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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对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进行调查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与自我感觉幸福指数具有一致性，说明所设计的问卷具有可行性；
不同学校的幸福指数存在高度的显著性差异，各所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反映了学生的不同生活质量和精神状

态；男女幸福指数存在着显著性差异，男生的幸福指数低于女生的幸福指数；不同年级幸福指数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拿奖学金的学生幸福指数高于没有拿奖学金的学生幸福指数；体育场地设施的满意度与幸福指数存在显著性的差

异，学生对学校体育场地设施非常满意，其学校学生反映的幸福指数较高；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不同学

校在指标上具有高度的显著性差异；不同性别幸福指数与发展体验指标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不同年级幸福指数在指

标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幸福指数与学校的满意度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满意度越高，幸福指数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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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在耶鲁

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

的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
这代表了中国领导层对幸福指数的关注与重视［１］。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锻炼心理学的兴起引起学者

的广泛关注，研究从锻炼心理学扩展到健康心理学，
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研究扩展到幸福心理学领

域［２］。 随着国务院 《 全民健身计划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的颁布，“全民健身”从体育名词变为民生热词。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
于千家万户的幸福。 体育应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以
体育之力，为国谋幸福” ［１］。 通过对大学生的体质测

验，反映出学生的体质在不断下降，学生的体育锻炼

也引起了学校的重视。 在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
人们开始注重身心健康，而且更加关注生活的幸福指

数。 体育专业学生是高校的一个特殊群体，对体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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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生的幸福指数的研究开展较少，与其他的专业学

生处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他们所接受教育内容以及

所处的学习环境有所不同，体育专业学生有更多时间

和机会参加体育锻炼，在幸福指数的体验上会有所差

异。 探讨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为把握了解学

生的学习状态和心理变化提供科学的理论参考依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文献资料法

通过校图书馆和互联网的方式，查阅、检索有关

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的研究文献及相关书籍，

并对其进行总结和概括，为研究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

学生幸福指数提供理论依据。
１． ２． ４　 问卷调查法

依据研究的需要，设计了“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

学生幸福指数”的调查问卷，向福建省 １０ 所体育专

业院校的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 ６００ 份，其中大二至大

四每个年级各 ２０ 份（男生 １５ 份、女生 ５ 份）。 回收问

卷 ６００ 份，回收率 １００ ％ ；有效问卷 ５９３ 份（男生 ４４３
份，女生 １５０ 份），有效率 ９８． ８ ％ 。

由表 １ 可知有效样本为 ５９３ 人，其中男性为 ４４３
人，占总样本的 ７４． ７ ％ ；女性为 １５０ 人，占总人数的

２５． ３ ％ 。 由于福建省体育院校学生中，女生的数量

占总体的比重较男生比重来说少很多，因此在选取样

本时，女生样本数较男生少（见表 １）。

表 １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性别、学校、年级一览表

大二

男 女

大三

男 女

大四

男 女
合计

百分比

％

福建师范大学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１４ ５ ５９ ９． ９

集美大学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６０ １０． １

闽南师范大学 １２ ５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５７ ９． ６

泉州师范学院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６０ １０． １

莆田学院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６０ １０． １

三明学院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６０ １０． １

福清分校 １５ ５ １４ ５ １４ ５ ５８ ９． ８

华侨大学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６０ １０． １

龙岩学院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６０ １０． １

宁德师范学院 １４ ５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５９ ９． ９

合计 １４６ ５０ １４９ ５０ １４８ ５０ ５９３ １００

百分比％ ２４． ６ ８． ４ ２５． ２ ８． ４ ２４． ９ ８． ４ — １００

年级百分比％ ３３ ３３． ６ ３３． ３ — １００

１． ２． ２　 数理统计法

调查所得数据信息采用 ｅｘｃｅｌ 和 ｓｐｓｓ１７ 数理统

计法进行数据及分析。
１． ２． ３　 逻辑分析法

在文献调查、数理统计的基础上，对福建省高校

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进行逻辑学上的分析。

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幸福指数的研究

２． １． １　 幸福指数的概念

我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心理学领域开始

关注影响幸福的主客观因素，第一个将幸福学和幸福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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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概念引入中国的是华裔美国研究学者奚恺。 随

后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入。 邢占军教

授认为，幸福指数包括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
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

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

验、家庭氛围体验等维度［３］。 刑教授把人际关系体

验、心理健康体验、家庭氛围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归为

健康体验，把知足充裕体验、心态平衡体验、社会信心

体验归为满足体验，把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
自我接受体验归为发展体验。 分成健康体验、满足体

验、发展体验三个指标。
２． １． ２　 幸福指数的测量

本次调查采用邢占军编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

幸福感量表简本（ＳＷＢＳ － ＣＣ２０）。 总共 ２０ 道题目，
采用六级记分的方法。 每道题 ５ 分，共 １００ 分，健康

体验 ４０ 分，满足体验和发展体验各占 ３０ 分。 测量的

结果是得分越高，幸福指数就越高。 刑教授制定的量

表适合调查学生幸福指数，量表在一致性信度和构想

效度方面具有稳定性。 在幸福指数测量的研究中探

索有价值的数据来反映学生的生活质量。 通过对学

校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得分测量来反映体育专业

的学生幸福不幸福，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是否满意。
２． １． ３　 幸福指数在体育领域的研究状况

目前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的研究基本上还未

完全展开，在满足体验、健康体验、发展体验三个指标

的探讨还很少，研究得到实际数据不充分。 因此，研
究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的幸福指数是有价值的，
为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心理变化提供科学的理论

参考依据。
２． １． ４　 福建省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与自我感觉幸

福指数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 ２ 可知，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

与自我感觉幸福指数的双侧检验概率 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１，数据说明两者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 学生幸福

指数测量的分数与自我感觉总体幸福指数两者存在

着密切联系，表明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

与自我感觉幸福指数具有一致性（见表 ２）。

表 ２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与自我感觉幸福指数的相关性分析一览表

幸福指数 自我感觉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１ ． ４０５∗∗

显著性（双侧） ． ０００

Ｎ ５９３ ５９３

自我感觉幸福指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 ４０５∗∗ １

显著性（双侧） ． ０００

Ｎ ５９３ ５９３

　 　 注：∗∗在 ０． 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２． ２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的总体状况

分析

２． ２． １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在不同学校幸福指

数的统计分析

由表 ３ 可知，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

的平均值是 ６２． ２００７，而福建师范大学（５５． ３７２９）、福
清分校（６０． ３４４８）、闽南师范大学（６１． １２２８）、莆田学

院（６１． ２１６７）、泉州师范学院（６１、４０００）、宁德师范学

院（ ６１． ６１０２ ）、 龙 岩 学 院 （ ６２． ４０００ ）、 华 侨 大 学

（６３ ５８３３）、集美大学 （ ６６． ６１６７ ）、三明学院 （ ６８．
１０００），所测分值越高，表明学生主观反映的幸福指

数越高。 由表 ４ 可知，看出 Ｌｅｖｅｎｅ Ｆ ＝ ２． ８２３，显著性

概率 Ｐ ＝ ０． ０３ ＜ ０． ０５，因此，可认为不同学校与幸福

指数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表 ５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显
著性概率 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１，不同学校的幸福指数得

分是存在高度性显著差异。 由表 ６ 可知，福建省高校

体育专业学生不同学校幸福指数多重比较可以看出

福建师范大学与华桥大学 （ ０． ００１ ）、 龙岩学院

（０ ０１５）、三明学院（０． ０００）、集美大学（０． ０００）的比

较显著性概率 Ｐ ＜ ０． ０５，而三明学院与福建师范大学

（０． ０００）、闽南师范大学（０． ０１８）、福清分校（０． ００４）、
泉州师范学院（０． ０２４）、莆田学院（０． ０１８）、宁德学院

（０． ０３６）的比较显著性概率 Ｐ ＜ ０． ０５，数据表明福建

师范大学和三明学院与其他高校相比较其显著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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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比较明显。
由此可知，一本院校所反映的幸福感没有最好，

如福建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等一本学校，所测量

的幸福感较低，说明学生主观反映的幸福指数低，而
三明学院在二本院校中所测量的幸福感最高，说明学

生主观反映的幸福指数较高。 福建师范大学在师资

力量、体育场地设施、学习环境等方面都优于其他学

校，其幸福指数低可能存在的原因有学校管理严格、
学习压力大、竞争压力大等（见表 ３ ～表 ６）。

表 ３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不同学校幸福指数的描述性统计一览表

福建师

范大学

闽南师

范大学

福清

分校

泉州师

范学院

华侨

大学

莆田

学院

龙岩

学院

三明

学院

宁德师

范学院

集美

大学

幸福

指数

Ｎ ５９ ５７ ５８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５９ ６０ ５９３

均值 ５５． ３７２９ ６１． １２２８ ６０． ３４４８ ６１． ４０００ ６３． ５８３３ ６１． ２１６７ ６２． ４０００ ６８． １０００ ６１． ６１０２ ６６． ６１６７ ６２． ２００７

表 ４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不同学校幸福指数的方差齐性检验一览表

Ｌｅｖｅｎｅ 统计量 ｄｆ１ ｄｆ２ 显著性

２． ８２３ ９ ５８３ ． ００３

表 ５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不同学校幸福指数 ＡＮＯＶＡ 分析一览表

Ｆ 显著性

组间 ６． ２４２ ． ０００

表 ６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不同学校幸福指数的多重比较一览表

学校

福建师范大学

闽南

师范

大学

福清

分校

泉州

师范

学院

华侨

大学

莆田

学院

龙岩

学院

三明

学院

宁德

师范

学院

集美

大学

三明学院

福建

师范

大学

闽南

师范

大学

福清

分校

泉州

师范

学院

华侨

大学

莆田

学院

龙岩

学院

宁德

师范

学院

集美

大学

显著性 ． １１５ ． ２７２ ． ０７１ ． ００１ ． ０９２ ． ０１５ ． ０００ ． ０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１８ ． ００４ ． ０２４ ． ３９２ ． ０１８ ． １０８ ． ０３６ ． ９９９

　 　 注∗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０． ０５。

２． ２． ２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不同性别幸福指数

的统计分析

由表 ７ 可知，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

在性别上做的 ｔ 检验，即显示双侧检验 ｔ ＝ － ２． ５２６，
显著性概率 Ｐ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５，因此认为男女在幸福

指数的测验存在显著性差异。 由表 ８ 可知，看出男生

的幸福指数平均值（６１． ５１９２）低于女生的幸福指数

平均值（６４． ２１３３）。
在校园生活中，女生大部分较多会选择参与感性

的活动，如参加一些进行思想交流沟通表达心灵的一

些活动，而男生相比女生更倾向参与一些比赛类的活

动事项，比较少关注自身心理感受的抒发与表达，相对

于此，女生比较容易获得社会对自己生活付出的认同

感，这就导致了女生比男生所获得的幸福指数较高。
２． ２． ３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不同年级幸福指数

的分析

由表 ９ 可 知， 不 同 年 级 的 平 均 值 是 大 二

（６１ ３６０４）、大三（６３． ２２２）、大四（６２． ０１５２）。 由表 １０
可知，看出显著性概率 ｐ ＝ ０． ２４５ ＞ ０． ０１，因此，即认为

年级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由表 １１ 可知，看出 Ｌｅｖｅｎｅ
Ｆ ＝２ ３５９，显著性概率 Ｐ ＝ ０． ９５ ＞ ０． ０５，说明不同年级

体育专业的幸福指数没有存在显著性差异。
由此可知，大二所测量的幸福感均值是最低，原因

可能是大二的课程较多，学习任务较重，课余活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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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少，反映出学生的心理压力较大，从而在主观幸福感

反映较低。 大三的课程少，学生的活动时间较多，学习

任务轻，生活过得比较愉快，在主观幸福感反映较高。
大四是大学里的最后一个学年，学生都面临着考研与

工作的双重选择，因体育院系学生的文化底蕴较为薄

弱，考研所要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压力是大学四年前

所未有的。 而选择工作的学生，在当前全国高等院校

扩招的情况下，每年涌入社会的本科生大幅增加，就业

形势严峻，专业竞争力使弱化，很难找到适合自己又满

意的工作。 在当今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中，个人能力

与就业岗位不对称，使大四毕业生的心理表现出负面

情绪，幸福指数从而降低（见表 ７ ～表 １１）。

表 ７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在性别上的 ｔ 检验表

方差方程的 Ｌｅｖｅｎｅ 检验

Ｆ Ｓｉｇ．

均值方程的 ｔ 检验

ｔ ｄｆ Ｓｉｇ． （双侧）

幸福指数
假设方差相等 ２． １８０ ． １４０ － ２． ５６２ ５９１ ． ０１１

假设方差不相等 － ２． ４５８ ２３９． ９９３ ． ０１５

表 ８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不同性别幸福指数的统计分析表

性别 Ｎ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男 ４４３ ６１． ５１９２ １０． ８８６１４ ． ５１７２２

女 １５０ ６４． ２１３３ １１． ８３３０６ ． ９６６１７

表 ９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不同年级幸福指数描述性统计一览表

年级 大二 大三 大四 幸福指数

Ｎ １９７ １９８ １９８ ５９３

均值 ６１． ３６０４ ６３． ２２２２ ６２． ０１５２ ６２． ２００７

表 １０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不同年级幸福指数 ＡＮＯＶＡ 一览表

Ｆ 显著性

组间 １． ４１１ ． ２４５

表 １１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不同年级幸福指数方差齐性检验一览表

Ｌｅｖｅｎｅ 统计量 ｄｆ１ ｄｆ２ 显著性

２． ３５９ ２ ５９０ ． ０９５

２． ２． ４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与学习状

况的分析

由表 １２ 可知，一等奖学金（６６． ０８７０）、二等奖学

金 （ ６５ ６１６０ ）、 三 等 奖 学 金 （ ６０ ７３８５ ）、 没 有

（６０ ３２３４），均值成逐渐递减。 由表 １３ 可知，Ｌｅｖｅｎｅ
Ｆ ＝ ２． ８３９，显著性概率 Ｐ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５，因此，学习

与幸福指数存在显著性差异。 由表 １４ 可知，看出显

著性概率 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１，即可认为奖学金等次具

有高度性的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在学习上拿过奖学金的学生幸福指数

比没有拿过奖学金的幸福指数高，说明学习好的学生

幸福指数高。 其存在的原因是体育专业学生除了学

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外，在课余外也会学习文学、历史、
经济等著作，充实生活、扩展视野。 因此学习好的学

生主观幸福感反映较高，随之反映的幸福指数较高

（见表 １２ ～表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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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与学习状况的描述性统计一览表

一等经学金 二等经学金 三等经学金 没有 幸福指数

Ｎ ６９ １２５ １３０ ２６９ ５９３

均值 ６６． ０８７０ ６５． ６１６０ ６０． ７３８５ ６０． ３２３４ ６２． ２００７

表 １３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与学习状况的方差齐性检验一览表

Ｌｅｖｅｎｅ 统计量 ｄｆ１ ｄｆ２ 显著性

２． ８３９ ３ ５８９ ． ０３７

表 １４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与学习状况 ＡＮＯＶＡ 一览表

Ｆ 显著性

组间 １０． ４０２ ． ０００

２． ２． ５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与体育场

地设施的分析

由表 １５ 可知，非常满意（６７． ４８２８）、满意（６３．
３１４６）、一般（６１． ３９３９）、不满意（６０． ６７８３）、非常不满

意（６２． ４５００），从总体上看均值成逐渐递减。 由表 １６
可知，看出 Ｌｅｖｅｎｅ Ｆ ＝ ２． ５２６，显著性概率 Ｐ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５，因此认为体育场地设施的满意度与幸福指数

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由此可见，数据表明学生对学校体育场地设施非

常满意，其学校学生反映的幸福指数较高，且体育场地

设施是衡量学校幸福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体育场地设

施的好坏会影响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见表 １５、表 １６）。

表 １５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与体育场地设施的描述性统计一览表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幸福指数

Ｎ ２９ １７８ ２３１ １１５ ４０ ５９３

均值 ６７． ４８２８ ６３． ３１４６ ６１． ３９３９ ６０． ６７８３ ６２． ４５００ ６２． ２００７

表 １６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与体育场地设施方差齐性检验一览表

Ｌｅｖｅｎｅ 统计量 ｄｆ１ ｄｆ２ 显著性

２． ５２６ ４ ５８８ ． ０４０

２． ３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的指标总体

状况分析

２． ３． １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不同学校

在指标上的分析

由表 １７ 可知，在健康体验指标上的平均值均处

在 ２１ 以上，在满足体验指标上的平均值均处在 １６ 以

上，在发展体验指标上的平均值均处在 １７ 以上。 由

表 １８ 可知，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不同学校的幸

福指数在健康体验指标（０． ００４）、满足体验指标（０．
０４０）、发展体验指标（０． ００３）的显著性概率 Ｐ ＜ ０．
０５，即可认为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在健

康体验、满足体验、发展体验下方差存在显著性差异。
由表 １９ 可知，健康体验指标（０ ０００）、满足体验指标

（０． ００４）、发展体验指标（０ ０００）的显著性概率 Ｐ ＜
０． ０１，因此，认为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

不同学校在指标上具有高度的显著性差异。
由此可见，表明各高校体育生在健康体验指标上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感到满意，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能
够处理好日常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事情，遇到困难从容

应对。 在满足体验指标上学生对社会发展缺乏信心，
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很不满意（见表 １７ ～表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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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７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不同学校在指标上的描述性统计一览表

学校 Ｎ 健康体验均值 满足体验均值 发展体验均值

福建师范大学 ５９ ２１． ２５４２ １６． ９１５３ １７． ２０３４

闽南师范大学 ５７ ２５． ０５２６ １６． ９４７４ １９． １２２８

福清分校 ５８ ２５． ６７２４ １６． ７２４１ １７． ９４８３

泉州师范学院 ６０ ２４． ９８３３ １７． ２５００ １９． １６６７

华侨大学 ６０ ２５． ８６６７ １８． １１６７ １９． ６０００

莆田学院 ６０ ２５． ２０００ １７． １０００ １８． ９１６７

龙岩学院 ６０ ２５． ７０００ １７． ６６６７ １９． ０３３３

三明学院 ６０ ２７． ６１６７ １９． ５０００ ２０． ９８３３

宁德师范学院 ５９ ２４． ８４７５ １７． ６４４１ １９． １１８６

集美大学 ６０ ２７． ０３３３ １８． ０３３３ ２１． ５５００

表 １８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不同学校在指标上的方差齐性检验一览表

Ｌｅｖｅｎｅ 统计量 ｄｆ１ ｄｆ２ 显著性

健康体验 ２． ６９３ ９ ５８３ ． ００４

满足体验 １． ９７７ ９ ５８３ ． ０４０

发展体验 ２． ７８０ ９ ５８３ ． ００３

表 １９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不同学校 ＡＮＯＶＡ 一览表

健康体验 满足体验 发展体验

Ｆ ５． ３７６ ２． ７６２ ５． ９４９

显著性 ． ０００ ． ００４ ． ０００

２． ３． ２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不同性别

在指标上的分析

由表 ２０ 可知，男女在健康体验指标的幸福感均

值较高。 由表 ２１ 可知，看出不同性别的 ｔ 检验在指

标上的分析，说明不同性别幸福指数与发展体验指标

存在方差齐性，方差齐性检验结果表明，Ｆ ＝ ２ ４３５，Ｐ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５。 因此，不同性别幸福指数与发展体

验指标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由此可见，在健康体验指标上男女对自身的健康

状况感到满意，没有感到身体的某些部位特别不舒

服，没有为一些严重的疾病而苦恼。 在满足体验上男

女对自己及家人客观物质条件感到满意，能够坦然接

受自己的生活状态，对自己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在

发展体验指标上男女存在不同的差异。 男生不能克

服各种困难去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往往制定好的计划，有好友约玩游戏，就立刻忘掉

之前为自己设定的目标，通宵玩游戏，不能制止对游

戏的诱惑。 对自己的过去经历感到失望、不自信，不
清楚自己一生的追求。 而体育专业女生较少，女生比

较安静，能够经常感受到自己在生活中所取得的进

步，清楚自己的目标，把生活作为学习和提高的过程，
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充满了乐趣，还能够虚心接受别人

的教诲，寻找自身的优缺点，对自己持肯定态度。
２． ３． ３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不同年级

在指标上的分析

由表 ２２ 可知，在健康体验指标上的均值大二为

２４． ８２７４、大三为 ２５． ６７１７、大四为 ２５． ４８９９；在满足体

验上的均值大二为 １７． ２５８９、大三为 １８． １４６５、大四为

１７． ３８３８；在发展体验上的均值大二为 １９． ２７４１、大三

为 １９． ４０４０、大四为 １９． １４１４。 由表 ２３ 可知，看出显

著性概率 Ｐ ＞ ０． ０５，即认为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

幸福指数不同年级在指标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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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０ ～表 ２３）。

表 ２０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不同性别在指标上 ｔ 检验一览表

指标 性别 Ｎ 均值 标准差

健康体验
男 ４４３ ２５． １３０９ ５． ７４０７０

女 １５０ ２５． ９２００ ５． ９５５６８

满足体验
男 ４４３ １７． ４４７０ ３． ８２５２３

女 １５０ １８． ０４００ ３． ９８８０４

发展体验
男 ４４３ １８． ９４１３ ４． ０６３５４

女 １５０ ２０． ２５３３ ４． ３０１０６

表 ２１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不同性别的独立样本 ｔ 检验一览表

Ｆ Ｓｉｇ． ｔ ｄｆ Ｓｉｇ． （双侧）

健康体验 ． ４４５ ． ５０５ － １． ４４１ ５９１ ． １５０

满足体验 ． ９５５ ． ３２９ － １． ６２３ ５９１ ． １０５

发展体验 ２． ４３５ ． １１９ － ３． ３６７ ５９１ ． ００１

表 ２２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不同年级幸福指数在指标上的一览表

健康体验

大二 大三 大四

满足体验

大二 大三 大四

发展体验

大二 大三 大四

Ｎ １９７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７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７ １９８ １９８

均值 ２４． ８２７４ ２５． ６７１７ ２５． ４８９９ １７． ２５８９ １８． １４６５ １７． ３８３８ １９． ２７４１ １９． ４０４０ １９． １４１４

表 ２３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不同年级幸福指数在指标上的方差齐性检验一览表

Ｌｅｖｅｎｅ 统计量 ｄｆ１ ｄｆ２ 显著性

健康体验 ２． ６４６ ２ ５９０ ． ０７２

满足体验 ． ６１３ ２ ５９０ ． ５４２

发展体验 １． ２５６ ２ ５９０ ． ２８６

２． ４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与学校满意

度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 ２４ 可知，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

数与奖学金（ － ０． ２０８）、生活住宿（ － １６１）、教学环境

（ － １４３）的双侧检验概率 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１，说明福建

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与奖学金、生活住宿、
教学环境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而体育专业学生

幸福指数与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教室、教学管理之间

的相关度低。 幸福指数与体育场地设施、奖学金、教

室、生活住宿、教学管理、教学环境成负相关，是因为

问卷设置从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意成递减的趋势。
由此可知，学校运动器材设备好，吸引体育生更

加热爱体育运动；教室、宿舍环境好，可以为学生学习

营造良好的氛围，与同学间和睦相处，促进沟通和交

流，增加同学间的友谊；建立和健全学校教学管理系

统，明确职责范围，加强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提高学生

的学习质量管理等各方面都是提升学校幸福指数的

因素（见表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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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４　 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与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一览表

体育场

地设施
奖学金 教室 生活住宿 教学管理 教学环境 幸福指数

体育场地设施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１ ． ２２３∗∗ ． ７０２∗∗ ． ５４３∗∗ ． ５０９∗∗ ． ５１３∗∗ － ． １０２∗

显著性（双侧）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１３

Ｎ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奖学金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 ２２３∗∗ １ ． １９１∗∗ ． １９０∗∗ ． ２０２∗∗ ． １２１∗∗ － ． ２０８∗∗

显著性（双侧）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３ ． ０００

Ｎ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教室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 ７０２∗∗ ． １９１∗∗ １ ． ６０２∗∗ ． ５０３∗∗ ． ４７２∗∗ － ． １１２∗∗

显著性（双侧）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７

Ｎ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生活住宿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 ５４３∗∗ ． １９０∗∗ ． ６０２∗∗ １ ． ５７６∗∗ ． ４８１∗∗ － ． １６１∗∗

显著性（双侧）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Ｎ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教学管理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 ５０９∗∗ ． ２０２∗∗ ． ５０３∗∗ ． ５７６∗∗ １ ． ５６０∗∗ － ． ０８７∗

显著性（双侧）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３５

Ｎ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教学环境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 ５１３∗∗ ． １２１∗∗ ． ４７２∗∗ ． ４８１∗∗ ． ５６０∗∗ １ － ． １４３∗∗

显著性（双侧） ． ０００ ． ０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Ｎ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幸福指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 ． １０２∗ － ． ２０８∗∗ － ． １１２∗∗ － ． １６１∗∗ － ． ０８７∗ － ． １４３∗∗ １

显著性（双侧） ． ０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７ ． ０００ ． ０３５ ． ０００

Ｎ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５９３

　 　 注：∗∗在 ０． 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０． ０５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３　 结论与建议

３． １　 结论

（１）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的均值

是 ６２． ２００７，不同学校的幸福指数存在显著性差异，
一本院校所反映的幸福感没有最好，如福建师范大

学、闽南师范大学等一本的学校，所测量的幸福感较

低，说明学生主观反映的幸福指数低，而三明学院在

二本院校中所测量的幸福感最高，说明学生主观反映

的幸福指数较高。
（２）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上做性

别的 ｔ 检验，结果表明男女在幸福指数（Ｐ ＝ ０． ０１１）
上存在显著性差异（Ｐ ＜ ０． ０５）。

（３）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不同年级的幸福

指数没有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学校在指标上具有高

度的显著性差异，不同年级在指标上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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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与体育

场地设施的满意度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学生对学校体

育场地设施非常满意，其学校学生反映的幸福指数较

高，说明体育场地的好坏会影响学生主观幸福感。
（５）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幸福指数不同性

别与发展体验指标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与学校的满意

度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与学习状况存在显著性差

异，奖学金等次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学习好的学生

幸福指数较高。 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越高，学生的幸

福指数就越高。
３． ２　 建议

（１）加强对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在健康体

验、满足体验、发展体验指标的改善，体育专业学生作

为高校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应加强学生的教育，使其

幸福指数得到改善，提高幸福感。
（２）根据学生需求与要求，对现有的硬件、软件

设施进行更新和完善，给学生创设一个愉悦的学习环

境，提高学生的幸福感，从而提升学生幸福指数。
（３）注重人格塑造，培养健全人格。 体育专业学

生幸福感的高低，反映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好坏，通过

人格教育帮助体育专业学生构建合理的人格结构，从
而提高体育专业学生的幸福指数。

（４）加强福建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促进心理健康发展，体育专业学生在学好专业课

程的同时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

心理健康教育，教给学生自我调控方法，以促进自我

的心理健康发展，有效提升幸福感。
（５）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

在活动中积极引导学生认识幸福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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