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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以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SCT）模型为视角，对青少年体力活动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系统

性综述和元分析。方法 检索国内外数据库，纳入符合要求的 18 篇文献，采用 Stata 15.0 软件合并效应量并进

行亚组分析。结果 ①SCT模型总体能中等程度预测体力活动（R2=17%，P<0.01，z=7.59）；②对包含自我效能、

障碍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和社会状态因素在内的文献进行的元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因素与体力活动显著相关

（N ≥ 75%）；③受不同地域、性别和统计方法的影响，研究结果间存在异质性。结论 SCT模型能中等程度预测

青少年体力活动；自我效能、障碍自我效能、社会支持、社会状态是预测体力活动的关键指标；受不同地域、性

别和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SCT模型对青少年体力活动的预测结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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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体力活动对青少年健康发育至关重要，它

是降低慢性疾病风险、减少癌症和肥胖发生以及预防

心理健康问题的有效手段［1-2］。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参与体力活动有诸多益处，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能达到国际体力活动推荐量的青少年比

例均不高［3-5］，全球范围的青少年体力活动不足问题仍

然严重［6-7］。有研究［6，8］指出，儿童青少年时期养成的锻

炼习惯极有可能延续至成年。因此，在青少年阶段养

成参与体力活动的习惯在个体生命周期中尤显重要。

不少学者［9-12］从不同角度对青少年体力活动的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探讨影响个体参与体力活动的

心理、行为、环境和社会等因素。代俊等［9］从社会生

态学视角探讨我国青少年群体校外体力活动行为的

影响因素，发现人际层的同伴支持和家庭支持、个体

层的自我效能和活动障碍对体力活动行为具有直接

影响，社区层的社区环境通过自我效能、活动障碍和

同伴支持等变量对体力活动行为产生间接影响。韩

慧等［13］从社会生态学视角对西方国家青少年的体力

活动相关研究进行述评，阐明个体、人际、机构、社区

和政策因素与体力活动的关系。王富百慧等［14］研究

发现，因年龄、运动能力及家庭经济背景的差异，同

伴支持行为对青少年体力活动的影响机制有所不

同。从国际视角看，更多学者［15-17］从理论模型角度，

如社会生态模型（social ecological model，SEM）、计

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和社会

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SCT）等切入，剖析

影响青少年体力活动行为的因素，并以此制订鼓励

青少年参与更多体力活动的措施和方法，且有研

究［18］已证实，以理论模型为基础进行的干预较非理

论方法更为有效。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较少以健康行为促进理论

模型为基础，从心理、行为、环境等角度全面剖析中

国青少年体力活动的影响因素。尽管体力活动影响

因素的预测模型广泛而多样，但学者们更关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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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认知变量，因为这些变量被认为与行为最相关，且比

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等更易改变。因此，笔者以

SCT 模型为视角，回顾其起源、发展及在体力活动行

为研究中的应用，采用系统性综述方法梳理相关研

究的方法学特征，通过元分析方法综合前人研究结

果，以评估 SCT 模型是否对青少年体力活动这一健

康行为有效，并探讨关键影响因素，从而为国内学者

探讨中国青少年体力活动影响因素、制订有效的干

预方案提供参考。

1 社会认知理论概述

SCT 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 Bandura［19］最先提

出。该理论详细剖析了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认为

促使行为发生改变的除了个人因素，还包括环境和社

会因素［20］，三者间构成动态的交互决定关系，其中任

何 2 个因素之间双向互动关系的强度和模式都随行

为、个体、环境的不同而变化。之后，Bandura［20］又从

健康行为（包括体力活动、健康饮食等）促进方面对

SCT 模型进一步扩充，建立了多维因果结构模型，提

出个体通过自我效能、结果预期、感知到的环境促进

和阻碍调节其动机和行为（图 1）。他将影响健康行为

的社会心理因素分为 4类［21-22］：①自我效能感，反映个

体对自身能否完成某项具体健康行为的判断；②结果

预期，指个体对成功完成某项健康行为可能结果的感

知；③自我调整行为（目标和计划），用于对健康行为

进行控制和调整；④感知到的障碍，指个体对完成某

项具体健康行为所感知的阻碍。在该因果结构模型

中，个体对自我效能的信念直接影响并通过目标、结

果预期及感知到的促进和阻碍因素间接影响健康行

为［22］。个体自我效能作为核心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

行为，这是社会心理因素影响健康行为的共同路径。

随着 SCT的提出和发展，该理论得到广泛关注，并被

有效应用于众多健康行为干预中，如癌症患者体力活

动促进、饮食习惯调整和冒险行为改变等［23-25］。

笔者以SCT模型为视角，采用系统性综述和元分

析方法，对青少年体力活动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

梳理、评估和剖析，旨在探讨以下 3个问题：①SCT模

型对青少年体力活动行为总体解释和预测能力如何？

②影响青少年体力活动行为的关键因素和变量有哪

些？③SCT模型的有效性是否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2 研究方法与设计

2.1 研究方法

文献检索和报告方法遵循系统性综述和元分析

报告的要求［26］。

2.1.1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

文献纳入标准：①测量的变量包含SCT模型相关

因素和体力活动行为；②结果中提供了模型或变量的

解释度 R2或回归系数 β值；③研究对象为青少年（平

均年龄为 11～18岁）；④来自同行评议期刊；⑤语种为

英文或中文。文献排除标准：①综述文章；②专著或

会议论文；③包含 2个或 2个以上的理论模型，且未单

独分析 SCT 与青少年体力活动行为的关系；④运用

SCT进行体力活动促进的干预研究。

2.1.2 文献检索策略

通过 Web of Science、Scopus、PubMed、Academic

Search Complete数据库和Google Scholar检索外文文

献，检索时间为 2019年 4月 30日，检索式为主要检索

词（主题词）通过逻辑词“AND”和“OR”连接。“社会认

知理论”检索词为“social cognitive theory”和“SCT”；

“体力活动”检索词为“exercise”“physical activity”

“physical activities”“physical exercises”“acute exer-

cise”“aerobic exercises”“exercise training”“exercise

trainings”“acute exercises”“leisure-time activity”“lei-

sure-time activities”；“儿童青少年”检索词为“child”or

“children”or“childhood”or“juvenile”or“pubescent”or

“pubertal”or“puberty”or“adolescent”or“adolescents”or

“adolescence”or“youth”or“teen”or“teens”or“teenage”

or“teen-age”or“teenaged”or“teen-aged”or“teenager”or

“teenagers”or“teen-agers”or“youngster”or“youngsters”

or“minor”or“minors”or“student”or“students”。由于中

文文献较少，未限定研究对象，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

知识服务平台采用高级检索方法检索，检索词为“社

会认知理论”或“SCT”或“社会认知”和“身体活动”或

“锻炼”或“体力活动”或“运动”。由1名研究者按文献

纳入和排除标准对标题和摘要进行独立筛选，再由另

1名研究者进行相同的操作并检查所有文献，出现不

图1 促进健康行为的SCT结构［22］

Figure 1 Structure of SCT that promotes healthy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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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时与第3名研究者共同讨论决定。

2.2 数据提取

采用标准化的数据提取表从每项选定研究中收

集样本特征、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结果：①纳入研究

文献的样本特征和测试变量，包括国家、样本量、性

别、年龄、研究设计、体力活动测量方法和主要测试变

量；②统计方法和主要结果。

2.3 元分析

运用 Stata 15.0 SE 版（StataCorp，College Station，

TX）软件对 SCT 模型预测值的效应量进行检验。按

Field等［27］的方法计算效应量：以每个R2值的平方根计

算效应量 r值，再将 r值转化为Fisher变换系数。使用

Hedges 等［28］的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

进行检验并合并统计量，对 Fisher转换系数进行元分

析，再转化为相关系数的 R2值，以评估预测能力的大

小，以便与其他研究和理论的R2值进行比较。基于Q

统计量进行研究的异质性分析，运用 Begg-Egger 检

验、失安全系数法和漏斗图［29-30］进行发表偏倚检测。

2.4 文献质量评价

根据文献中对象选择、研究设计、测量等内容进

行方法学质量评估。依据《CONSORT声明》《加强流

行病学中观察性研究报告质量（STROBE）声明：观察

性研究报告规范》的要求进行报告质量评价，共 11个

条目，分符合（1分）、不符合（0分）和未提及（0分）3种

情况，在二分等级上进行评估。由 2名研究者分别对

文献质量进行评估，对每个条目进行独立打分，如果

出现得分差异，则与第3名研究者一起协商而定。

3 结 果

3.1 文献筛选结果

通过检索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PubMed、

Scopus、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分别获得文献 219、

245、1 910、376 篇。将上述 2 750 篇文献题录导入

Endnote文献管理软件，去除重复的 569篇文献，通过

阅读标题和摘要初步筛除 2 137 篇文献，对余下文献

下载全文后进行评估，确定符合要求的15篇文献。此

外，通过Google Scholar手动检索，以及对15篇已纳入

文献的参考文献和引文进行搜索（forward & back‐

ward reference search），得到符合要求的 3篇文献。最

终共纳入 18篇文献（均为英文），其中 17 篇纳入元分

析，无符合要求的中文文献。文献筛选过程见图2。

3.2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提取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并进行汇总，结果

见表1。

对18篇文献样本的基本特征进行分类统计，发现

仅3项（16.7%）研究样本量<100，7项（38.9%）研究样本

量为 100~300，样本量为 301~500 或>500 者各 4 项

（22.1%）。关于研究对象的性别，10项（55.5%）研究包

含了男生和女生（其中 8项将男生和女生合并研究，2

项分开研究），5项（27.8%）研究仅纳入女生，另有 3项

（16.7%）研究未注明性别。从研究对象所属地域看，多

数（66.6%）来自北美洲（均为美国），其他分别来自亚洲

和大洋洲（均占 16.7%）。在可直接影响测量效度的测

量方法方面，12项（66.7%）研究通过主观的自我报告

（评估），如前 1天体力活动回顾（previous day physical

activity recall，PDPAR）［31-32］、3 天 体 力 活 动 回 顾

（3DPAR）［33］、4天体力活动回顾（4DPAR）［34］、儿童/青少

年 活 动 记 录 量 表（child/adolescent activity log，

CAAL）［35-36］、Godin 休闲时间锻炼量表（Godin leisure⁃

time exercise questionnaire，GLTEQ）［37-40］、体力活动量

表（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PAQ）等，获得体力

活动数据，仅6项（33.3%）采用客观的测量手段获取体

力活动数据，如计步器和加速度计等［34，41-45］。值得一

提的是，近几年一些样本量较大的横断面研究趋于采

用客观测量方法，这对提高研究效度而言尤为重要。

此外，多数（83.3%）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设计，少数

（16.7%）研究为纵向设计。

图2 文献选择流程

Figure 2 Study selection flo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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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纳入文献的主要研究结果

提取纳入文献的主要研究结果并进行汇总，结果

见表2。

运用系统性分析方法，提取 18 篇纳入文献的特

征、测量变量和结果，依据文献中社会认知变量与体

力活动之间的关系，对文献中的变量进行数据编码和

表1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ded article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作者

Trost, et al[46]

Strauss, et al[41]

Winters, et al[47]

Motl, et al[33]

Sharma, et al[31]

Petosa, et al[32]

Martin, et al[37]

Martin, et al[38]

Martin, et al[39]

Taymoori, et al[35]

Roberts, et al[34]

Martin, et al[40]

Ramirez, et al[42]

Lubans, et al[43]

Gao[44]

Dewar, et al[45]

Bagherniya, et al[36]

Hong, et al[48]

年份

1997

2001

2003

2005

2005

2005

2008

2008

2008

2008

2010

2011

2012

2012

2012

2013

2015

2017

国家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伊朗

新西兰

美国

美国

澳大利亚

美国

澳大利亚

伊朗

泰国

样本总量

(男)

202(92)

92(44)

248(98)

1 038(0)

159(62)

256(130)

348(171)

331(150)

99(54)

558(0)

72(35)

506(250)

479(250)

1 035(0)

155(66)

235(0)

172(0)

609(280)

年龄/岁

N/A

N/A

N/A

13.6±0.6

N/A

N/A

12.2±0.9

12.1±1.0

11.9±1.0

14.4±1.6

16.9±0.1

12.0±0.9

9.8

13.6±0.02

10.8

13.2±0.4

N/A

N/A

研究设计

纵向研究

横断面研究

横断面研究

纵向研究

横断面研究

横断面研究

横断面研究

横断面研究

横断面研究

横断面研究

横断面研究

横断面研究

横断面研究

横断面研究

横断面研究

纵向研究

横断面研究

横断面研究

体力活动（PA）

测量工具

PDPAR

加速度计

GLTEQ

3DPAR

PDPAR

PDPAR

GLTEQ

GLTEQ

GLTEQ

CAAL

4DPAR,

加速度计

GLTEQ

计步器

加速度计

加速度计

加速度计

CAAL

PAQ

测试变量

寻求支持、障碍自我效能、竞争活动、结果预期、社会影
响、家庭设备、学校运动、社区体育、社区组织、电视/电子
游戏、父母的活动、朋友的活动、喜欢体育课

自我效能、社会影响、健康信念、自尊和焦虑

社会状态、自我效能、结果预期、自我调节

设备可获得性、障碍自我效能、邻里安全

体育课时间、自我效能

自我调节、社会状况、社会结果预期、外表结果预期、总体
健康结果预期、消极结果预期、能力自我效能、障碍自我
效能

障碍自我效能、父母的支持、行为意向

障碍自我效能、社会支持、享受 PA乐趣、户外时间、附近

环境支持和阻碍

障碍自我效能、社会支持、享受 PA乐趣、户外时间、附近
环境支持阻碍

社会支持（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朋友）、结果预期、自我
效能

目标意图、任务效能、障碍效能和现实的意图

自我效能、同伴社会支持、学校体育活动环境

自我效能、结果预期、障碍和社会支持

自我效能、自我价值、享受PA、行为策略、环境、社会支持

自我效能、结果预期、社会支持、身体和环境因素

自我效能、意图、父母的支持、结果预期

自我效能、社会支持、结果预期

自我效能、父母监控、纪律和强化

注：N/A表示原文未标注。

表2 纳入文献的主要研究结果和统计方法

Table 2 Main findings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of included articles

1

2

3

4

5

6

7

女生：社区体育*(β=0.11，R2=0.079)；障碍

自我效能*（β=0.07，R2=0.077）；喜欢体育

课*（β=0.23，R2=0.036）；种族*（β=0.23，R2=

0.036）；母亲PA*（β=0.19，R2=0.036）

中等强度：年龄*（R2=0.15）；久坐时间*（R2=

0.25）

中等强度：自我效能*（R2=0.02）；社会状态

（R2=0.01）；自我调节*（R2=0.06）；结果预

期*（R2=0.04）

基线数据：自我效能*（β=0.35）；设备可获

得（β=0.13）；邻里安全（β=0.01）

体育课时间*（β=0.21）

自我调节*（β=0.36，R2=0.26）

自我效能*（β=0.17，R2=0.02）

障碍自我效能*（β=0.22，R2=0.09）

男生：障碍自我效能*（β=0.10，R2=0.053）

高强度：自我效能*（R2=0.10）；年龄和性别*

（R2=0.19）

高强度：性别*（R2=0.06）；社会状态*（R2=

0.06）；自我效能*（R2=0.08）；自我调节*（R2=

0.08）；结果预期*（R2=0.10）

随访数据：自我效能*（β=0.11）；设备可获

得性（β=-0.01）；邻里安全（β=-0.04）

自我效能*（β=0.21）

社会结果预期*（β=-0.12，R2=0.02）

障碍自我效能*（β=0.15，R2=0.01）

高强度：26%（女生）；

5%（男生）

中等强度：17%（女

生）；17%（男生）

高强度：29%

中等强度：35%

高强度：35%

中等强度：12%

—

7.2%

31%

9%

逐步回归模型

多元回归分析

分层回归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

多元回归模型

多元回归模型

多元回归分析

文献序号 变量及其回归系数 预测值R2 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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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编码原则参照 Teixeira等［49］的方法：++表示报

告有显著相关的文献结果≥75%，+表示报告有显著相

关的文献结果占 50%～75%（不含 75%）；0/+表示报告

为显著相关的文献结果<50%，另一部分为无相关。

由表3可知，自我效能、障碍自我效能、社会支持、社会

状态、身体外表结果预期、总体健康结果预期和邻里

安全等因素均为显著相关（++），但后 3个因素均仅被

1 篇文献纳入变量进行测量，证据不充足，故予以排

除。系统性分析结果最终表明，自我效能、障碍自我

效能、社会支持和社会状态是预测体力活动的关键指

标，该结果回答了本文的问题②。

3.4 文献质量评估结果

按照国际公认的《CONSORT声明》进行文献质量

评价，分值越高，文献质量越好。结果显示：11个条目

的评价结果为 2～11 分，其中 2～5 分的 9 篇，6～8 分

的8篇，9～11分的1篇。

3.5 元分析结果

3.5.1 合并统计量

为探索 SCT 模型对于青少年体力活动行为的解

释度（本文的问题①），对纳入文献中报告了R2值的 17

篇文献效应量进行合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

析，显示纳入文献有明显异质性，故使用随机效应模

型［28］进行效应量合并。结果（表 4）显示：R2=0.17，P<

0.001，Z=7.59，说明该理论模型总体可解释度为 17%。

依据 Cohen［50］提出的 R2值评价标准，0.13<R2<0.26 为

中等效应量，可认为SCT模型能中等程度预测青少年

体力活动。

3.5.2 异质性分析和亚组分析

对纳入文献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Q检验显示P<0.05，表明存在异质性。通过随机效应

模型进行效应量合并后，I2为93.5%（>75%），表明异质

性相当大，因此需用meta回归和亚组分析探索异质性

来源。将受试者是否肥胖、所处地域、性别、研究所采

用的统计方法和研究设计这 5个因素纳入模型，分析

其对异质性的影响。整体模型结果：F（5，11）=5.73，

P<0.01，R2=66.13%，表明由这些变量组成的模型能

解释66.13%的异质性来源。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通过meta回归分析观察到异质性来源后，进一步

对文献进行亚组分析，结果如表 6所示。仅有 1 项研

究针对肥胖儿童，结果显示SCT无法预测肥胖儿童的

体力活动。2项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其他则使用

回归分析（如逐步回归、分层回归、多元回归等）的方

法。对统计方法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采用结构

方程模型的研究，结果无异质性（I2=50.0%，Q［P］>

0.05）；使用回归分析方法的研究，结果有明显异质性

（I2 =92.6%，Q［P］<0.05）。meta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地

域因素呈边缘显著，由于美国以外的国家研究文献量

较少，因此按照不同地域分为北美洲（美国）、亚洲（韩

国、泰国和伊朗）以及大洋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排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户外时间*/朋友的社会支持*（未列出β值）

享受身体活动的乐趣*（β=0.21）

结果预期*（β=0.17）

主观的 PA 测量：执行意图*（β=0.60，R2=

0.35）；目标意向*（β=0.23，R2=0.05）；感知

的行为控制（β=-0.04）；障碍自我效能（β=

0.08）；任务效能（β=0.01）

障碍自我效能*（β=0.167）

同伴社会支持*（β=0.134）

结果预期*/自我效能*/目标*/社会支持*（未列出β值）

自我效能*（β=0.09）

自我效能*（β=0.27，R2=0.07）

自我效能*（β=0.26）

结果预期*（β=0.06）

自我效能（β=0.09）

社会支持（β=-0.10）

女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β=0.236）；父母

限制条件*（β=-0.214）；父母监控*（β=

0.16）；纪律*（β=0.221）

自我效能*（β=0.61）

客观的 PA 测量：执行意图*（β=0.24，R2=

0.06）；目标意向（β=0.23）；感知的行为控制

（β=-0.04）；障碍自我效能（β=0.08）；任务

效能*（β=0.01，R2=0.12）

性别*（β=-0.93）

体力活动环境*（β=-0.091）

自我价值*（β=0.07）

社会支持*（β=0.19，R2=0.03）

意图*（β=-0.18）

结果预期（β=0.03）

男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β=0.341）；纪律*

（β=-0.147）；强化*（β=0.192）

19%

14%

52%

主观：41%

客观：18%

12%

2%

5%

11%

28%

差异均无显著性

13%（女生）

16%（男生）

多元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

线性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

多元回归分析

路径分析

线性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

续表2

文献序号 变量及其回归系数 预测值R2 统计方法

注：PA为体力活动；“—”表示未报告总体的R2；*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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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是否肥胖和统计方法因素干扰后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表明：①SCT对亚洲青少年体力活动的预测

最为有效，但异质性也最大（R2=42.77%，I2=98.7%），这

可能是亚洲文献量偏少所致；②SCT 模型能预测

34.92%的大洋洲青少年体力活动，且无异质性（I2=0，

Q［P］>0.05）；③SCT 能预测 18.58% 的北美洲青少年体

力活动，具有较大异质性（I2=70.9%，Q［P］<0.05）。排除

研究对象是否肥胖和统计方法不同的因素，对性别进

行亚组分析，发现2项研究的对象为女生，合并后的结

果显示，SCT 能够预测 56.7% 的女生体力活动，但异

质性很大（I2=93.6%，Q［P］<0.05）。对研究对象为男生

和女生的研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SCT 模型可以中

等程度预测体力活动，其预测值为 18.75%，且有较大

程度的异质性（I2=66.3%，Q［P］<0.05）。

3.5.3 发表偏倚分析

运用 Begg‐Egger检验、失安全系数法和漏斗图

进行发表偏倚分析。漏斗图如图 3所示，可见所有研

究的效应量分布在平均效应量的周围，且左右分布

基本对称。Begg 检验结果（Z=0.57，P=0.60）和 Egger

检验结果（Coefficient=1.79，P=0.54）均无显著性，表

明无偏倚。失安全系数越大，则需更多的未发表研

究才能使元分析结果逆转，说明发表偏倚越小，元分

析结果越稳定。本文失安全系数 N=5 305，说明研究

无偏倚。

4 讨 论

Falk等［51］认为，理论模型 R2>10%，说明模型的结

构变量对于解释一个特定结果而言是充分的。本文

元分析结果显示，SCT模型对于体力活动行为预测的

R2=17%，说明 SCT 能中等程度预测青少年体力活动

行为。Martin等［37］指出，SCT模型对体力活动的解释

度比计划行为理论（TPB）高。他们对同一样本的美

籍阿拉伯裔青少年进行的 2项验证发现，SCT对体力

表3 SCT模型预测变量与青少年体力活动的关系

Tabl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dictive variables of SCT and adolescents’physical activity（PA）

预测变量

自我效能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寻求支持自我效能（support seek self⁃efficacy）

代理自我效能(proxy self⁃efficacy)

障碍自我效能(barriers self⁃efficacy)

竞争活动自我效能（competing activities self⁃efficacy）

结果预期结果预期

结果预期（outcome exp.）

身体外表结果预期(physical appearance outcome exp.)

总体健康结果预期(general health outcome exp.)

社会支持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

父母支持(parental support)

母亲的体力活动(mother PA)

父亲的体力活动(father PA)

兄弟姐妹的体力活动(sibling PA)

朋友的体力活动(friends PA)

社会状态 (social situation)

邻里安全(neighborhood safety)

学校支持(school support)

其他其他

喜欢体育课 (like school PE)

文献量

9

2

1

7

2

6

1

1

4

2

2

2

1

3

2

1

3

1

样本量①

11

6

6

11

5

7

1

1

8

2

5

5

1

6

3

2

6

4

研究结果的文献比例/%

+

81.8

33.3

33.3

100.0

20.0

42.9

100.0

100.0

75.0

50.0

40.0

20.0

0

16.7

100.0

100.0

33.3

50.0

-

0

0

0

0

0

14.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8.2

66.7

66.7

0

80.0

42.9

0

0

25.0

50.0

60.0

80.0

100.0

83.3

0

0

66.7

50.0

编码

++

0/+

0/+

++

0/+

0/+

++

++

++

+

0/+

0/+

0/+

0/+

++

++

0/+

+

注：①部分文献对男生和女生、中等和高强度分别研究，因此文献中包含不止一个样本结果。

表4 SCT模型对体力活动预测的元分析结果

Table 4 Meta-analysis result of SCT predict physical activity

文献

17

总样本

6 094

I2

93.5%

R2

0.17

异质性Q检验

219.9 P<0.05

95% CI

Lower

0.11

Upper

0.28

Z

7.59

P

<0.001

表5 不同因素对于研究异质性影响的meta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5 Met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factors on

the study heterogeneity

因素

是否肥胖

性别

地域

统计方法

研究设计

系数

-0.80

-0.15

-0.10

-0.38

-0.06

标准误

0.18

0.05

0.04

0.12

0.12

t

-4.37

-3.11

-2.1

-3.26

-0.5

P

0.001

0.010

0.089

0.008

0.625

95% CI

[-1.21，-0.40]

[-0.25，-0.04]

[-0.23，0.02]

[-0.64，-0.12]

[-0.3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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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的 解 释 度 为 9%，而 TPB 的 解 释 度 为 7%。

Ramirez等［42］认为，除自我效能（β=0.33）外，社会支持

（包含父母、姐妹和朋友等多维度视角）是预测体力活

动的一个主要因素，且同龄人的支持比年长者（父母

等）更有效。本文通过系统性综述发现，自我效能、障

碍自我效能、社会支持是影响体力活动的关键因素。

该结果与Hamilton等［52］的研究相似，后者发现自我效

能、社会支持以及两者间的交互作用对青少年参加高

强度体力活动（VPA）的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其交互

作用表现为：自我效能感高的青少年不受朋友支持的

影响，有较高意愿参加体力活动；自我效能感低的青

少年，若来自朋友的支持低，参与体力活动的意愿也

低，反之，则更有意愿参加体力活动。Petosa等［32，53］运

用 SCT 模型的多个变量全面测量发现，SCT 能预测

31% 的体力活动。调整后的模型中，自我调节、能力

自我效能、障碍自我效能和社会结果预期与体力活动

有关，其他变量与体力活动均无关。这些研究对制订

有效的青少年体力活动干预策略均具有一定参考

意义。

结果显示，SCT模型可以预测青少年体力活动行

为，但其预测能力的大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

不同地域有所不同，如 SCT对北美洲、大洋洲和亚洲

青少年体力活动的预测能力分别为 18.58%、34.92%

和 42.77%，但在北美洲和亚洲的研究中显示出较大的

异质性。在亚洲国家，Taymoori等［35］对 559名伊朗青

少年进行研究，发现SCT模型对体力活动行为解释度

为 52%，表明SCT模型对伊朗普通青少年体力活动的

预测度最大，自我效能（β=0.61）和结果预期（β=0.17）

直接并显著影响体力活动。但 Bagherniya 等［36］研究

发现，SCT 模型无法预测伊朗肥胖青少年体力活动。

Hong 等［48］也发现，SCT 模型对泰国中小学生体力活

动预测度仅为 16%。在总体上，SCT在亚洲国家中的

预测研究并不多，且异质性较大。亚组分析结果还显

示，SCT可中等程度预测北美洲青少年体力活动（R2=

24.01%），但研究的异质性较大。

Martin 等运用 SCT 模型分别对不同种族人群进

行了一系列研究：对 348名美籍阿拉伯裔青少年进行

的研究［37］发现，障碍自我效能与体力活动最为相关，

该理论可总体预测 9% 的体力活动；针对 331 名美籍

非裔青少年的研究［38］发现，该理论能预测 19%的体力

活动；针对 99名美籍拉丁裔儿童的研究［39］表明，SCT

总体预测能力为 14%，其中父母的社会支持和享受体

力活动的乐趣是最重要的变量；对来自美籍非裔

（60%）、高加索白人（12%）等 8个种族 506名青少年进

行的研究［40］表明，SCT 对体力活动总体预测度为

12%，障碍自我效能和同伴的社会支持在心理因素和

环境因素中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可见，SCT对不同文

化背景群体的预测度各不相同，影响不同人群体力活

动的关键变量也有所不同。Ramirez 等［42］建议，为丰

富理论模型，更深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体力活动

行为，应结合其他生态因素，如社区、组织和政策因素

等［30］对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群进行体力活动行

为研究。

此外，对性别进行的亚组分析发现，SCT 能预测

18.75% 男生和女生的体力活动。有 2 项研究显示，

SCT能预测 56.70%的女生体力活动，但异质性较大。

表6 不同因素的亚组分析

Table 6 Subgroup analysis of different factors

因素

地域

性别

统计方法

类别

北美洲

亚洲

大洋洲

女生

男生和女生

结构方程模型

回归分析

文献量

10

2

2

2

12

2

15

模型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Z

10.48***

2.56**

9.78***

4.69***

12.83***

4.56***

9.07***

R2

18.58%

42.77%

34.92%

56.70%

18.75%

3.69%

23.04%

95% CI

[12.25，26.01]

[2.25，79.21]

[22.09，50.41]

[19.36，75.69]

[13.69，25.00]

[9.61，28.09]

[14.44，24.81]

I2

70.9%

98.7%

0

93.6%

66.3%

50.0%

89.9%

P(异质性)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Q检验

30.92

76.16

0.01

15.73

32.68

2.00

138.61

注：***表示效应量在P<0.0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效应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

图3 效应量和标准误的漏斗图（随机效应模型）

Figure 3 Funnel plot of effect size and standard error

（random-effe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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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性别因素的探讨，Trost等［46］研究发现，在女生群

体中，种族、克服阻碍、社区体育、母亲的体力活动、喜

欢学校体育等因素与体力活动显著相关；在男生群体

中，克服阻碍、结果预期、社会影响、社区体育与体力

活动显著相关。该理论模型对高强度体力活动的预

测能力，女生为 26%，男生仅为 5%，但在对中等强度

体力活动的预测中无性别差异。Hong 等［48］研究发

现，SCT 模型对男生群体的体力活动预测度略高，但

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其不

同性别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对于男生和女生采取不

同的干预策略，或许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因此性别问

题也值得更多学者开展进一步研究。以上一系列研

究回答了本文的问题③，即SCT模型受不同地域和性

别等因素的影响，其有效性有所不同。

从方法学特征看，学者们往往运用回归模型或结

构方程模型进行横断面研究，建立SCT各变量与体力

活动的路径图，验证SCT模型对体力活动行为的总体

预测能力，以反映社会认知变量与青少年体力活动行

为的关系，揭示关键影响指标，为制订体力活动干预

策略提供依据。本文亚组分析结果显示，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的研究，其结果无异质性，但采用不同回归方

法（分层回归、多元线性回归等）的研究，其结果具有

异质性。需要指出的是，元分析所纳入研究中仅 2项

为纵向设计，且 meta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研究设计因

素不是研究异质性的主要来源。

对于横断面研究和纵向研究的区别，前人进行了

不同探讨。在TPB模型研究中，McEachan等［54］发现，

研究设计因素显著调节了社会心理变量对行为效果

的解释度，时间较短的研究设计比时间长的模型解释

方差更大。相反，1项对成人大样本体力活动进行横

断面和纵向研究的 2组设计的测试［55］表明，对于不同

研究设计的方差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如此，需要承认

的是，横断面研究不包含时间间隔，而时间间隔对于

揭示因果关系尤显必要。因此，笔者认为，需要更多

高质量的纵向研究探讨社会认知变量与体力活动行

为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局限性：尽管大部分研究表明

SCT可以预测青少年体力活动，但由于干扰因素较多

且存在交互作用，导致亚组分析中的部分分组（如女

生组、亚洲国家等）文献量不足，造成纳入文献的研究

结果异质性较大，今后应纳入更多相关研究以提供更

充足的证据。

5 结束语

研究结果表明：①SCT模型预测体力活动行为的

R2值为 17%，提示该模型能中等程度预测青少年体力

活动；②SCT模型中的自我效能、障碍自我效能、社会

支持、社会状态等因素是预测体力活动的关键指标，

这对如何更好地促进和干预青少年体力活动行为有

积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③个体、社会和环境之间相

互影响，在不同地域和性别等因素影响下，SCT 模型

各因素对青少年体力活动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因

此，面对中国青少年体力活动不足的行为特点和状

况，建议国内学者借鉴国际经验，在 SCT等理论模型

指导下，探索青少年体力活动影响因素，寻找影响中

国青少年体力活动行为的关键变量和内在机制，建立

个体与外在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形成相互影响、无

法割裂的互动机制。同时，结合西方经典理论模型中

的社会心理变量，针对中国青少年群体的个性和共性

特点，利用社会、学校和家庭资源，制订有效的干预策

略，这是解决中国青少年体力活动不足问题的关键，

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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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Adolescents’Physical Activ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LIU Jianxiu1，SHANG Borui2，YIN Yi1，YANG Ming1，ZENG Muchuan1，ZHANG Yao1，MA Xindong1

Abstract：Objective The researche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dolescents’ physical activity were

summarized using the method of meta-analysis systemat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Methods Literature review was conducted from different databases and 18 documents were introduced；

meta-analysis and subgroup analysis were used by Stata 15.0.Results ①SCT model can explain the behavior of

physical activity to a moderate extent（R2=17%，P<0.01，z=7.2）；②The results of literature which included the

factors of barrier self-efficacy，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status showed that these factors correlated with physical

activity significantly；③There exists heterogeneity between studies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geographic，gender，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Conclusions SCT model can predict physical activity of adolescents moderately；self-

efficacy，barrier self-efficacy，social support，and social status are the key variables to predict physical activity；

the predict of SCT model to adolescents’physical activity a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on，gender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different countries.

Key words：social cognitive theory；physical activity；adolescents；influence factors；systematic review；me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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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Effects of 12-week Momentum-based Dumbbell Exercise on Older Adul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LYU Jiaojiao，HUANG Lingyan，LIU Yu

Abstract：Objective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12-week momentum-based dumbbell training on cognitive

function，physical function，quality of life and sleep quality on older adul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changes. Methods Forty-five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with MCI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either a dumbbell training group（DTG，n=22）or a control group

（CG，n=23）. Participants in the DTG participated in exercise sessions 3 times weekly for 12 week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within-group changes（improvement）in ADAS-Cog total score，instruction，MoCA and

SF-36 Mental Component Summary（P<0.05）.Compared to CG，participants in the DTG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ADAS-Cog total score，word recall and attention，MMSE，TUG and PSQI（P≤0.05）. And the changes in SF-

36 MCS（r=−0.712）and PSQI（r=−0.380）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changes in cognitive function.

Conclusions A 12-week momentum-based dumbbell training is effective for improving cognitive functions and

has potential benefits for improving the physical function in older adults with MCI. These pre-post changes

（mental and sleep condition）may influence the degree of cognitive benefits induced by training.

Key words：exercise intervention；cognitive function；physical function；quality of life；sleep quality；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older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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