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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成果

我国不同冰雪项目优秀运动员家庭社会因素的特征

李　娟1，田　慧1，亓顺红1，王　敏1，田　野2

（1. 北京体育大学 国际体育组织学院，北京 100084；2. 深圳大学 体育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1）

摘　要:  采用问卷和实地访谈方法，调查我国备战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国家集训队 15 个冬季运动项目的 431 名优秀冰

雪运动员家庭社会经济状况（SES）、父母体育背景和父母支持程度特征。发现，运动员 SES 分值范围为

−2.09～2.66，冰上项目运动员 SES 得分（0.40）显著高于雪上项目运动员（−0.16）（P<0.01），不同项目运

动员 SES 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5.56，P<0.01，η2p=0.158）；9.98% 的运动员父母曾经是冰雪项目运动员或其

他项目专业运动员，6.96% 的运动员父母职业与体育相关，冰上项目运动员父母体育背景较雪上项目运动员更

为明显；运动员父母支持程度得分较高（M=16.20），冰上项目运动员父母支持程度平均得分（18.17）显著高

于雪上项目运动员（15.44）（P<0.01）。提示：家庭社会因素特征整体呈现“冰高雪低”的特点，且不同项目

之间差异显著；我国冰雪运动后备人才选材与训练应充分考虑 SES 等家庭社会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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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运动员成才与遗传学、生物学、社会学等多

种因素有关。相关研究[1−5] 结果显示，运动员选材、训

练监控、伤病防治、竞技状态、家庭社会环境等是影响

优秀运动员成才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有关家庭社会

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SES）与优秀运动员成

才关系的研究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

究[6−9] 表明，SES 在优秀运动员职业发展与成功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SES 是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家庭

收入、父母职业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是构成 SES 的

三大要素，一般常用 SES 得分评价家庭社会经济状

况 [10]。目前，国内外有关运动员 SES 的研究结果并

不相同。国外研究发现，SES 得分较高的运动员一

般在青少年时期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的机会更

多 [11−12]，更有可能坚持长期专业训练而不会中途放

弃[13]，取得更高级别运动水平的比例也更高[14−15]，多数

精英运动员来自 SES 得分较高的家庭[14，16−18]。国内研

究[19−22] 结果显示，我国优秀运动员的 SES 得分普遍较

低，精英级别运动员多来自经济水平不高的家庭，

SES 对其职业发展起到了反向刺激作用，激励运动员

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庭的生活状况。父母体育背景

（包括父母是否曾经是运动员、父母职业是否与体育相

关、父母体育活动水平等）和父母支持程度（父母的认

可度以及在经济、时间和情感等方面的投入）等其他家

庭社会因素同样是影响优秀运动员成才的重要因

素[23]。研究[24] 发现，父母的体育背景，特别是自身对

体育的喜爱程度会对年轻运动员产生正面影响，父母

会成为他们的良好榜样和启蒙教练，也会更加认同运

动员从事专业训练。父母支持程度也对运动员的职业

发展有正向影响，父母的经济投入、后勤保障、情感鼓

励等支持方式都会对运动员产生积极作用[25−26]。

不同运动项目优秀运动员表现出不同的 SES 特

征，其中，SES 对网球、高尔夫、皮划艇等较为昂贵的

运动项目具有正向影响，而对篮球、足球等运动项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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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负向影响[27]。我国体能类、重竞技、格斗类项目的

运动员多来自 SES 得分较低家庭，小球类运动员的

SES 得分相对较高[28−29]，一些“贵族”体育项目，例如

击剑优秀运动员则多来自收入较高的城市家庭 [30]。

Lawrence[31] 发现，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

西方发达国家，绝大多数雪上项目运动员来自 SES 得

分较高的白人富裕阶层，而冰上项目运动员 SES 得分

相对较低。

我国冰雪运动员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上共获得

9 枚金牌、4 枚银牌、2 枚铜牌，取得历史性突破。然

而，目前关于我国优秀冰雪运动员家庭社会影响因素

的研究报道尚不多见。冬季奥运会共设 15 个分项，由

于冰雪项目对自然环境、场地条件依赖性较高[32]，训练

装备比较昂贵[33]，而且各项目差异较大，因此，研究不

同项目优秀冰雪运动员家庭 SES 特征对促进我国竞技

冰雪运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笔者于 2021 年 1—12 月，对我国备战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的国家集训队队员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深入访

谈，分析各个项目优秀冰雪运动员的 SES 特征，探讨父

母体育背景、支持程度在不同项目冰雪运动员成才中

的作用，以期从 SES 视角为我国竞技冰雪运动员科学

选材与训练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我国优秀冰雪运动员。以往研究[34−36]

对优秀运动员的定义有不同描述，如全国前 8 名、入选

国家队运动员、相关等级运动员等。本文在前人文

献[35，37] 的基础上，选取备战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中国

国家集训队运动员作为调查对象。备战冬奥会的国家

队队员均是经过层层选拔的高水平运动员，因此可以

认定为优秀冰雪运动员。为了保证研究样本的代表

性，调查对象为涵盖全部 15 个冬奥项目的 431 名运动

员，其中，冰上项目运动员 121 人、雪上项目运动员

310 人。冰上项目运动员包括冰壶 20 人、冰球 44 人、

花样滑冰 20 人、短道速滑 12 人、速度滑冰 25 人；雪

上项目运动员包括冬季两项 11 人、雪车 34 人、钢架

雪车 10 人、雪橇 17 人、高山滑雪 20 人、越野滑雪

22 人、自由式滑雪 74 人、北欧两项 10 人、跳台滑雪

15 人以及单板滑雪 97 人。男运动员共 244 名（冰上项

目 66 名，雪上项目 178 名），女运动员共 187 名（冰上

项目 55 名，雪上项目 132 名）。在冰上项目中，国际级

运动健将 31 名、运动健将 78 名、一级及以下级别运

动员 12 名；在雪上项目中，国际级运动健将 53 名、运

动健将 95 名、一级及以下级别运动员 162 名。冰上项

目优秀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3.53±3.88）岁，雪上项目优

秀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0.64±3.74）岁。

 1.2　问卷调查

依据以往文献[38−39] 对 SES 的调查方法，结合冰雪

运动项目的特点，设计我国优秀冰雪运动员家庭 SES
调查问卷。问卷分为基本信息、家庭 SES、父母体育

背景、父母支持程度等 4 大部分共 23 个小题，题项包

括选择题和利克特 5 级量表。

问卷的基本信息部分包括运动员的运动项目、所

在专业队、性别、出生年月、出生地、运动级别、训练

经历等。问卷的第二部分是家庭 SES，参考前人文

献[38−42] 对 SES 的 5 项指标即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

教育程度、父亲职业类型、母亲职业类型以及家庭年

收入进行赋分。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包括 6 个类

别：“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硕

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分别赋值 1~6 分。父亲和

母亲职业类型分为“失业”“务农”“进城外来务工人

员”“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个体工商户”“私

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和社会

管理者”8 个类别，依次赋值 1~8 分。家庭年收入分为

“1 万元及以下”“1.1~3 万元”“3.1~5 万元”“5.1~
10 万元”“10.1~30 万元”“30.1 万元以上”6 个水平，

分别赋值 1~6 分。

对于收集到的 SES 5 项指标数据，依据前人研

究[10，43−44]，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计算 SES 值。首先，选取

父亲和母亲中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较高的一方数据

纳入计算，将 SES 的 5 项指标合并为 3 项指标，即父母

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类型、家庭年收入。其次，将

3 项指标转换为标准分，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特征根

大于 1 的因子 1 个，解释了 58.58% 的方差，依据下列

公式计算 SES 取值 [45]：SES=（β1×Z父母受教育程度+β2×
Z父母职业+β3×Z家庭收入）/εf。其中 β1、β2、β3 分别为 3 个

变量的因子载荷，εf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代入算

出的因子载荷和特征根，得到 SES 的计算公式：

SES=（0.829×Z父母职业类型+0.763×Z父母受教育程度+0.698×
Z家庭年收入）/1.757。按照该公式进行计算，得到 SES 平

均值为 0.00，标准差为 1.00，分值范围为−2.0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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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 值越大代表家庭社会经济状况越好。将 SES 得分

从低到高按四分位表示[46]，SES 低于 25%（≤−0.82）划

分为低得分组，SES 为 25%~75% 为中得分组，高于

75%（≥0.72）为高得分组。

问卷的第三部分父母体育背景指运动员从事冰雪

运动实践的家庭体育文化资源[23，47]，包括父母职业是

否与体育相关、父母是否曾经是冰雪项目或其他项目

运动员、父母自身参与一般体育运动以及冰雪运动的

频率等。前两项内容设计为 5 道单选题，结果以百分

比的形式呈现，后两项内容父母体育活动水平设计为

2 题利克特 5 级量表的形式，满分为 10 分。将父母体

育活动水平从低到高按四分位表示[46]，低于 25%（≤2）

划分为低得分组，25%~75% 为中得分组，高于 75%（≥

5）为高得分组。

问卷的第四部分父母支持程度参考前人对运动员

社会支持的分类[48]，主要包括信息性支持（提供信息和

指导等）、工具性支持（提供财力、物力支持等）、陪伴

性支持（与他人共度时光等）和情感性支持（表达共情、

爱意、关心等）。基于对优秀冰雪运动员的访谈和实地

调查数据，结合上述社会支持分类和冰雪运动员父母

的特点，将冰雪运动员父母的支持分为父母对项目的

认可度（指父母对运动项目相关信息的了解和支持，对

应信息性支持）、父母经济投入（指父母对运动员参与

专项训练的经费投入，对应工具性支持）、父母时间精

力投入（指父母对于运动员参与专项训练给予的时间

和精力投入，对应陪伴性支持）和父母情感支持（指父

母对于运动员参与专项训练给予的情感和精神支持，

对应情感性支持）4 类，此部分内容采用利克特 5 级量

表的形式，满分为 20 分。

为保证问卷的信效度，问卷设计完成后在 30 名冰

雪运动员中进行了试测，并依据试测反馈的问题以及

专家建议对问卷进行了进一步修改。最终版问卷通过

在线方式发放给 485 名当时在国家各集训队备战北京

冬奥会的优秀冰雪运动员，共回收 433 份，其中有效问

卷 431 份，有效率为 88.9%。问卷（利克特 5 级量表部

分，共 6 个题项）的信效度检测结果显示，Cronbach's α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63，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效度检验，在 KMO 系数值

（0.683）符合大于 0.6 的要求，Bartlett 球形检验 P<0.05

的前提下，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出 2 个公因子（父

母参与体育运动的频率与父母支持程度），累计方差贡

献率 67.466%，采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因子，旋转后的因

子载荷均大于 0.6，分别属于父母自身体育活动水平维

度和父母对项目的支持程度维度，符合理论预期，说明

量表效度良好。

 1.3　实地访谈

在对问卷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后，选取部分优秀冰

雪运动员进行访谈，对量化数据补充定性分析。访谈

以半结构化形式进行，访谈问题参考以往文献[49]，主要

围绕运动员的家庭成长环境、家庭因素对其参与冰雪

运动的影响、父母对其项目训练的投入和支持等方面，

深入挖掘优秀运动员参与冰雪运动背后的故事，聚焦

家庭因素对于运动员从事专项训练的影响。

采用分层目的性抽样策略选取访谈对象，选取原

则兼顾不同项目和性别的运动员。主要采取方便抽样

和滚雪球抽样方法，通过联系队员、领队和教练员等渠

道共访谈 28 名优秀冰雪运动员，其中：冰上项目运动

员 8 名（包括冰壶 2 名、冰球 2 名、速度滑冰 1 名、短

道速滑 1 名、花样滑冰 2 名），雪上项目运动员 20 名

（包括高山滑雪 9 名、自由式滑雪 4 名、单板滑雪

2 名、跳台滑雪 2 名、越野滑雪 2 名、钢架雪车 1 名）；

男运动员 16 名，女运动员 12 名。进行访谈时所有访

谈对象均为国家集训队现役运动员（3 名运动员在冬奥

会后选择退役），共有 9 名访谈对象参加了北京冬奥会，

其中 3 名运动员获得北京冬奥会冠军。访谈于 2021 年

4—10 月期间以面对面或电话方式进行，每次时长从

22 min 到 1 h 8 min 不等，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的前提

下进行录音，录音全部转写为文字。为保护访谈对象

隐私，访谈内容均已作匿名处理。

 1.4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分为定量和定性两部分，定量数据主要

使用 SPSS 2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

方法计算 SES 得分、父母体育背景比例、父母支持程

度得分的均值和标准差；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比冰

上项目和雪上项目运动员的家庭 SES 总分、SES 分项

得分、父母体育活动水平和父母支持程度差异；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比较不同项目运动员的家庭 SES 总

分、SES 分项得分、父母体育活动水平以及父母支持

程度的差异，以及 SES、父母体育活动水平以及父母支持

程度之间的关系；应用卡方独立性检验方法比较不同

类别运动员人数的差异关系。显著性水平设为 P<0.05。
定性数据使用 NVivo 12 plus 质性分析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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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和分析。根据研究主题和以往文献[50] 建立编码

系统，确定一级节点为“家庭 SES”“父母体育背景”

“父母支持程度”，一级节点下设有若干二级节点，在

初步建立编码体系之后，对所有导入资料进行逐行分

析和编码，与研究主题相符的部分归入相应节点，与主

题匹配度不高的语句暂时列入自由节点，之后判定是

否归入新节点或者与现有节点进行合并。编码完成之

后，检查所有语句的归类，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对节点命

名以及对节点的从属关系进行调整，形成最终的编

码（表 1）。
 
 

表 1    访谈数据编码结果

Table 1    Coding results of interview data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资料来源数 编码参考点数

家庭SES 家庭经济状况主观评估 10 10
父母体育背景 父母平时参与体育运动情况 16 16

父母是否曾是专业运动员 25 25
父母支持程度 父母对项目的认可度 15 15

父母经济投入 28 30
父母时间精力投入 28 35
父母情感支持 28 44

 

 2　研究结果

 2.1　不同冰雪项目运动员家庭 SES特征

按照 SES 得分计算方法，所有运动员的 SES 分值

范围为−2.09～2.66，其中冰上项目运动员 SES 平均

得分为 0.40，显著高于雪上项目运动员的−0.16（P<

0.01）。冰上项目运动员的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

类型、家庭年收入等 3 个分项指标得分为 0.33、0.32、

0.27，雪上项目运动员的上述 3 个分项指标得分为

−0.13、−0.13、−0.11，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冰上

项目运动员、雪上项目运动员 SES 总得分、分项得分

情况见表 2。

15 个冰雪项目运动员 SES 总得分排序情况见图 1，

比较结果显示，不同项目运动员 SES 总得分存在显著

差异 [F(14, 416)=5.56，P<0.001，η2p=0.158]。花样滑冰

运动员（M±SD=0.82±0.82）、雪橇运动员 SES（M±SD=

0.78±0.91）总得分排在前 2 位，显著高于其他雪上项目

运动员（P<0.05）；冰壶运动员 SES 总得分（M±SD=0.48±

0.90）排在 3 位，显著高于越野滑雪、北欧两项、跳台滑

雪、高山滑雪、冬季两项、钢架雪车等雪上项目运动员

（P<0.05）。越野滑雪运动员 SES 总得分（M±SD=−0.91±

0.73）最低，显著低于所有冰上项目和雪橇、自由式滑

雪、单板滑雪、雪车等雪上项目运动员（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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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冰雪项目优秀运动员家庭 SES 特征

Figure 1    Characteristics of SES of elite winter sports
athlet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注：两个项目的字母标记若无相同字母即为差异显著（例如 ab 和

ef）；只要二者标记中有一个相同字母即差异不显著（例如 a 和 ab）。
 

进一步考察不同项目运动员在家庭 SES 3 个分维

度（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类型、家庭年收入）的

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 3）显示，15 个冰雪项目

运动员在父母学历、父母职业、家庭年收入的标准分

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1）。父母受教育程度得分最

高的项目是花样滑冰（0.64），越野滑雪运动员父母受教

育得分最低（−0.61）；在父母职业得分方面，得分最高

的项目也是花样滑冰（0.77），得分最低的项目是北欧两

项（−0.92）；在家庭年收入方面，得分最高的项目是雪

橇（0.72），得分最低的项目是越野滑雪（−0.64）。

 2.2　不同冰雪项目运动员父母体育背景特征

在所有冰雪运动员中，6.96% 的运动员父母职业

与体育相关，9.98% 的运动员父母曾经是冰雪项目运

动员（4.18%）或其他项目专业运动员（5.80%）。父母经

常参加体育活动的频率均值为（2.28±1.32），在 5 级量

表上处于中等水平；父母经常参与冰雪运动的频率均

 

表 2    冰上项目和雪上项目运动员家庭 SES特征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SES scores between ice and snow
sports elite athletes

类别

冰上项目
运动员
(n=121)

雪上项目
运动员
(n=310) 均值差 t P Cohen's d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SES总分 0.40 0.98 −0.16 0.96 0.56 5.37 <0.001 0.58

父母受教育
程度

0.33 1.07 −0.13 0.94 0.45 4.08 <0.001 0.46

父母职业
类型

0.32 0.94 −0.13 0.99 0.45 4.36 <0.001 0.47

家庭年收入 0.27 1.01 −0.11 0.98 0.38 3.58 <0.001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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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1.73±1.10），在 5 级量表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结果显示，我国冰上项目优秀运动员父母体育背

景较雪上项目更为明显。冰上项目运动员父母曾是冰

雪运动项目或其他项目专业运动员的比例高达 20.67%，

而雪上项目运动员父母曾是专业运动员的比例只有

5.81%，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二者差异显著（χ2=19.473，
P<0.001）；冰上项目运动员父母职业与体育相关的比

例是 12.40%，显著高于雪上项目运动员（4.84%）（χ2=
7.677，P=0.006）。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冰上项目

运动员父母体育活动水平（2.56±1.45）显著高于雪上项

目运动员父母（2.17±1.24；t=2.61，MD=0.39，P=0.010），
冰上项目运动员父母参与冰雪运动频率（2.05±1.36）也
显著高于雪上项目运动员父母（1.61±−0.95； t=3.29，
MD=0.44，P=0.001）。

在全部 5 个冰上运动项目中，均有一定比例运动

员的父母职业与体育相关，其中比例最高的项目是花

样滑冰（25.00%）；5 个冰上项目中均有一定比例运动

员的父母曾经是冰雪运动员，其中比例最高的是速度

滑冰（20.00%）和短道速滑（16.67%）；在雪上运动项目

中，除单板滑雪（4.12%）外，几乎所有雪上项目运动员

的父母均无冰雪运动员背景；部分雪上项目（雪车、钢

架雪车、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运动员的

父母职业与体育相关。父母曾是其他项目运动员比例

最高的项目是花样滑冰（20.00%）和钢架雪车（20.00%）。

不同冰雪项目运动员父母体育背景特征见表 4。
  

表 4    不同冰雪项目优秀运动员父母体育背景特征

Table 4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s' sports background of elite
winter sports athlet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　

类别
父母职业与
体育相关

父母曾是
冰雪运动员

父母曾是其他
项目运动员

冰壶 10.00 10.00 10.00
冰球 4.54 9.09 4.55
花样滑冰 25.00 5.00 20.00
短道速滑 16.67 16.67 16.67
速度滑冰 16.00 20.00 4.00
冬季两项 0 0 9.09
雪车 2.94 0 2.94
钢架雪车 20.00 0 20.00
雪橇 0 0 11.76
高山滑雪 10.00 0 5.00
越野滑雪 0 0 0
自由式滑雪 2.70 0 2.70
北欧两项 0 0 0
跳台滑雪 0 0 6.67
单板滑雪 8.24 4.12 4.12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 5）显示，不同项目运动员

父母参与一般体育活动和冰雪运动的频率也存在显著

差异（P<0.05）。速度滑冰运动员父母参与一般体育活

动和冰雪运动频率最高；钢架雪车运动员父母参与一

般体育活动频率较高，而参与冰雪运动频率较低；自由

式滑雪、冬季两项、高山滑雪运动员父母参与一般体

育活动和冰雪运动频率较低。这与运动员父母的体育

运动或冰雪运动背景特征趋于一致。
 
 

表 5    不同冰雪项目优秀运动员父母参与体育活动水平特征

Table 5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s' sports participation rates of elite winter sports athlet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体育参与率 得分最高的项目 得分最低的项目 F P η2p
一般体育活动 速度滑冰（3.12±1.56）、钢架雪车（3.00±1.49） 自由式滑雪（1.81±0.95）、冬季两项（1.82±1.08）、高山

滑雪（1.95±1.28）
2.608 0.001 0.081

冰雪运动 速度滑冰（2.60±1.56）、雪橇（2.00±1.50）、花样
滑冰（1.95±1.23）、冰球（1.95±1.26）

高山滑雪（1.45±0.83）、冬季两项（1.45±0.82）、自由式
滑雪（1.46±0.73）、钢架雪车（1.50±0.85）、跳台滑雪
（1.60±1.24）、北欧两项（1.60±0.69）

2.081 0.012 0.103

 

 2.3　不同冰雪项目运动员父母支持程度特征

优秀冰雪运动员父母支持得分为（16.20±3.37），

在满分 20 分的量表上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冰上项目运

动员父母支持程度平均分为（18.17±2.57），雪上项目相

应得分为（15.44±3.34）。4 个构成要素的得分排序为

父母对项目的认可度（4.71；冰上项目平均 4.82，雪上项

目平均 4.67）、情感支持（4.45；冰上项目平均 4.69，雪

上项目平均 4.36）、经费投入（3.53；冰上项目平均

 

表 3    不同冰雪项目优秀运动员 SES分项指标特征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SES subcategory of elite winter sports athlet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SES分项指标 得分最高的项目 得分最低的项目 F P η2p
父母受教育程度 花样滑冰（0.64±0.96）、 速度滑冰（0.55±1.11） 越野滑雪（−0.61±0.55）、 北欧两项（−0.42±0.62） 3.283 <0.001 0.100

父母职业类型 花样滑冰（0.77±0.71）、雪橇（0.63±0.96） 北欧两项（−0.92±0.70）、越野滑雪（−0.82±0.77） 4.278 <0.001 0.126
家庭年收入 雪橇（0.72±0.56）、冰球（0.49±0.94）、 花样滑冰（0.44±0.86） 越野滑雪（−0.64±0.89）、跳台滑雪（−0.64±1.15） 4.045 <0.001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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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雪上项目平均 3.22）和时间投入（3.50；冰上项目

平均 4.31，雪上项目平均 3.19）。

冰上项目运动员父母支持程度总得分显著高于雪

上项目运动员（P<0.001），且效果量较大（Cohen's d>

0.8）。在父母支持程度构成要素中，冰上项目运动员

父母对项目的认可度，以及投入经费、投入时间、情感

支持等得分都显著高于雪上项目运动员（P<0.05），特

别是在父母投入经费、投入时间方面的差异效果量较

大（Cohen's d>0.8）（表 6）。
 
 

表 6    冰上项目和雪上项目运动员父母支持程度特征

Table 6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s' support levels between ice
and snow sports elite athletes

父母支
持程度

冰上项目
运动员
（n=121）

雪上项目
运动员
（n=310） 均值差 t P Cohen's d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父母支持
程度总分

18.17 2.57 15.44 3.34 2.73 9.066 <0.001 0.92

父母对项
目认可度

4.82 0.59 4.67 0.65 0.14 2.20   0.029 0.24

父母经济
投入

4.34 1.10 3.22 1.35 1.12 8.92 <0.001 0.91

父母时间
精力投入

4.31 1.04 3.19 1.36 1.12 9.21 <0.001 0.93

父母情感
支持

4.69 0.69 4.36 0.97 0.33 3.98 <0.001 0.39

 

15 个冰雪项目运动员父母支持程度得分情况见

图 2。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运动项目运动

员父母支持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F(14，416)=5.986，P<

0.001，η2p=0.168]。花样滑冰（18.60）、速度滑冰（18.44）、

冰壶（18.30）、冰球（17.95）运动员父母对运动项目的支

持程度排在前 4 位，显著高于跳台滑雪（14.40）、自由

式滑雪（14.61）、越野滑雪（14.73）等雪上项目（P<0.05），

提示冰上项目运动员父母的支持力度更大。

不同冰雪项目运动员父母支持程度 4 个构成要素

得分情况见表 7。在项目认可度方面，冰壶运动员父

母对项目认可度得分（5.00）最高，显著高于得分最低的

钢架雪车运动员父母（4.30，P<0.01）；在父母经费投入

方面，得分排在前 5 位的运动项目依次为花样滑冰

（4.75）、速度滑冰（4.56）、冰壶（4.35）、冰球（4.14）、短

道速滑（3.92），均为冰上项目，显著高于排在后 5 位的

越野滑雪（2.59）、自由式滑雪（2.81）、跳台滑雪（2.93）、
雪车（3.24）、高山滑雪（3.30）等雪上项目（P<0.01）；在
运动员父母投入时间方面，得分最高的同样为 5 个冰

上运动项目，依次为花样滑冰（4.55）、速度滑冰

（4.40）、冰球（4.27）、冰壶（4.20）和短道速滑（4.08），显
著高于跳台滑雪（2.53）、越野滑雪（2.68）和自由式滑雪

（3.01）等项目（P<0.01）；在父母情感支持方面，所有运

动项目得分均在 4 以上，各运动项目之间无显著差异

（P>0.05），提示所有冰雪项目运动员父母对子女从事

冰雪运动给予较高程度的情感支持。

 2.4　冰雪运动员家庭 SES、父母体育活动水平、父母

支持程度之间的关系

单因素组间方差结果（表 8）显示，SES 得分不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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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项目优秀冰雪运动员父母支持程度特征

Figure 2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s' support levels of
elite winter sports athlet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注：两个项目的字母标记若无相同字母即为差异显著（例如 ab 和

ef）；只要二者标记中有一个相同字母即差异不显著（例如 a 和 ab）。
 

 

表 7    不同项目优秀冰雪运动员父母支持程度构成要素特征

Table 7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s' support sub-constructs of elite winter sports athlet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父母对项目支持程度 得分最高的项目 得分最低的项目 F P η2p
父母对项目认可度 冰壶（5.00） 钢架雪车（4.30±0.95）、高山滑雪（4.45±0.95） 2.210 0.007 0.069

父母经济投入 花样滑冰（4.75±0.64）、速度滑冰（4.56±0.92）、冰壶
（4.35±0.81）、冰球（4.14±1.32）、短道速滑
（3.92±1.38）

越野滑雪（2.59±1.59）、自由式滑雪（2.81±1.37）、跳
台滑雪（2.93±1.34）、雪车（3.24±1.39）、高山滑雪
（3.30±1.30）

7.008 <0.001 0.191

父母时间精力投入 花样滑冰（4.55±0.89）、速度滑冰（4.40±0.96）、冰球
（4.27±1.21）、冰壶（4.20±0.95）、短道速滑
（4.08±1.00）

跳台滑雪（2.53±1.30）、越野滑雪（2.68±1.46）、自由
式滑雪（3.01±1.44）

5.860 <0.001 0.165

父母情感支持 北欧两项（4.80±0.42） 钢架雪车（4.10±0.99）、跳台滑雪（4.13±1.13） 1.778 0.054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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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冰雪运动员父母体育活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F（2，428）=13.115，P<0.001，η2p=0.058]，SES 高得分组

的运动员父母体育活动水平为 4.82±2.52，显著高于 SES

低得分组的父母体育活动水平（3.36±1.70，P<0.01），也

显著高于 SES 中得分组（3.92±2.13，P=0.004），SES 中

得分组的父母体育活动水平也显著高于 SES 低得分组

（P=0.029）。

根据单因素组间方差结果（表 8），SES 得分不同组

别的冰雪运动员父母支持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F（2，

428）=3.695，P=0.026，η2p=0.017]，SES 高得分组的运动

员父母支持程度为（16.88±3.45），显著高于 SES 低得分

组的父母支持程度（15.67±3.13，P=0.020），但 SES 中得

分组的父母支持程度（16.12±3.41）与低得分组、高得分

组之间差异均不显著（P>0.05）。在父母支持程度的

4 个分维度上，父母投入经费和时间精力在 SES 得分

3 个组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F（2，428）=4.157，P=0.016，

η2p=0.019；F（2，428）=4.734，P=0.009，η2p=0.022]，SES

高得分组父母投入经费（3.83±1.33）显著高于 SES 低得

分组（3.31±1.39）和中得分组（3.49±1.38），SES 高得分

组父母投入时间精力（3.79±1.39）显著高于低得分组

（3.22±1.36）。但 SES 不同组别的运动员父母对项目认

可度和情感支持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单因素组间方差结果（表 9）表明，在父母体育活动

水平的 3 个不同组别中，父母对子女参与训练的支持

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F（2，428）=33.714，P<0.01，η2p=

0.136），父母体育活动水平高组的运动员父母支持程

度为 17.69±2.76，显著高于父母体育活动水平低组

（14.73±3.48， P<0.001）和 中 组 （16.42±3.08， P<0.001），

中组又显著高于低组（P<0.001），说明在父母体育活动

水平较高的组别，父母的支持程度相应也较高。如表 9

所示，在父母体育活动水平的不同组别中，运动员父母

投入的经费、时间精力和情感支持存在显著差异

 

表 8    SES不同组别的运动员父母体育活动水平和父母支持程度差异

Table 8    Comparison of parents' physical activity levels and parent' support levels across different SES groups

类别
SES低得分组(n=107) SES中得分组(n=213) SES高得分组(n=111)

F (2, 428) Post Hoc (Games-Howell/Duncan)
M SD M SD M SD

父母体育活动水平 3.36 1.70 3.92 2.13 4.82 2.52 13.115** SES高组>低组
SES高组>中组
SES中组>低组

父母支持程度 15.67 3.13 16.12 3.41 16.88 3.45 3.695* SES高组>低组

父母对项目认可度 4.72 0.60 4.69 0.62 4.76 0.72 0.399
父母经济投入 3.31 1.39 3.49 1.38 3.83 1.33 4.157* SES高组>低组

SES高组>中组

父母时间精力投入 3.22 1.36 3.49 1.36 3.79 1.39 4.734** SES高组>低组

父母情感支持 4.42 0.90 4.45 0.94 4.50 0.87 0.250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表 9    不同父母体育活动水平的冰雪运动员父母对子女的支持程度差异

Table 9    Comparison of parent' support levels across different groups of parents' physical activity levels

类别

父母体育活动水平（PA）
低组（n=161）

父母体育活动水平
中组（n=130）

父母体育活动水平
高组（n=140） F （2, 428） Post Hoc (Games-Howell/Duncan)

M SD M SD M SD
父母支持程度 14.73 3.48 16.42 3.08 17.69 2.76 33.714** 高组>低组

高组>中组
中组>低组

父母对项目认可度 4.62 0.71 4.78 0.56 4.76 0.62 2.782
父母经济投入 3.01 1.42 3.58 1.30 4.08 1.17 25.118** 高组>低组

高组>中组
中组>低组

父母时间精力投入 2.89 1.42 3.52 1.30 4.19 1.02 39.657** 高组>低组
高组>中组
中组>低组

父母情感支持 4.21 1.12 4.54 0.80 4.66 0.65 10.175** 高组>低组
中组>低组

　注：**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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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但不同组别在对项目认可度方面未见显著

差异（P>0.05）。从整体而言，在父母自身体育活动水

平较高的组别，父母对子女参与训练投入的经费、时间

精力和情感支持也较高。

 3　分析与讨论

 3.1　冰上和雪上项目运动员家庭 SES差异分析

冰上项目优秀运动员家庭 SES 总分与父母受教育

程度、父母职业类型、家庭年收入等各分项得分均显

著高于雪上项目，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冰雪运动成绩呈

现的“冰强雪弱”局面相似，我国优秀冰雪运动员家庭

SES 也表现为“冰高雪低”的特征。

目前，国内尚未见到有关不同冰雪项目运动员家

庭 SES 的报道，而国外同类研究显示与本文不同的研

究结果。Lawrence[31] 对 2014 年索契冬奥会优秀运动

员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欧美等国家雪上项目优

秀运动员的家庭 SES 整体水平比冰上项目运动员更

高，这可能与不同国家不同冰雪运动项目运动成绩与

普及程度差异有关[51–53]。

有研究[54] 发现，优秀运动员的阶层背景与其运动

项目在本国的运动成绩水平、普及程度有关。我国自

1980 年首次参加冬奥会以来，在冰上运动项目共获得

16 枚金牌、56 枚奖牌，远高于雪上运动项目的 6 枚金

牌、21 枚奖牌，特别是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之前，雪

上运动项目仅获得过 1 枚金牌[55]。我国冰上运动项目

与雪上运动项目相比，运动成绩更为突出，民众关注度

更高，投资回报率也高，因此，家庭 SES 得分较高的父

母更愿意让子女参与冰上运动项目。我国雪上运动项

目由于受场地、装备、交通条件等因素制约，普及程度

与大众参与率低于冰上运动项目[56]。雪上运动项目训

练条件艰苦，运动员需要应对气候严寒、位置偏远、受

伤风险高等诸多挑战，这也是我国家庭 SES 得分较高

的父母不愿意让子女从事雪上运动项目的原因之一。

虽然目前我国参与滑雪运动的人数不断增多，但多数

人是出于休闲体育动机，并非出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目的。

实地访谈结果支持笔者的观点。“我家在黑龙江，

冬季严寒漫长，室外冰场数量很多，去冰场十分方便。

每到冬天的时候，冰场上都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在

我上小学的时候，放学后学校会组织学生上滑冰课，每

次我都积极参与，自从在 8 岁的时候第一次上完滑冰

课之后，我就爱上了这项运动。”（速度滑冰男运动员

A，20210912）“哈尔滨有不少雪场，但离我家都很远，

去雪场不方便，而且滑雪都是有钱人的运动，咱们农村

家庭也消费不起，所以从小一点也没接触过滑雪。

小学的时候教练来我们学校选人看我身体素质好就选

上我了，这才练的滑雪。”（高山滑雪女运动员 B，

20211228）

在 15 个冰雪运动项目中，花样滑冰、雪橇、冰壶

运动员家庭 SES 得分最高，而越野滑雪、北欧两项、跳

台滑雪运动员的 SES 得分最低。这与国外冬奥运动

员 SES 报道并不完全一致[31]。美国、英国、加拿大等

欧美国家越野滑雪、北欧两项、高山滑雪等项目运动

员 SES 得分较高，英国、澳大利亚花样滑冰运动员

SES 得分较高，而美国花样滑冰优秀运动员 SES 得分

较低。不同国家不同冰雪项目运动员 SES 得分差异可

能与运动项目的社会阶层、文化以及国民体质特征等

因素有关。布迪厄[57] 在论述不同阶层的运动兴趣差

异时曾描述道：“拳击、足球、橄榄球或健美让人想到

民众阶级，网球和滑雪让人想到资产阶级，高尔夫球让

人想到大资产阶级。”在欧美国家，滑雪是一项具有

“贵族气质”的运动，通常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

联系在一起，欧美国家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等雪上项目

运动员多来自有经济实力可供子女较早开始滑雪训练

的富裕家庭。我国越野滑雪、北欧两项、跳台滑雪等

雪上项目起步相对较晚，很多运动员是在选入其他专

业运动队之后才开始“跨界跨项”接触滑雪运动，这可

能是我国雪上项目运动员家庭 SES 与欧美国家不同的

原因之一。相比雪上项目，我国冰上项目商业化发展

相对较为成熟，有比较完善的业余训练体系和机制，同

时也需要家庭前期给予更多的经费支持。以花样滑冰

项目为例，冰鞋、服装、训练和比赛费用等都比较昂

贵[58]，运动员多来自 SES 得分较高的家庭，这一点与前

人研究[59] 结果一致。

“我们这个项目（花样滑冰）花销很大，因为花样滑

冰的这些比赛服装还有冰鞋什么的还挺贵的。练我们

这个项目的一般家庭环境、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我之

前在俱乐部当教练，然后我接触的家庭也都是家庭条

件挺好的，才能供得起孩子练花样滑冰，因为这个项目

确实跟别的运动项目比，还是比较‘烧钱’的。”（花样

滑冰女运动员 D，20210912）

由此可见，我国优秀冰雪运动员家庭 SES 具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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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国外运动员的自身特点，与我国冰雪运动整体发

展趋势相关。运动队及相关各方应重视家庭 SES 在冰

雪竞技运动后备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对于家庭

SES 得分偏低的运动项目（例如越野滑雪、北欧两项、

跳台滑雪等雪上项目），应给予运动员更多的经费支持

和情感鼓励，保障运动员可以安心训练，解决运动员的

后顾之忧。

 3.2　不同冰雪项目运动员父母体育背景特征分析

本文中 9.98% 的运动员父母具有专业运动员背

景，提示父母体育背景对优秀冰雪运动员成才产生

一定的积极影响。父母曾经是冰雪运动员的整体

比例为 4.18%，其中速度滑冰（20.00%）、短道速滑

（16.67%）、冰壶（10.00%）、冰球（9.09%）、花样滑冰

（5.00%）等冰上项目运动员的父母为冰雪运动员，而雪

上项目运动员父母几乎都不曾是冰雪运动员。运动员

父母职业与体育相关的整体比例为 6.96%，同样表现

为花样滑冰（25.00%）、短道速滑（16.67%）、速度滑冰

（16.00%）、冰壶（10.00%）、冰球（4.54%）等冰上运动项

目比例较高，而多数雪上运动项目父母职业与体育项

目相关的比例较低或完全没有。

本文中父母体育背景对优秀冰雪运动员成才的良

好影响可能与父母遗传基因、家庭体育氛围、父母竞

技体育资源等多种因素有关。有关运动员成才的遗传

因素早有报道[5]。在实地访谈中，运动员的表述支持家

庭体育氛围和体育资源的观点：“小时候冬天湖上冻上

冰了，爸妈就会带我一起到湖上滑冰，还有‘拉冰爬

犁’‘抽冰嘎’‘打出溜滑儿’这些东北特色的冰上

活动，爸妈自己也都会滑冰。”（冰壶女运动员 E，
20210909）。“我小时候容易生病，我父母都是练体育

的，而且他们的教练跟冰上项目当时的主任也特别熟，

就说冬天能练点儿什么让我增强免疫力，就去练了滑

冰。可能因为我父母本身也是运动员，我本身的身体

条件还可以，协调能力和爆发力都挺好的，上冰学东西

都挺快，自己也比较喜欢这项运动，就开始学了。”（花

样滑冰女运动员 D，20210912）。可见父母体育背景对

运动员参与冰雪运动有积极促进作用，具体影响机制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中冰上项目运动员家庭中父母体育背景较雪

上项目运动员更为明显，这种现象与家庭 SES 得分情

况趋同，其与我国冰上运动普及家庭 SES 状况有关。

冰上项目运动员家庭 SES 得分较高，在为子女选择运

动项目时，可以主动选择普及程度高、场地条件较好、

伤病风险较小的冰上运动项目，而雪上项目运动员家

庭 SES 得分相对较低，许多运动员是被教练员看中而

非主动选择雪上运动项目。“我爸妈不太了解我这个

项目（高山滑雪），当时跨界跨项选材的时候因为我们

那只有这个项目就报了，我爸妈和我当时连这个项目

是咋滑的都不知道，他们自己平时从来也没滑过雪。”

（高山滑雪女运动员 H，20210318）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优秀冰雪运动员特别是冰上

运动员中有相当比例的运动员父母具备相关体育背

景，建议在冰雪运动员选材和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

不同冰雪项目运动员父母体育背景，有针对性地选择

不同家庭体育背景特征的运动员从事相应的冰雪运动

项目。

 3.3　不同冰雪项目运动员父母支持程度特征分析

本文发现，优秀冰雪运动员父母支持得分为 16.20，
在满分 20 分的 5 级量表上处于较高水平。4 个构成

部分的得分排序为父母对项目的认可度（4.71）、情感

支持（4.45）、经费投入（3.53）、时间投入（3.50）。结果

提示，父母支持程度在优秀冰雪运动员成功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这与前人研究[7，60] 发现一致。

冰上项目运动员的父母支持程度总得分（18.17）显
著高于雪上项目运动员（15.44）（P<0.01），其中花样滑

冰、速度滑冰、冰壶、冰球等冰上项目运动员的父母支

持程度得分显著高于跳台滑雪、自由式滑雪和越野滑

雪等雪上项目运动员。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杜

文娅等[61] 调查了我国冬季项目青少年运动员的父母

支持程度，发现不同项目类别的运动员获得的家庭支

持（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陪伴性支持等）存在差

异，冰上项目运动员的父母支持程度显著高于雪上项

目运动员。正如上文所述，冰上项目运动员的家庭

SES 显著高于雪上项目运动员，因而冰上项目运动员

能够从家庭中获得更多、更稳定的经济保障，这可能是

冰上项目运动员父母支持程度得分高的原因之一。

在父母支持程度 4 个构成要素中，在父母对项目

的认可度方面，冰壶运动员父母对项目的认可度得分

最高，钢架雪车运动员父母对项目的认可度最低，提示

运动项目安全性是影响父母对项目认可度的重要因

素。“父母他们都挺支持我的，他们觉得冰壶这个项目

相对比较安全，而且运动寿命长，比较稳定，特别适合

女孩子练。国外运动员能打到四十多岁，国内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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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也能打到三十多岁，父母鼓励我能坚持多久就坚

持多久。”（冰壶女运动员 I，20210909）。“我妈妈刚

在电视上看到我们这个项目（钢架雪车），说我们这也

太危险了，她以前不太了解，现在看到那么快的速度头

朝下滑下来就特别担心我。”（钢架雪车女运动员 J，

20210116）

在父母投入经费方面，花样滑冰和速度滑冰等冰

上项目运动员父母投入最多，这与前人研究[62−63] 结果

一致。如前文所述，花样滑冰等冰上项目前期需要家

庭给予较多经济投入，而越野滑雪、自由式滑雪等雪上

项目虽然花销也很大，但是我国雪上项目运动员多是

直接被选入专业运动队，由运动队承担绝大部分费用，

在经济方面不需要父母投入过多[22]33，因此运动员的职

业发展较少受到家庭经济水平的限制。

在父母投入时间方面，同样是花样滑冰和速度滑

冰等冰上项目运动员父母的投入显著高于雪上项目。

笔者在访谈中还发现，冰上项目运动员更多提到父母

的陪伴和支持，因为冰场一般是在城市里，很多运动员

父母都会送子女去冰场，陪子女训练，这些父母也形成

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冰爸”“冰妈”[64]。“因为齐齐哈

尔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我们家住得算是离冰场比

较远的，好多我身边的队友就住在冰场附近。爸妈每

天就骑着电瓶车送我去冰场。每次训练的时候爸妈都

陪着我练，每天如此，就包括过年我也只休年三十当天

晚上，然后初一再练，爸妈也都跟着。”（花样滑冰女运

动员 G，20210912）“那时候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父母给

不了我太多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给我的是时间和精力

上的支持，每次我去滑冰他们都会送我去冰场，给我准

备好所有的装备，在我滑冰的时候他们也会在场外观

看我训练，无论他们有多忙，他们都会陪着我去冰场，

给我加油。”（速度滑冰男运动员 B，20210912）相比之

下，“雪爸”“雪妈”就没那么常见。由于雪场一般地理

位置比较偏远，交通不方便，父母直接到雪场陪伴的比

较少。运动员一般很小就离开家到队里训练，不在父

母身边，父母对运动员训练和比赛的直接参与程度远

不如冰上项目。“我九岁就开始出来独立生活了，爸妈

不在身边，一般就是通过打电话来关心我。他们一般

不会来现场看我比赛，不会亲自来，因为来一趟也比较

费劲，我们有时候去某个山沟里边儿去训练，他们在家

那边，过来不是很方便，要是有世界杯之类的比赛，电

视上有的话他们可以看看。”（自由式滑雪男运动员 K，

20210907）
在父母情感支持方面，15 个冰雪项目中父母情感

支持均得分较高，且不同项目之间无显著差异，说明相

比经费和时间精力上的投入，情感支持是我国冰雪运

动员父母给予最多的支持方面。特别是雪上项目，运

动员父母不能到现场陪伴，更多的是通过微信和电话

的方式给运动员鼓励，在运动员背后默默支持。“小时

候刚离开家的时候比较想家，父母主要给予一些情感

支持。他们几乎没有到过现场支持我比赛，因为我们

比赛一般都是在偏远地区，有的时候是在山上，一是很

多地方道路各方面都很不方便，二是父母可能有自己

的工作，还得照顾家里老人，所以他们一般就可能看一

些电视转播或者新闻了解比赛成绩，或者打电话聊聊

我的情况。”（自由式滑雪男运动员 L，20210906）
由此可见，父母支持程度对冰雪运动员成才具有

重要作用。建议运动项目管理人员、教练员与家庭协

同合作，鼓励家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增加对运动员

在经济、时间和情感等方面的投入，给予运动员更多的

认可和支持，为运动员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

 3.4　冰雪运动员家庭 SES、父母体育活动水平、父母

支持程度之间关系分析

本文发现，SES 得分不同组别的冰雪运动员父母

体育活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 SES 得分较

高的组别，运动员父母自身的体育活动水平较高，说明

优秀冰雪运动员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与父母体育背景

存在关联。这与前人研究[65−66] 结果一致，SES 对父母

的体育活动水平有正向影响。在 SES 得分较高的家

庭，父母拥有更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67]，体育锻

炼的意识往往也更强，因而父母自身的体育活动水平

更高，也会进一步影响子女的体育活动水平[68−69]。

SES 得分不同组别的冰雪运动员父母支持程度存

在显著差异（P<0.05），SES 高得分组的运动员父母支

持程度，特别是经济投入和时间精力投入显著高于

SES 低得分组（P<0.05），但在项目认可度和情感支持

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这部分支持了前人的研

究[25 ,70] 结果，家庭社会经济状况越好，父母拥有的资

源越多，能够对子女参与体育训练给予的支持和鼓励

越多。本文发现，SES 的影响体现最明显的是父母在

经费和时间精力上的投入，因为 SES 所包含的 3 个方

面即家庭收入、父母职业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会直

接影响父母对子女参与体育训练所能够投入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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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父母业余陪伴子女训练的时间。本文中不同

SES 组别的父母对项目的认可度和投入的情感支持均

较高（见表 8，各组均值都在 4.40 以上），且各组差异不

显著（P>0.05）。这可能是由于举国体制的优势，我国

优秀冰雪运动员在国家队训练时已经拥有良好的物质

保障和硬件条件，父母给予子女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精

神支持方面[22]202，而父母在精神情感方面的大力支持

不太受到家庭 SES 的影响和限制。

在不同父母体育活动水平的组别中，父母对子女

参与训练的支持程度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父母

自身体育活动水平较高的组别，父母的支持程度包括

投入的经费、时间精力和情感支持相应也较高。这一

结果与前人研究[71−72] 结果一致，父母自身参与体育活

动频率越高，越能给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越能营造积

极的家庭体育氛围。自身热爱体育运动的父母更愿意

在子女参与体育训练方面花费较多的时间和金钱，也

能为子女提供更多相关的运动指导和支持，会进一步

促进子女的体育参与[72]。此外，正如上文第 2.2 节指

出，本文中有接近 1/10 的运动员父母曾经是专业运动

员，自身的体育活动水平可能相对更高，也能够在体育

方面给予子女更多的社会支持。

上述分析表明，SES、父母体育活动水平和父母支

持程度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联，是影响运动员

体育参与的重要复合因素。建议在优秀冰雪运动员培

养过程中，充分重视家庭社会复合因素的作用，考量与

家庭相关各个因素之间的共同作用，以最大程度地促

进优秀运动员的成才和发展。

 4　结束语

本文对我国备战冬奥会国家集训队优秀运动员进

行家庭 SES、父母体育背景和父母支持程度的问卷与

实地调查发现：国家集训队冰上项目运动员 SES 总得

分显著高于雪上项目运动员，表明冰上项目运动员家

庭社会经济状况优于雪上项目运动员，且 15 个冰雪项

目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冰雪运动员父母具有体育背景

的比例较高，冰上项目运动员父母体育背景较雪上项

目运动员更为明显；冰雪运动员父母支持程度总得分

较高，同样表现为冰上项目运动员高于雪上项目运动

员，整体呈现“冰高雪低”的特点。建议在冰雪竞技运

动员选拔、训练等方面，重视家庭 SES、父母体育背景

与支持程度等因素在冰雪竞技运动后备人才培养方面

的作用，教练员和运动队管理人员应充分了解运动员

的家庭社会因素，充分发挥家庭在运动员成才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运动队与运动员家庭通力合作，共同助力

我国优秀冰雪运动员在重大赛事中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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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of Chinese Elite Winter Sports
Athletes Across Different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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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431 Chinese elite winter sports athletes from 15 disciplines on the national teams of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were  studied  via  questionnaires  and  on-site  interviews  in  terms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parents' sports background and their support levels. It was found that the scores of the
athletes' SES ranged from −2.09 to 2.66. The ice sports athletes repor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SES (0.40)
than the snow sports athletes (−0.16) (P<0.01).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S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F=5.56，P<0.01, η2p=0.158). 9.98% athletes' parents had once been winter sports athletes or the athletes of other
sports,  and  6.96%  athletes'  parents  worked  in  sport-related  fields.  The  ice  sports  athletes'  parents  had  stronger
sports  background  than  those  of  snow sports  athletes.  The  athletes'  parents  had  a  relatively  high  score  in  family
support  degrees  (16.20),  with  the  parents  of  ice  sports  athletes  (18.17)  reporting  higher  scores  than  snow  sport
athletes (15.44).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amily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showed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in  ice  sport  than  snow  sport"  and  great  discrepanci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Therefore,  SES  and  related
family social factors should be taken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when selecting and training the winter sports reserve
tal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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