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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为探究大学生体育课学习过程中技术学习投入的形成机制袁 采用锻炼自我

效能感量表尧体育学习动机量表尧心流体验量表和技术学习投入量表袁调查了广东省

部分高校的 551 名大学生袁检验了变量间的中介作用遥 结果显示院淤锻炼自我效能感尧
体育学习动机尧心流体验和技术学习投入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曰于锻炼自我效能感

正向影响技术学习投入曰盂体育学习动机尧心流体验在锻炼自我效能感与技术学习投

入之间分别起中介作用袁且体育学习动机要心流体验的链式中介作用亦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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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echnical learning engagement in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proces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551 college students

in some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ith the Exercise Self-efficacy Scale, the Sports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the Flow Experience Scale, and the Technical Learning Engagement Scale. The me-

diating effect between variables were tes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xercise self-efficacy, sports learning motivation, flow experi-

ence, and technical learning engagement; (2) Exercise self-efficacy positively affects technical learning

engagement; (3) Spor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flow experience have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s be-

tween exercise self-efficacy and technical learning engagement respectively.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por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flow experience also reaches a significa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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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 2021 年发布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

健康调研结果显示袁初中生尧高中生和大学生体质健

康达标优良率分别为上升 5.1%尧1.8%和 0.2%[1]袁即
大学生为所有年龄段中改善最不明显的群体袁 显示

大学生身体素质下滑的体质与健康问题亟待解决遥
高校体育课是促进大学生体质健康最直接有效的方

式袁 也是引导大学生形成健康意识和科学健身理念

的主要途径 [2]遥 体育课的学习投入是衡量学生参与

体育课程实施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3]遥 探究大学生

体育课的学习投入及其影响机制袁 有利于改善体育

教师教学质量袁对调动学生体育学习的积极性尧激发

其持续参与体育锻炼意愿尧树立终身体育锻炼意识尧
保障大学生身体素质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遥
学习投入作为认知投入尧 情感投入和行为投入

三者共同作用的统一体袁 被视为衡量学生学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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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观测指标袁能够正向预测学业成就 [4-5] 遥 近年

来学习投入及其影响因素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袁其
中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动机等备受关注袁研究 [6]发现

自我效能感作为学习者的一种能力信念袁 对调控个

体的学习行为起关键作用袁 是影响学习投入的重要

近端因素遥
虽然学界围绕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进行了相

关研究袁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院一是袁学习投入的已有

研究大多聚焦于文化课袁鲜有研究涉及体育课遥其中

学习投入领域下的分支之一技术学习投入作为衡量

个体体育学习质量的有效指标袁 目前未得到学界的

充分关注袁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7]遥 二

是袁在研究工具上袁部分研究考察了一般自我效能感

对体育学习投入的影响遥然而袁自我效能感理论提出

者班杜拉强调袁 对自我效能的准确判断应是结合特

定领域或任务的袁 去情境化的测量通常具有有限的

解释和预测价值 [8-9]遥 因此就学习投入而言袁锻炼自

我效能感这一将个体自我效能感与体育领域结合的

变量袁其解释与预测的深度和强度更优遥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 , 从心流体验视角出发

探讨大学生的学习投入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遥 心流

概念最早源于对个体攀岩尧舞蹈等身体活动的观察[10]袁
但近年来心流现象对学习投入的影响研究多数围绕

远程直播尧虚拟现实教学尧在线学习等线上活动 [11-13]袁
对体育教学这一身体活动领域是否及如何促进学习

投入却鲜有研究遥鉴于此袁本研究旨在探讨大学生体

育课学习过程中锻炼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学习投入的

影响及其内在机制袁 同时考察体育学习动机和心流

体验的中介作用袁 以期丰富学习投入领域特异性研

究袁优化体育教学质量的理论支撑遥

锻炼自我效能感渊exercise self-efficacy冤是自我

效能感在身体活动领域中的具体表现袁 指个体对自

身参与体育活动以及完成既定运动目标和任务的能

力预期与判断 [14]遥 研究 [15]发现锻炼自我效能感是促

进大学生体育参与和持续性锻炼行为的重要因素袁
锻炼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会对体育活动产生积极的

情感反应和体育享受袁进而提升个体体育活动的行

为动机和行为投入[16]遥学习投入渊learning engagement冤
指个体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充实的精神状态以

及积极的情感投入 [17]袁而技术学习投入是学习投入

的分支遥高校体育课的主要学习内容为运动技术袁学

生通过学习和练习逐步学会尧熟练技战术袁是体育教

学的主要目标 [18]袁国内学者李首一等 [19]在野对体育课

堂教学的概念界定及功能定位冶 的课题研究中提出

高校体育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为传授运动技术尧技
能与自主学习尧自主锻炼的方法袁伊志强 [20]也认为高

校体育教学应以传授能强化体质的操作性知识为主

旨袁体育课的价值在于教师对运动技术的野传道冶野授
业冶野解惑冶袁因此本研究将大学生体育课的学习投入

研究聚焦于技术学习投入遥 国内学者 [7]针对体育院

系术科专项学生进行研究袁 发现自我效能感可以正

向预测技术学习投入遥 国外学者 [21]也提出增强自我

效能感在促进学习投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袁 当学生

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掌握某项学习内容时袁 产生的积

极心理状态会促使其深入参与其中袁 从而获得更为

优异的学业成绩遥 已有的实证研究[22-23]也发现袁能力

信念越高的学生愿意在学习上付出更多努力袁 在遇

到挫折和挑战时会以更为积极乐观的心态应对袁从
而增强了学习的参与度遥在体育学习过程中袁自我效

能感既影响学生体育学习时的情绪状态袁 又是体育

学习结果的归因方式袁对体育学习的努力程度和坚持

性起决定作用[24]遥 综上袁本研究提出假设院
H1院锻炼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技术学习投入遥

体育学习动机渊sports learning motivation冤指激发

或维持个体进行体育学习活动以及致使个体体育

学习行为朝向一定目标的心理动因或内部动力 [24]袁
对调节和控制学生的体育学习行为尧引导学生开

展深度体育学习发挥重要作用遥自我决定理论渊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冤由美国心理学家 Deci 等 [25]提

出袁 该理论将人类的动机看作一个从外在调节到内

在动机之间的动态连续体袁 并根据自我整合程度的

不同袁将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尧外部动机和无动机三种

类型袁 其中外部动机又可根据自主程度的差异细分

为外在调节尧内摄调节尧认同调节与整合调节等四种

类型遥 具有外部动机的个体进行学习行为主要是为

了获取绩点尧逃避惩罚或避免内疚羞耻等袁相反内部

动机代表的是一种高度自主和自我决定的状态袁拥
有该动机的个体对学习行为的价值或意义有着深刻

的理解袁并积极投入其中遥
学习动机和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在一些研究中存

在争议袁有研究[23-26]指出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学习动

机袁而有研究 [7,27]则认为学习动机正向影响自我效能

感遥 自我决定理论的子理论基本心理需要理论认为

个体的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间的转化是一个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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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袁但这个过程也并非无条件发生袁其中能力需要

是使个体动机发生转变的基本心理需要之一袁 而能

力需要与自我效能感同义[28-29]袁即自我效能感正向预

测学习动机遥 Deci 等[30]提出个体动机随着自我能力

感知的变化而变化袁 即能力感知的增强会导致内在

动机的增加袁 而能力感知的下降会导致内在动机的

降低袁 而这种自主程度的变化对个体相应行为表现

起到关键的调节作用遥 已有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观

点袁有学者[26]对大学生网络学习展开了研究袁发现提

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有利于激发其学习动机袁 进而

提高学习绩效袁 此结论在大学生在线体育学习中同

样得到证实袁 自主动机在自我效能感与在线体育学

习投入之间存在中介作用[31]遥此外袁在体育心理研究

方面袁学者 [32]提出体育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的体育

活动动机以及情绪体验产生重要影响袁 进而决定了

其能否在受挫时仍坚持努力学习和锻炼遥由此推论袁
大学生的锻炼自我效能感将会影响体育学习动机水

平袁动机水平越高越会促进技术学习投入遥 据此袁本
研究提出假设院

H2院体育学习动机在锻炼自我效能感与技术学

习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遥

心流体验渊flow experience冤指个体对某一活动

兴趣浓厚并由此推动其完全投入其中时的一种最

佳情绪体验或状态 [33]遥 心流理论认为袁当个体参与

活动时具有目标明确尧反馈即时和技能与挑战平衡

等特点时容易进入这种完全沉浸的积极体验中袁一
旦进入心流状态的个体会表现出注意力高度集中尧
时间感扭曲等特征 [34]遥 在体育参与过程中获得心流

体验可以为个体带来积极情绪并提高成就水平袁有
助于促进体育享受 [35]遥 心流相关研究提出袁自我效

能感是心流体验产生的重要前提 [36]袁而心流的自激

励机制使得个体不由自主地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 [37]遥 一项跨国研究 [38]发现袁当学生对学习能力越

有信心时袁学习过程中越容易产生心流体验袁学习

投入也会随之增加遥 国内一项关于桌面虚拟现实教

学环境的研究 [12]袁对学生的生理数据进行多模态测

量袁发现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心流体验袁进而对包

含认知及情感的学习结果产生正向影响遥 由此推

论袁学生的锻炼自我效能感会影响体育课过程中心

流体验的产生袁进而影响技术学习投入遥 据此袁本研

究提出假设院
H3院心流体验在锻炼自我效能感与技术学习投

入之间起中介作用遥

对于大学生的锻炼自我效能感如何影响技术学

习投入袁 本研究提出了体育学习动机和心流体验两

条中介路径袁同时还可能共同发挥链式中介作用遥心
流理论认为袁动机是重要的心流前兆袁个体受心理驱

动力参加活动是达到心流状态的前提 [39]袁一项滑雪

消费心流体验机制的质性研究 [40]发现参与动机的强

化能有效刺激心流体验的形成袁验证了这一观点遥有
学者 [13]使用动机与投入之轮理论渊Motivation and En-

gagement Wheel, MEW冤对在线学习进行研究袁发现

学业能力信念高有利于激发个体的学习动机袁 这些

适应认知的提高有利于心流体验的产生袁 进而促进

学习投入这一适应行为遥 梳理以上理论分析与前人

研究认为袁在体育课程的学习中袁大学生的锻炼自我

效能感有可能通过强化体育学习动机来激发心流体

验袁进而对技术学习投入产生积极影响遥 据此袁本研

究提出假设院
H4院体育学习动机和心流体验在锻炼自我效能

感与技术学习投入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遥

本研究通过分层渊教育层次尧高校类型冤随机抽

样袁选取了广东省 5 所高校的大一尧大二非体育专业

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袁高校类型涉及综合型大学尧师
范类大学尧理工类大学以及专业类大学袁体育课运动

项目涉及乒乓球尧羽毛球尧篮球尧足球尧健美操等项

目袁具有良好的代表性遥 共发放问卷 639 份袁剔除答

题时间过短及规律作答问卷后袁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551 份袁有效问卷回收率 86.23%遥 其中男生 261 人袁
占 47.37%袁女生 290 人袁占 52.63%曰大一学生 253

人袁占 45.92%袁大二学生 298 人袁占 54.08%曰本科生

348 人袁占 63.16%袁专科生 203 人袁占 36.84%曰生源

地为农村的学生 319 人袁占 57.89%袁生源地为城市

的学生 232 人袁占 42.11%渊表 1冤遥
表 1 调查样本来源高校的基本特征

教育层次 院校名称 高校类型 问卷数 / 份

本科 华南师范大学 师范类 120

肇庆学院 综合型 116

星海音乐学院 艺术类 108

专科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类 102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财经类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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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Motl 等编制尧Chen 等 [41]修订的中文版锻炼

自我效能感量表遥 该量表为单维度量表袁共有 8 道题

目袁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袁从野1冶表示非常不同意到

野5冶表示非常同意遥所有题目得分之和越高袁表示学生

锻炼自我效能感越强遥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伦巴赫

琢 系数为 0.937袁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遥

采用 Guay 等 [42]编制尧苏煜 [43]修订的体育学习动

机心理量表遥该量表依据自我决定理论的原理编制袁
包括内部动机尧鉴别原则尧外部调节以及无动机 4 个

维度袁共 16 道题目袁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袁从野1冶表
示非常不同意到野5冶表示非常同意遥 所有题目得分

之和越高袁表示学生体育学习动机越强遥该量表在本

研究中的克伦巴赫 琢 系数为 0.806袁4 个分量表的克

伦巴赫 琢 系数分别为 0.940尧0.916尧0.809 和 0.702袁
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遥

采用 Chang 等 [44]编制的心流体验量表遥 该量表

共有 4 道题目袁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袁从野1冶表示非

常不同意到野5冶表示非常同意遥所有题目得分之和越

高袁说明学生心流体验越强遥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

伦巴赫 琢 系数为 0.867袁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

致性遥

采用方来坛等[45]编制尧成波锦等 [7]修订的技术学

习投入量表遥该量表包括活力尧奉献以及专注 3 个维

度袁共 17 道题目袁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袁从野1冶表示

非常不同意到野5冶表示非常同意遥所有题目得分之和

越高袁表示学生技术学习投入越高遥该量表在本研究

中的克伦巴赫 琢 系数为 0.976袁3 个分量表的克伦巴

赫 琢 系数分别为 0.933尧0.954 和 0.946袁 说明量表具

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遥

在征得体育教师与学生本人同意后袁 体育课上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遥 为进一步提升研究的

严谨性袁采用规范指导语以及匿名作答袁当场填写问

卷并回收遥
采用 SPSS 26.0 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

计以及相关性分析袁以及采用 AMOS 24.0 对本研究

所构建的链式中介模型进行验证遥

由于本研究仅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袁 可能存在一

定的共同方法偏差袁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其

检验遥 结果显示袁共有 6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袁解
释了 74.23%的变异袁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仅

为 28.04%袁远小于 40%的临界值 [46]袁表明本研究不

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遥

将体育学习动机尧锻炼自我效能感尧心流体验和

技术学习投入进行相关性分析袁由表 2 可知袁各变量

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渊P＜ 0.01冤遥

注院 ** 表示 P＜ 0. 01遥

表 2 各变量的均值尧标准差与相关矩阵

变量 X SD 锻炼自我效能感 体育学习动机 心流体验 技术学习投入

锻炼自我效能感 3.31 0.87 1.00**

体育学习动机 3.49 0.49 0.50** 1.00**

心流体验 3.68 0.78 0.57** 0.51** 1.00**

技术学习投入 3.62 0.76 0.64** 0.55** 0.73** 1.00

根据温忠麟等 [47]建议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袁采
用 AMOS 24.0 对体育学习动机尧心流体验在锻炼自

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

验遥 经过修正得到本研究的最终假设模型渊图 1冤袁该
模型拟合指数为院字2/df=4.379袁NFI=0.936袁CFI=0.949袁

RFI=0.924袁IFI=0.950袁TLI=0.940袁RMSEA=0.078袁说
明模型拟合程度良好遥

首先检验锻炼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学习投入的直

接路径袁在未加入中介变量之前袁锻炼自我效能感显

著正向影响技术学习投入渊茁=0.53袁P＜ 0.001冤袁故假

设 H1 成立遥 在加入中介变量后袁所有路径标准化系

数均具显著性渊P＜ 0.05冤遥 锻炼自我效能感正向预测

技术学习投入渊茁=0.18袁P＜ 0.001冤袁锻炼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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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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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预测体育学习动机渊茁=0.68袁P＜ 0.001冤袁体育学

习动机正向预测技术学习投入渊茁=0.35袁P＜ 0.001冤袁
体育学习动机正向预测心流体验渊茁=0.65袁P＜0.001冤袁

锻炼自我效能感正向预测心流体验渊茁=0.15袁P＜0.01冤袁
心流体验正向预测技术学习投入渊茁=0.42袁P＜0.001冤遥

注院** 表示 P＜ 0. 01袁*** 表示 P＜ 0. 001遥

图 1 锻炼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学习投入的影响路径

表 3 模型路径的 Bootstrap 检验结果

效应类型 效应值 SE
Bias-corrected 95%CI Percentile 95%CI

效果量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直接效应 0.140*** 0.035 0.068 0.207 0.069 0.209 26.52%

锻炼自我效能感寅体育学习动机寅技术学习投入 0.189*** 0.038 0.118 0.265 0.119 0.266 35.80%

锻炼自我效能感寅心流体验寅技术学习投入 0.050*** 0.019 0.019 0.095 0.016 0.091 19.47%

锻炼自我效能感寅体育学习动机寅心流体验寅技术学习投入 0.148*** 0.028 0.098 0.211 0.095 0.205 28.03%

总中介效应 0.388*** 0.032 0.328 0.454 0.326 0.453 73.48%

总体效应 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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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strap 法是检验多重中介作用的有效方法[48]袁
本研究使用 Bootstrap 法对体育学习动机和心流体

验的中介效应进行进一步检验遥 将抽样的次数设定

为 5 000 次 袁 对原始数据进行重复抽样 袁 利用

Bias-corrected 法与 Percentile 法检验可知袁95%CI 内

均不包含 0 且 P＜ 0.01袁 说明该模型的间接效应显

著袁体育学习动机尧心流体验在锻炼自我效能感与技

术学习投入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遥由表 3 可知院淤体育

学习动机的间接效应量为 0.189袁 在 95%CI 内的

Bias-corrected 法 与 Percentile 法 检 验 结 果 分 别 为

[0.118,0.265]和[0.119,0.266]袁P＜ 0.001袁说明体育学

习动机的中介作用显著存在袁故假设 H2 成立曰于心

流体 验 的 间 接 效 应 量 为 0.050袁 在 95% CI 内 的

Bias-corrected 法 与 Percentile 法 检 验 结 果 分 别 为

[0.019, 0.095]和[0.016, 0.091]袁P＜ 0.01袁心流体验的

中介作用显著存在袁故假设 H3 成立曰盂体育学习动

机和心流体验在锻炼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学习投入的

影 响 中 袁 中 介 效 应 量 为 0.148袁 在 95% CI 内 的

Bias-corrected 法 与 Percentile 法 检 验 结 果 分 别 为

[0.098,0.211]和[0.095,0.205]袁P＜ 0.001袁说明链式中

介效应显著存在袁故假设 H4 成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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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袁 大学生锻炼自我效能感显著正

向影响技术学习投入袁与已有研究 [7,31]一致袁再次验

证了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学习投入的关键因素遥 班杜

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袁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主观感

知会影响其相应行为表现的努力程度和持久度 [49]袁
自我效能感通过影响认知尧 情感以及选择而调节人

们的行为表现[50]遥结合体育学习这一具体过程袁锻炼

自我效能感高有助于促进学生对体育教师传授的运

动技术进行主动认知袁并制定更高的运动目标袁将技

术练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视为挑战并积极应对袁表
现出更高的学习热情和更强的坚持性曰 而锻炼自我

效能感低的学生对待技术学习的思维方式则是自我

妨碍式袁不会对体育学习任务抱有高投入和高努力袁
面对技术学习过程中出现的不利情境往往选择逃

避袁表现为学习投入不足遥这表明重视学生体育锻炼

能力感的培养袁有助于激发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袁维
持其高水平的技术学习投入遥

研究结果显示袁锻炼自我效能感既直接正向影

响技术学习投入袁 又通过体育学习动机的中介作

用间接正向影响技术学习投入遥 研究 [31,51-52]指出袁自
我效能感是激发体育学习动机的重要内在驱动

力袁 能力信念越高的学生具有越强的体育学习动

机袁其运动学习效果越显著遥 自我决定理论进一步

提出袁能力感的获得会促进动机的内化袁促使外部

动机不断向高自主性的内部动机转化袁 从而调节

人们的行为方式遥 以往的锻炼经历和成败经验是

大学生对自身能力感尧 努力感及控制感进行主观

评估的主要来源袁 能力信念强的学生会相信自己

拥有一定的运动天赋袁 对技术动作的学习也较从

容袁对完成体育教学任务内容充满信心袁同时兴趣

的激发不仅增强了学生体育学习的内部动机袁还
会降低学生对外界奖励或分数绩点等外部动机的

关注袁 从而在技术学习和练习过程中表现出高度

的活力与专注遥 而对自身体育学习能力自信不足

的学生更倾向于预测活动的无用性袁 在体育学习

过程中缺乏动机或看重外部动机袁 没有足够的内

部动力驱使其开展深度学习遥 这提示对自身体育

能力的总体判断是大学生技术学习由被动接收转

化为主动求知的重要前提袁 而激发体育学习动机

是提高体育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遥

研究结果显示袁 心流体验作为学生个体与体育

课堂的交互反应袁 在锻炼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学习投

入的影响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袁 与前人 [12,38]

的研究结果吻合遥 有学者 [37]认为心流具有自激励机

制袁 使得处在心流中的个体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其参

与的活动遥 本研究也发现进入心流体验的学生更容

易忘我投入体育任务中袁 具有较高的学习投入遥 另

外袁 心流理论认为当个体感知的能力与活动难度之

间建立平衡时袁 更容易全身心投入并体验到忘我的

整体感受袁这种特定反应显著调节个体的情绪状态袁
进而影响个体的参与决策方式遥可见袁锻炼自我效能

感是大学生体育参与过程中进入心流体验的重要前

因变量袁 而是否进入心流状态影响着学生能否对技

术学习产生积极的情感投入遥然而袁以往的体育教学

相关研究中较少涉及心流体验袁 忽视学生在技术学

习过程中的流畅程度尧 目标完成度和活动控制感等

思维反馈袁从而使得体育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袁不利于

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遥因此袁检验沉浸体验的重要中

介作用为改善体育教学效果提供了新思路遥
由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可知袁与体育学习动机渊效

果量 35.80%冤相比袁心流体验渊效果量 9.47%冤在锻

炼自我效能感与技术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较

低遥心流体验产生的前提是个人技能与挑战的平衡袁
如果挑战超越个人技能袁个体会变得焦虑曰如果个人

技能开始超过挑战袁个体首先会放松袁紧接着会感到

无聊和厌倦遥 由于体育课这一学科的特殊性以及学

生身体素质的差异性袁 技能与挑战之间的关系在个

体间差异较大遥例如一项简单的运动任务袁在平时缺

乏体育锻炼的学生眼里可能极具挑战性袁 而对于擅

长运动的学生而言过于轻松袁 大脑的神经网络难以

得到有效激发袁无法引起其心理波动遥因此体育教学

内容难以与所有学生的技能感知相匹配袁 技能与挑

战的不平衡导致无法触发心流袁或许是心流体验在锻

炼自我效能感与技术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较低

的原因遥 而体育学习目的和需求的复杂性及多样性袁
导致了多种动机并存袁因此体育学习动机在锻炼自我

效能感与技术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较为明显遥

链式中介检验结果显示袁 体育学习动机和心流

体验除了独立在锻炼自我效能感与技术学习投入之

间起中介作用袁 体育学习动机还能通过影响心流体

验间接影响技术学习投入遥 有研究[37,53]指出袁动机越

强烈或越希望成功的个体会经历越多的心流体验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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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更积极地投入活动和任务中遥 经典 MEW 提出袁
自我效能感这一适应性认知能正向预测学习动机袁
而这一过程与内部动机尧 外部投入之间的关系密不

可分 [54]遥 但有学者 [55]认为 MEW 相关研究关于动机

与投入的影响因素探讨仅停留在个体特征层面袁缺
乏与学生课程经历的结合剖析袁 没有将学习投入视

为连接课堂和个人背景的生态系统遥 因此本研究的

链式中介结果提示袁 在内隐的动机状态对外显的投

入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中袁 心流体验这一个体状态

与课堂环境交互的结果发挥着关键作用袁 表现为锻

炼自我效能感正向预测体育学习动机袁 而心流体验

可通过深化和放大学生的体育学习动机袁 最终将其

转换为技术学习的活力和热情遥 该结果丰富了学习

投入理论袁拓宽了理论解释范围袁更为全面地揭示了

大学生体育学习投入的影响路径遥

大学生锻炼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体育课技术学

习投入曰 体育学习动机和心流体验在锻炼自我效能

感与技术学习投入之间分别起中介作用袁 且体育学

习动机要心流体验的链式中介作用亦达显著水平遥

渊1冤注重培养学生能力感袁增强运动技术学习信

心遥 重视大学生体育锻炼能力感的培养是促进其技

术学习投入的前提条件遥 体育教师应注意教学的层

次性和灵活性袁由简入难袁同时多鼓励学生进行技术

尝试袁引导学生逐步走向成功袁针对性地累积学生成

功体验遥 个体多次成功经验的积累有助于提高其锻

炼自我效能感袁 从而建立个体运动技术学习的高度

自信心遥
渊2冤促进学习动机内化袁重视积极反馈评价遥 体

育教师在课上多对学生的技术完成情况给予言语上

的鼓励袁 从满足能力感这一内部心理需要出发提升

学生的体育学习动机袁 是促进学生积极投入体育技

术学习的有效策略遥认知决定理论认为院具有控制感

的外部奖励倾向于降低内部动机曰 而当具有增强自

主感和能力感的正向语言反馈作为外部奖励时则将

增强内部动机 [56]遥因此袁提升学生在体育课中的积极

性和投入程度袁教师应避免反复强调例如学分成绩尧
逃避惩罚这种受他人控制的非自主需要袁 而应重视

对学生的运动能力及技能掌握情况进行积极的反馈

与评价遥
渊3冤优化师生课堂交互袁平衡能力与挑战遥 鉴于

心流体验在促进技术学习投入中的重要作用袁 体育

教师应通过调控相关心流前因促进心流体验的发

生袁并充分利用心流体验带来的高度专注尧享受感尧
控制感等积极结果袁提高学生体育技术学习效率遥具
体而言袁既要提高课堂掌控能力袁又要以学生为主重

视学生的情感体验遥 体育教学内容的安排应更多考

虑趣味性与互动性袁 最大限度引导学生进入心流状

态袁在学习中沉浸袁在沉浸中掌握遥另外袁运动技能的

挑战程度与学生的技能表现达到平衡是进入心流体

验状态的关键袁 根据学生的身体条件和体育基础等

方面的差异创设相应的任务十分有必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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