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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感能力是青少年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核

心能力，是影响个人成功和幸福的关键因素［1］。众

多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将提升青少年的社会情感

能力置于教育的关键优先级，并将其纳入教育政策

之中［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2030行动

框架》明确提出：“教育要更加关注儿童可持续发展

的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发布的《OECD学习框架2030》中将社会情

感能力作为应对未来变化的重要技能之一，并将社

会情感能力作为全球儿童青少年能力评价与监测的

重要方面，世界发达国家已将培养社会情感能力作

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和内容［4］。我国开始社会情

感能力研究相对较迟，2011年，教育部—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合作开展“社会情感学习与学校管理”研

究，正式掀开我国社会情感能力研究序幕。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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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是21世纪的核心竞争力，教育学正在经历由认知向情感的转向。体育

作为教育的核心载体，对社会情感能力培养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功能。研究探讨了体育锻炼对青少

年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体育锻炼等级量表、社会

情感能力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对539名高中阶段青少年进行团体心理测量，并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与Bootstrap方法对社会支持、心理韧性进行中介作用检验与效应分析。结果：①体育锻炼与社会

情感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②体育锻炼可以正向预测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心理韧性和社会情感能力，心理韧性可以正向预测社会情感能力；③社会支持和

心理韧性在体育锻炼和社会情感能力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三条中介效应路径：体育锻炼→社会支持

→社会情感能力（路径1）、体育锻炼→心理韧性→社会情感能力（路径2）和体育锻炼→社会支持→心理

韧性→社会情感能力（路径3）。结论：①体育锻炼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能力；②体育锻

炼可以分别通过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对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产生简单中介效应；③体育锻炼可能

通过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链式地对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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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OECD全球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测评项目

（SSES）以及华东师范大学成立“社会与情感能力研

究中心”，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开始受到广

泛关注。2022年，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将第九届年

会的主题定为“教育的情感转向”，从教师素养、心

理安全、乡村教育、家庭教育和幸福教育等多视角

地解读和探讨了“社会情感能力”的教育转向问题。

可见，从发展认知能力转向情感能力，深入推进青少

年社会情感能力培养业已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的发展

趋势。

体育运动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体验、道德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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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品格养成等活动，是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独特而

有价值的载体。体育能够增强青少年的社会与情感

能力，包括纪律意识、团队合作能力和好奇心等［5］、

能够提高个体的积极情感状态［6］、能直接或间接提

升人际交往技能［7］。参加集体运动项目能有效提升

青少年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如自尊、自我控制、

毅力、社交技能、情绪调节和同理心等。可见，学校

体育是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优质实验场，能

够提供丰富的物质性、精神性和制度性资源，是教育

的情感转向中不可忽视的学科资源。鉴于此，本文

采用问卷调查法，基于实证数据探讨体育锻炼对青

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及其相关因素的可能影响，

探寻体育锻炼影响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内在

机制，以期揭示学校体育在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培

养过程中的学科价值与独特优势，为体育学科的情

感教育转向提供理论指导，彰显体育学科的新担当

和新作为。

1　理论基础与假设

1.1　体育锻炼对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 

社会情感能力是指个体在复杂情境中掌握并

应用一系列与情感性和社会性发展相关的能力［8］。

当前，无论是课程三维目标中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还是以核心素养为目标的新课标中的自主发

展、社会适应和关键能力培养，都与社会情感能力的

发展内容高度契合［9］。OECD构建的青少年社会情

感能力测评框架的5大维度，与我国《义务教育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要培养的正确价值观

和必备品格等内容存在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正如崔

允漷［10］所言，社会情感能力培养在新课程目标的演

变中正在逐渐从边缘走到中心。体育运动中蕴含的

情感体验、道德锤炼和品格养成等，决定了其作为社

会情感能力培养载体的独特性与价值性，为社会情

感能力培养提供丰富的物质性、精神性和制度性资

源。Malinauskas等［11］指出，体育课对青少年学生的

情感理解、同理心、合作能力、自我控制和社交技能

等具有提升作用，证明了体育对提升青少年社会情

感能力培养的积极意义。OECD社会情感能力国际

大规模测评项目的中方核心成员张静［5］在提及干预

措施时指出，参加体育活动和艺术社团等可以增强

孩子们的社会情感能力，包括团队合作能力、纪律意

识和好奇心等。古鹓媛［12］的研究显示，体育锻炼与

社会情感能力呈现显著正相关，适当的体育锻炼对

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能力和心理健康发展有着积极效

应。但目前体育领域的社会情感能力研究多为浅层

次的描述性研究，对相关影响因素及其机制问题很

少或几乎没有涉及。可见，社会情感能力研究已经

从经验走向科学，从科学走到应用。由此，提出本文

研究假设1（H1）。

H1：体育锻炼对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

1.2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社会支持是指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

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

应能力的影响［13］。自我决定理论认为，社会环境可

以通过支持自主、关系、能力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

足来提升个体动机及其转化。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学

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具有显著正向的预测作用，社会

支持水平越高，青少年的社会与情感能力越强，其各

个子维度对社会与情感能力各子维度的发展均有促

进作用［14］。青少年可以从朋友和同学那里学习各

种社会情感能力，通过项目式或自主式学习来发展

合作、谈判和社交能力等。有高度自我专注度的青

少年能够通过领悟更多的社会支持，进而发展社会

与情感能力以实现生活满意度的提升［15］。因此，在

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培养过程中，社会支持的作用

逐渐受到重视。

体育锻炼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青少年体

育锻炼量越大，社会支持得分就越高［16］。青少年参

与体育锻炼能够影响其日常锻炼行为，提升青少年

之间的互动频率，影响其社会网络连接，有利于增强

社会支持网络，进而获得更多的社会与情感资源。

青少年在体育情境中获得的各种帮助与支持，包括

主观上的情感与精神支持、客观上的物质支持和对

支持的利用程度都会对锻炼的社会情感效应产生影

响。社会支持在体育锻炼与老年抑郁情绪中起中

介作用，包含社会支持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社会支

持—健康相关控制感的链式中介作用［17］。从朋友

那里得到情感上的支持更可能建立自尊和随之而来

的幸福感［18］，青少年体育锻炼活动加强后可以得到

广泛的社会支持［19］。可见，社会支持影响社会情感

能力提升，体育锻炼影响社会支持的获得。因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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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本文研究假设2（H2）。

H2：社会支持在体育锻炼对青少年社会情感能

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1.3　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

心理韧性（也称“心理弹性”）是个体应对压力、

挫折和创伤的一种能力或特质［20］。作为一种积极

的人格特质和心理能力，心理韧性不仅能帮助个体

在压力和挫折中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更好地应对

生活中的各种变数，还能够增强个人的毅力、决心和

自我控制能力，促进青少年的自身成长和全面发展，

是反映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要指标。具有高水平心理

韧性的个体不仅能有效应对挫折，还能为自我成长

寻找机会和挑战，倾向于关注自己的目标，有效应对

挑战，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在人际关系中表现果

断，对自己的人生充满掌控感，能够调节自我情绪状

态［21］。可见，心理韧性是个体适应生活的有效应对

与良好适应，与社会情感能力高度相关。体育领域

的研究显示，心理韧性与体育锻炼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22］，参与大运动量和中等运动量体育锻炼的

大学生，其心理韧性明显优于参与小运动量体育锻

炼的大学生［23］；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可有效提升高

校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韧性水平［24］；体育锻炼可对

大脑结构和功能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实现更好的自

上而下的自我调节，对受到心理问题影响的青少年

的心理韧性有促进作用［25］。据此，提出本文研究假

设3（H3）。

H3：心理韧性在体育锻炼对青少年社会情感能

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1.4　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

体育锻炼、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分别对青少年

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社

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在体育锻炼对青少年社会情感能

力影响过程中分别起到简单中介效应。同时，感知

到的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社

会支持是心理韧性的保护性因素，良好的社会支持

能够为个体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创造有利条件［26］，即

社会支持影响心理韧性的表现。社会支持是提高心

理韧性的关键因素之一，青少年的社会支持水平越

高，心理韧性也就越强。来自体育领域的研究也显

示，参与体育运动可以提高心理韧性，来自外界的支

持性沟通可以帮助参与者获得情感支持和提高自我

效能，从而帮助参与者更好地克服挑战［27］。体育锻

炼、领导和团队支持有利于促进心理韧性［28］。体育

运动中的挫折和失败有助于发展青少年的心理韧

性，而来自队友的支持、接受反馈的能力以及现实的

绩效评估，都是导致积极适应的保护因素［29］。基于

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设4（H4）。

H4：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在体育锻炼对青少年

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中可能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由此，构建研究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假设模型图

Fig.1　Hypothetical model diagram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体育锻炼对青少年社会情感

能力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使用G*Power3.1软件对样本量进行预估，设置α为

0.05，设置统计检验力（1-β）为0.99，效应量设置为

中等大小（0.15）时，结果显示需要样本量为203。本

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某市高中三个

年级青少年作为被试，每个年级按行政班进行发放

问卷进行集体答卷，共发放纸质版问卷574份。其

中，剔除35份无效问卷（规律作答或不完全作答），

回收有效问卷539份（年龄：M ±SD=17.28±1.12），

有效回收率93.9%，样本抽取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

示，样本量符合标准。

2.2　研究工具

2.2.1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3）

采用梁德清［30］等修订的体育活动等级量表，旨

在考察被试在过去一个月参与体育活动的强度、时

间、频率等指标。各指标均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5点计分，体育锻炼量=强度 ×（时间 -1）× 频

率，并根据总分依次归为小锻炼量≤19分、中等锻

炼量 =20～42分、大锻炼量≥43～100分，共三个

等级，用以被试体育活动的评价指标。PARS-3的重

测信度为0.82。本研究中K-S非参数检验达显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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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P＜0.001，df=539），重测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

0.745。

2.2.2　社会情感能力量表

社会情感能力的测量采用教育部－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研制的《社会情感

能力量表》［31］，分为自我认知、自我管理、集体认

知、集体管理、他人认知和他人管理六个维度，共

61个题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数字1～5代表

“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示青少

年的社会情感能力越高。本研究中K-S非参数检

验达显著水平（P＜0.001，df=539），重测的克隆巴

赫α系数为0.932，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χ2/
df=2.566，GFI=0.901，TLI=0.941，RMSEA =0.046，

SRMR=0.050。

2.2.3　社会支持量表

社会支持的测量采用叶悦妹等［32］编制的《青

少年社会支持量表》，共17个题目，分为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采用李克特量

表5点计分，数字1～5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

全符合”，总分越高代表得到的社会支持越高。全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20，三个分量表

分别为0.891、0.852和0.835。本研究中K-S非参数

检验达显著水平（P＜0.001，df=539），重测的克隆

巴赫α系数为0.938，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χ2/
df=2.193，GFI=0.920，TLI=0.943，RMSEA =0.052，

SRMR=0.049。

2.2.4　心理韧性量表

心理韧性的测量采用胡月琴等［33］编制的《青少

年心理韧性量表》，共27个题目，分为目标专注、情

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5个维度。

其中，有12道题反向计分，量表采用李克特量表5

点计分，数字1～5代表得分依次从低到高，得分与

被试的心理韧性成正比。本研究中K-S非参数检

验达显著水平（P＜0.001，df=539），重测的克隆巴

赫α系数为0.893，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χ2/
df =2.901，GFI =0.892，TLI =0.901，RMSEA=0.061，

RMR=0.048，说明量表的信效度验证良好。

2.3　统计方法

使用Excel对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录入、整理，筛

除无效问卷。使用SPSS 23.0对整理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使用Process3.4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并使

用AMOS 26.0对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测量环境、问卷指导和语境等因素的影响，

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34］。

对测量数据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采用SPSS 

23.0对体育锻炼、社会情感能力、社会支持和心理韧

性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共有20个，第一因子解释率为30.90%，小

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

偏差。

3.2　青少年体育锻炼、社会情感能力、社会支持和

心理韧性现状统计

以中位数3为检验值进行单样本T检验（表2），

结果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能力、心理韧性和社会支持

得分显著高于中位数3，说明在这三项指标上青少

年总体发展良好，明显高于中间水平。但青少年的

体育锻炼量却显著低于中位数3，有73.5%的被试选

择小锻炼量（m=2.289，SD=0.624），14.3%选择中等

锻炼量（m=3.507，SD=0.192），而只有12.2%的青少

年选择大锻炼量（m=4.338，SD=0.419）。统计数据

表明，多数青少年的体育锻炼严重不足，其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当前青少年体育锻炼情况不容乐观。

3.3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通过对青少年体育锻炼、社会情感能力、社会支

表1　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布情况

Tab.1　Distribution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among survey 
respondents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91　 54.0　

女 248　 46.0　

年级

高一 183　 34.0　

高二 174　 32.3　

高三 182　 33.7　

生源地
城市 176　 32.7　

农村 363　 67.3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148　 27.5　

否 391　 72.5　

学校类型
重点高中 266　 49.4　

普通高中 273　 50.6　

合计 53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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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心理韧性数据进行Person相关分析，结果发现

体育锻炼与社会情感能力、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存

在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与社会情感能

力也存在显著正相关（表3）。
表3　体育锻炼、社会情感能力、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的相关分析

Tab.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hysical exercise，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变量 1　 2　 3　 4　

体育锻炼 1　

社会情感能力 0.571** 1　

社会支持 0.467** 0.664** 1　

心理韧性 0.513** 0.662** 0.719** 1　

另外，分别以体育锻炼、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

为自变量，以社会情感能力为因变量，采用强行进

入法，进行3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显示：体育

锻炼（β=0.714）、社会支持（β=0.664）、心理韧性

（β=0.654）分别对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显著

（P＜0.001），并分别解释了51%、44.1%和42.8%的

变异。

表4　体育锻炼、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单独回归

分析

Tab.4　Separate regression analyses of physical exercise，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on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变量
社会情感能力

B SE β T F R2
adj

常数 2.619　 0.052　

体育锻炼 0.432　 0.018　 0.714** 23.646　559.15　 0.509　

常数 1.569　 0.109　

社会支持 0.567　 0.028　 0.664** 20.598　424.26　 0.440　

常数 1.471　 0.117　

心理韧性 0.651　 0.032　 0.654** 20.059　402.38　 0.427　

注：R2adj为调整后R2

3.4　中介效应检验

以体育锻炼为自变量，社会情感能力为因变

量，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为中介变量，在控制性别

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下采用SPSS 23.0和PROCESS 

3.4插件对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在体育锻炼与社会情

感能力间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所

示。具体步骤为：第一步，以社会情感能力为因变

量，输入性别、年级、生源地、独生子女和学校类型，

以控制这些变量对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的可能影

响。第二步，输入体育锻炼建立回归模型，考察控制

变量后体育锻炼对社会情感能力的总效应，发现体

育锻炼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社会情感能力（β=0.582，
P＜0.001），表明研究假设H1成立。第三步依次在

模型中加入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变量，检验两者是

否为体育锻炼和社会情感能力间的中介变量以及

是否存在链式中介作用，结果发现体育锻炼能够显

著正向预测社会情感能力（β=0.266，P＜0.001），

社会支持能够正向预测社会情感能力（β=0.354，
P＜0.001），心理韧性能够正向预测社会情感能

力（β=0.269，P＜0.001）。同时在检验中还发现，

体育锻炼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社会支持（β=0.496，P

＜0.001）和心理韧性（β=0.224，P＜0.001），社会支

持能够正向预测心理韧性（β=0.602，P＜0.001）。

从上述回归系数可见，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在体育

锻炼与社会情感能力间存在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

证明研究假设H2和H3成立。使用AMOS 26.0进

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2/
df =2.715，CFI =0.909，TLI =0.921，RMSEA =0.056，

SRMR=0.046。

Bootstrap检验重复抽样5 000次，分别检验社

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在体育锻炼与社会情感能力间

的中介效应以及置信区间（表6）。结果显示，体育

锻炼对社会情感能力产生的总效应值0.582，社会

支持和心理韧性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

含0（LLCL=0.511，ULCL=0.653），说明体育锻炼对

社会情感能力的总效应以及两个变量的中介效应

显著。体育锻炼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效应值为

0.266（直接路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

（LLCL=0.198，ULCL=0.334），说明体育锻炼对社

会情感能力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效应值占总效应的

45.71%。

表2　体育锻炼、社会情感能力、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的 
单样本T检验

Tab.2　One-sample t-tests for physical Exercise，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变量 m SD T

社会情感能力 3.792　 0.560  32.798 **

体育锻炼 2.714　 0.926　 -7.160 **

社会支持 3.919　 0.656　 32.497 **

心理韧性 3.562　 0.653　 23.157　**

注：“*”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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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型可以看出，体育锻炼可以预测社会

情感能力，并且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在其中起

到了间接中介效应（共有三条路径），总的间接

效应值为0.316，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

（LLCL =0.251，ULCL =0.393），占总效应的54.29%。

其中，第一条中介效应路径：体育锻炼→社会支持

→社会情感能力（路径1），间接效应值为0.175，占总

效应的30.13%；第二条路径：体育锻炼→心理韧性

→社会情感能力（路径2），间接效应值为0.060，占总

效应的10.36%；第三条链式中介效应路径：体育锻

炼→社会支持→心理韧性→社会情感能力（路径3），

间接效应值为0.080，占总效应的13.81%，表明研究

假设H4成立。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链式中介模型如图2所示。

0.6***

0.22*** 0.35***

0.27***

0.27***
0.58***

图2　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

Fig.2　Chain-mediated effects model of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4　讨论

4.1　体育锻炼对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体育锻炼与社会情感能力存在相

关关系，体育锻炼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社会

情感能力，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1-12］。青少

表5　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回归模型

Tab.5　Regression model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变量
社会情感能力 社会支持 心理韧性 社会情感能力

β t β t β t β t

性别 0.044　 1.206　 0.135　 3.462　*** -0.028 -0.926 -0.018 -0.601

年级 0.015　 0.425　 0.004　 0.107　 -0.039 -1.313 0.023　 0.817　

生源地 -0.039 -1.084 0.016　 0.431　 0.008　 0.284　 -0.049 -1.718

独生子女 -0.019 -0.523 0.052　 1.338　 -0.028 -0.927 -0.038 -1.302

学校类型 -0.087 -2.441* -0.063 -1.675 -0.009 -0.305 -0.051 -1.795

体育锻炼 0.582　 16.142*** 0.496　 12.887*** 0.224　 6.534*** 0.266　 7.687***

社会支持 0.602　 17.867*** 0.354　 8.535***

心理韧性 0.269　 6.384***

R² 0.336　 0.244　 0.544　 0.570　

ΔR² 0.329　 0.236　 0.538　 0.564　

F 44.928*** 28.678*** 90.451*** 87.963***

表6　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

Tab.6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效应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LLCL ULCL 效应比

总效应 0.582　 0.036　 0.511　 0.653　 100　%

直接效应 直接路径 0.266　 0.035　 0.198　 0.334　 45.71　%

总间接效应 0.316　 0.036　 0.251　 0.393　 54.29　%

路径1 0.175　 0.031　 0.119　 0.241　 30.13　%

间接效应 路径2 0.060　 0.014　 0.035　 0.092　 10.36　%

路径3 0.080　 0.015　 0.053　 0.112　 1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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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体育课堂中需要学习新动作、新知识，利用不断

涌现的知识、技术来为己所用，对青少年的开放能力

影响显著。青少年在技能学习和教学比赛过程中需

要与老师和同学沟通交流、需要处理人际关系、需要

同理心和合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得以加强。同时，

运动中感受到的困难与挫折、成功与失败，能够磨练

意志，增强抗压力，提升青少年的情绪控制和调节

能力。此外，体育强调尊重、平等与负责任，重视道

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对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具有针对

性和独特性，也会对青少年未来的成长产生迁移价

值。正如张静［5］在谈到提升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时

指出，参加体育活动可以增强孩子们的社会情感能

力，包括纪律意识、团队合作能力和好奇心。通过学

校与校外教育的结合，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

校外活动，或者通过项目式学习和服务学习等方式，

有利于青少年自我效能、自我管理和情绪调节等能

力的提升［35］。青少年要有足够的场所从事游戏活

动或安静活动，有合适的资源和空间展示青少年的

社会情感能力发展［36］。因此，追寻教育的情感转向，

深入推进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培养，学校体育有

其独特的优势和时代价值，其教学过程充斥着丰富

的社会情感能力元素，是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培养

的重要场所。

4.2　社会支持在体育锻炼与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

间的中介效应

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在体育锻炼与青少年社

会情感能力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相对中介效应为

30.13%），表明体育锻炼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到青少年

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还可以通过对社会支持产生

积极影响，从而间接性地对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能力

产生影响，这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2。社会支持能

够提供缓解压力的资源，具有调节情绪的作用［37］。

研究结果支持了社会交往假说的体育锻炼心理效应

机制，体育锻炼可以产生积极的人际交往，有利于个

体产生积极的情绪。通过体育锻炼过程中的观念交

流、人际交往以及情感互动，构建或改善社会网络结

构，并由此获得各种支持，对提升个体关系技能、情

绪调节以及处理压力环境中各种能力具有积极影

响［38］。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加了青少年社会情感能

力发展的社会支持，能够正向促进青少年社会情感

能力的提升［39］。由此可见，青少年在参加体育锻炼

的过程中能够增加社会交往的途径、机会，并从锻炼

组织者、锻炼同伴等获得更多的帮助与支持，包括工

具性、情感性、信息性等方面，对青少年处理各种社

会性与情感性相关的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促

进社会情感能力的综合发展，如在体育学习过程中，

青少年需要与同伴或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形成学习

团队和集体认知，感受他人的情绪情感，培养与他人

的关系，尤其是集体项目的练习，通过运动这种特殊

的人际交往平台，青少年能够获得包括主观上的情

感与精神支持以及客观上的物质支持等，可以缓解

因冲突而引起的心理应激和精神紧张状态，本质上

都指向了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能力。

4.3　心理韧性在体育锻炼与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

间的中介效应

体育锻炼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心理韧性，心

理韧性在体育锻炼与社会情感能力间存在显著的中

介效应，其与现有研究基本一致［22-33］。心理韧性作

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和心理能力，不仅能帮助个

体在压力和挫折中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更好地应

对生活中的变数，还能够增强个人的决心、毅力和自

我控制能力，促进个体的个人成长和全面发展。体

育锻炼量大的青少年其心理韧性水平也高，心理韧

性水平高的人在面对逆境时能够表现出更高的自控

力、坚持性，以及更加积极的态度，从而更好地控制

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在社会交往中更好地处理人际

关系［21］，是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具体体现，说明心

理韧性对于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具

有积极地促进作用。总之，体育锻炼可以提高青少

年的心理韧性，心理韧性显著地影响到青少年的社

会情感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心理韧性在这种影响过

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4.4　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在体育锻炼与青少年社

会情感能力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本研究考察了体育锻炼、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

对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总效应值

为β=0.5822。其中，体育锻炼、社会支持和心理韧

性与社会情感能力都分别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可

以直接预测社会情感能力的效应值β=0.2661，即总

的间接效应值β=0.3161，说明中介效应的解释力

大于直接效应量，其中第三条链式路径占总效应的

13.81%（体育锻炼→社会支持→心理韧性→社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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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能力），证明了这一链式中介效应的存在。体育锻

炼不仅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的单独中介作

用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还可能通

过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来共同影响青少

年社会情感能力，其也证明了两个中介变量对于青

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青

少年在体育锻炼中获得的社会支持是影响心理韧性

的重要因素，青少年的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之间存

在着比较稳定的系统性关联［40］，证实了社会支持能

够提升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27-41］；另一方面，通过体

育锻炼能够从内外两个方面促进青少年社会情感能

力的发展，即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外在环境因素，青少

年在参加体育锻炼的过程中获得积极的精神、物质

等方面支持在满足青少年发展需要的同时，有利于

发展作为个体内部因素的一些心理韧性特质［42］，提

升自我效能感、情绪控制和执着坚韧等品质，且能够

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43-44］，进而从内外两个层面

共同、动态地发挥作用，以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社会情

感能力的发展。赵燕等［45］也发现了类似的链式中

介作用，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心理韧性间接影响情绪

状态，主要是增强了对负性情绪的影响，从而影响青

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本研究提出的链式中介是

对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与社会情感能力关系研究的

整合，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体育锻炼对青少年社

会情感能力影响的内部作用机制，对于推进学校体

育的情感转向改革以及实践中青少年情感能力培养

都具有指导意义。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第一，体育锻炼、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和社会情

感能力间存在显著性相关。第二，体育锻炼可以显

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能力，是影响青少年

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重要干预变量。第三，社会支

持、心理韧性在体育锻炼对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影

响过程中不仅有简单的中介作用，还可以通过社会

支持和心理韧性链式地影响到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能

力，这种间接的中介效应对青少年的情感能力发展

有着重要影响。

5.2　展望

在教育的情感转向背景下，推进青少年社会情

感能力培养业已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的一场运动、一

种改革趋势。本研究显示，体育锻炼对青少年的社

会情感能力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支持和心

理韧性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起到简单中介作用，还存

在显著的链式中介效应。提示着力推进青少年的社

会情感能力培养，学校体育有其自身的学科价值和

独特优势，并且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在这过程起到

显著的中介效应，这为社会情感能力转向在学校体

育领域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研究设计属于

横断面研究，且以高中阶段青少年为调查群体，可能

限制了因果推断的效能，未来需要扩大研究对象范

围与样本量，通过纵向和横向相结合来探讨变量间

的内在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仅探讨了社会支持

和心理韧性在青少年体育锻炼对社会情感能力影响

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基本心理需求、人际关系、积极

情绪和班级与学校管理效能等影响青少年社会情感

能力发展的因素还有待探讨。第三，探讨社会支持

和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与解释水平并非本研究的

全部动因，后续研究需要围绕新时代我国学校体育

“四位一体”和发展青少年核心素养为目标，持续探

讨如何在学校体育中推动教育的情感转向，结合学

校体育自身的学科特点和独特优势，综合考虑家庭、

学校和社区影响因素，科学设计，规范实证，为着力

推进教育的情感转向提供体育方案和支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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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Adolescent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WANG Shuming1， BU Hongbo1，2

（1.School of P.E. &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aohu College， Hefei 23800， China）

Abstract：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is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21st century， as education is experiencing a shift 
from cognition to emotion. As a core carrier of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has its own special function and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Therefore， this study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in adolesc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A 
group psychometric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539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sing the Physical Exercise Rating Scale，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Scal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Resilience Scale，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was tested and effect analyzed b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Bootstrap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 
①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with physical exercise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directly predicting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② Physical exercise predicts social support positively， 
social support positively predicts resilience and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resilience positively predicts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③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significan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takes place through three pathways including physical exercise → 
social support →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PATH 1）； physical exercise → resilience →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PATH 2）； and physical exercise → social support → resilience →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PATH 3）. It is hence 
concluded that： ① Physical exercise ca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the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of adolescents； 
② Physical exercise can have a simple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of senior high 
students through either social support or resilience； ③Physical exercise may affect student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in 
a chained manner through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Key words： youth sports； physical exercise；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social support； resil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