患者最常用的治疗手段，但其不仅会增加患者

的经济负担，还可能产生副作用。大量证据表明，运动干预可改善高血压的疗效。那么运动和药物哪一种干

预方法对高血压疗效更好？2019 年 9 月，Huseyin Naci 等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刊文，通过网状 Meta 分析对

比运动干预和药物治疗高血压的效果。该文纳入 391 个随机对照试验，包含 39 742 名受试者。结果显示：①
所有类型的运动干预（如耐力训练、动态抗阻训练、等长肌力训练）和所有类型的降压药物都可有效降低受试

者的收缩压；②对于收缩压≥140 mmHg（1 mmHg=0.133 kPa）的高血压人群，不同种类的运动干预和药物治疗

具有同等的降压效果；③对于收缩压≥130 mmHg、≥140 mmHg、≥135 mmHg的高血压人群，运动干预可分别降

低 6.84 mmHg、8.7 mmHg、10.74 mmHg 的收缩压。该文提示，运动干预可作为高血压人群药物治疗的补充

方式。

众多证据显示，运动干预不仅可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病，且可促进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和

幸福感。目前中国正在深入推行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强体医融合

和非医疗健康干预。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需要科学。故笔者呼吁：①鼓励各级医疗机构为高血压人群及其他慢

性病患者提供运动促进健康的指导服务，并建立相关的绩效考核机制；为患者提供运动健康促进的科普知识，开

设“体医融合”门诊。②引导康复治疗师、运动康复师、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体医融合”复合型人员在社区、健身场

所等为广大群众提供科学运动健身指导服务，提高运动干预效果，预防和治疗慢性病。③加强社区、医疗机构与

体育相关部门的合作，完善评估机制和健康管理模式，形成健康促进的长效机制。

（上海体育学院 王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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