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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与学校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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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听障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凸显的现状，对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重庆、四川等省

（市）６所特殊教育学校２８１名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与学校幸福感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听障

中学生的体育锻炼处于较低水平；体育锻炼因学生类别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学校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学校幸福感因学生类别不同而具有差异性；体育锻炼与学校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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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２００６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全国
共有听力残疾２００４万人，占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的
２４１６％听力残疾的规模位居所调查的各类残疾的
第二位［１］。１７岁以下单纯听力残疾儿童２２１５万，
多重残疾中的听力残疾儿童３５９３万［２］。据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统计，到２０１０年末，我国各类残疾人总
数达８５０２万人，其中听力残疾人２０５４万，占全国

残疾人总数的２４％［３］。随着特殊教育事业的不断进

步，人们不仅关心听障学生的听力与言语康复训练，

其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更多的关注。研究表

明，聋生的心理问题总检出率为６７％，至少有一项
心理问题的比率为２２８％．上述数据表明：我国听
障儿童占残疾人总数的比例很大，且存在一定的心

理问题［４］。勾柏频［５］、简仲谦［６］等人的研究均表明

听障中学生存在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听障中学生

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



学校幸福感是指学生基于自定标准对其学校生

活的主观评价与体验［７］。学校是学生知识获取和素

养提升乃至人生观、价值观、人格形成的重要场所，

学校生活的主要目标就应该是帮助其获得幸福感，

促进其健康发展［８］。学校幸福感可以用来监测学生

在校心理健康状况［９］，学校幸福感的水平直接影响学

生的在校学习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以往研究表明，

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产生多与其学校幸福感的缺失

有关［１０］。田丽丽、张权权在研究中也提出中学生对

学校满意度的下降不利于中学生心理健康发展［１１］。

体育锻炼能够促进身体生长发育、强身健体，

还能够调节心理、促进自我认知的发展，有利于提

高中小学生幸福感［１２］。吴慧的研究发现中学生参

加体育锻炼有利于主观幸福感的提高［１３］。袁贵勇、

张美玲发现经常参与体育锻炼可以显著提高中学生

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促进身心健康发展［１４］。黄向

东发现在体育锻炼中，随着锻炼持续时间的延长，

其对高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情感维度的影响就越发

显著［１５］。由此可见，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学生的主

观幸福感。对于学生来说主观幸福感过于抽象，忽

略了学校因素和学校活动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而作

为全面反映学生学校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学校

幸福感，正逐渐成为主观幸福感研究领域的热

点［１６］。学校幸福感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子集，体育

锻炼和学校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为了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特殊教育学校中
听障中学生进行比较，笔者随机抽取重庆、四川、

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 （市）６所特殊教育
学校进行调查，每所学校随机发放调查问卷５０份，
共计发放问卷３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２８１份，回收
率为９３６７％．其中，男生 １２５人，女生 １５６人；
东部９４人，中部９６人，西部９１人；初中１５７人，
高中１２４人；独生子女４５人，非独生子女２３６人；
城市７６人，乡镇７５人，农村１３０人；轻度听障６３
人，重度１０９人，重度８２人，极重度２７人；参加
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的学生为１１３人，未参加过县
级以上体育比赛的学生为１６８人；获得过县级以上

体育比赛奖项的学生为８５人，未获得过县级以上
体育比赛奖项的学生为１９６人。

（二）研究工具

１体育锻炼等级量表
　　该量表由武汉体育学院梁德清等人修订，从体
育锻炼的强度、一次锻炼的时间及频率三个方面来

考察体育锻炼量，并以体育锻炼量来衡量体育锻炼

参与水平。体育锻炼的得分＝强度×（时间－１） ×
频率。每个方面各分５个等级，记分从１到５分。
体育锻炼量最高分为１００分，最低为０分。体育锻
炼量制定标准是：小锻炼量≤１９分，中等锻炼量
为２０～４２分，大锻炼量≥４３分［１７］。经检测，该量

表内部一致性信度α值为０７６４，ＫＭＯ值为０５０４，
信效度良好。

２学校幸福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万盼盼于２０１７年编制的 《小学生

学校幸福感调查问卷》［１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

改编，形成 《听障中学生学校幸福感量表》。该问

卷将学校幸福感划分为教学方式、课业学习、社会

性发展、自我效能感四个维度，共有 １６个题项。
经检验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α值为０８９８，ＫＭＯ
值为０８９２，信效度良好。

（三）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差异检
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

三、研究结果

（一）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总体情况及差异

检验

１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的总体情况
根据表１、表２可以看出：本次研究对象的锻

炼强度、锻炼时间低于中等水平 （Ｍ＝２７６＜３，
Ｍ＝２７１＜３），说明听障中学生的体育锻炼强度、
锻炼时间不容乐观。而体育锻炼频率在中等偏上水

平 （Ｍ＝３１６＞３），从总体上来看体育锻炼得分的
均值为１８７２分，低于２０分，说明听障中学生的
体育锻炼处于低等水平。调查对象中有７１９％的
学生体育锻炼处于小锻炼量阶段，同样说明听障中

学生的体育锻炼处于低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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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总体情况

变量及

维度
Ｎ 平均数

（Ｍ）
标准偏差

（ＳＤ）
最小值

（ｍｉｎ）
最大值

（ｍａｘ）

锻炼强度 ２８１ ２７６ １４０５ １ ５

锻炼频率 ２８１ ３１６ １３１２ １ ５

一次锻

炼时间
２８１ ２７１ １３０３ １ ５

体育锻

炼总分
２８１ １８７２ ２４４１４ ０ １００

表２　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量情况

体育锻炼量 频率 百分比／％

小锻炼量 ２０２ ７１９

中等锻炼量 ４０ １４２

大锻炼量 ３９ １３９

２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的差异分析
表３中数据说明，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情况在

性别、学校所在地、学段、不同听力障碍程度、是

否参加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是否获得过县级以上

体育比赛奖项上存在差异。

男生的锻炼强度、锻炼时间、锻炼频率和体育

锻炼高于女生；东部地区的锻炼频率高于中部、西

部，西部地区的锻炼时间高于东部和中部，西部地

区的体育锻炼高于东部和中部；初中的锻炼频率高

于高中；轻度听力障碍的锻炼时间长于其他程度；

极重度的体育锻炼强于其他程度；参加过县级以上

体育比赛的和获得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奖项的听障

中学生的锻炼强度、锻炼时间、体育锻炼强于未参

加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和未获得过县级以上体育比

赛奖项的学生。

表３　体育锻炼及各维度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表

变量 类别
锻炼强度

（Ｍ±ＳＤ）
锻炼频率

（Ｍ±ＳＤ）
一次锻炼时间

（Ｍ±ＳＤ）
体育锻炼总

（Ｍ±ＳＤ）

性别

男 （ｎ＝１２５） ３１９（１１５７） ３４０（１３６１） ３１９（１４１２） ２９０８（３０１７２）

女 （ｎ＝１５６） ２４１（１４８５） ２９６（１２３６） ２３２（１０６６） １０１２（１３１７７）

ｔ值 ４９０９ ２８５０ ５７１２ ６５２０

学校所在地

东部 （ｎ＝９４） ２７２（１４８４） ３５７（１４１０） ２５０（１３１８） １８１４（２６８２０）

中部 （ｎ＝９６） ２６７（１３７４） ２８２（１０２６） ２５５（１０７５） １３１７（１５３６４）

西部 （ｎ＝９１） ２９０（１３５９） ３０９（１３７２） ３１０（１４３０） ２５１８（２８０６４）

Ｆ值 ０７０１ ８４２３ ６１９７ ５５９０

事后检验 １＞２，１＞３ ３＞１，３＞２ ３＞１，３＞２

学段

初中 （ｎ＝１５７） ２８５（１３９７） ３３８（１３７５） ２６９（１３１４） １９９０（２５７５２）

高中 （ｎ＝１２４） ２６５（１４１４） ２８８（１１７３） ２７３（１２９５） １７２２（２２６２２）

ｔ值 １１４９ ３３０７ －０２５２ ０９１６

不同听力障碍程度

轻度 （ｎ＝６３） ２９０（１３７６） ３１１（１５０４） ３０８（１３６０） ２４６７（２８０４３）

中度 （ｎ＝１０９） ２６６（１３４２） ３２７（１２６７） ２４６（１１９０） １５２８（１９８９６）

重度 （ｎ＝８２） ２７８（１４９１） ２９９（１１８１） ２６８（１３１４） １６４６（２０９８５）

极重度 （ｎ＝２７） ２７８（１５０２） ３３７（１３９１） ２９６（１４００） ２５５９（３６４３１）

Ｆ值 ０４０９ ０９６９ ３４７８ ２９７８

事后检验 １＞２，３，４ ４＞１，２，３

是否参加过

县级以上

体育比赛

是 （ｎ＝１１３） ３２０（１２７６） ３２１（１３９８） ３３５（１３４８） ３０３４（３１２７２）

否 （ｎ＝１６８） ２４６（１４１４） ３１３（１２５３） ２２９（１０８４） １００９（１３８１３）

ｔ值 ４５５８ ０５３５ ６９７４ ６２１０

是否获得过

县级以上

体育比赛奖项

是 （ｎ＝８５） ３１４（１２８１） ３３２（１４４１） ３３２（１４４１） ３１５５（３２８２５）

否 （ｎ＝１９６） ２５９（１４２１） ３０８（１２４６） ２４４（１１４７） １２９３（１６６２８）

ｔ值 ３０８９ １３２７ ４９５０ ４９３３

　　注：１表中表示ｐ
"

００５，表中表示ｐ
"

００１；２事后检验中的１，２，３，４表示变量类别，如学校所在地的事
后检验中：１为东部，２为中部，３为西部。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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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听障中学生学校幸福感总体情况及差

异检验

１听障中学生学校幸福感的总体情况
由表４可以看出，教学方式、课业学习、社会

性发展、自我效能感、学校幸福感均高于平均水

平，表明听障中学生学校幸福感以及各个维度均高

于平均水平。由此可知，听障中学生有着较强的学

校幸福感。

表４　听障中学生学校幸福感总体情况
变量及

维度
Ｎ 平均数

（Ｍ）
标准偏差

（ＳＤ）
最小值

（ｍｉｎ）
最大值

（ｍａｘ）

教学方式 ２８１ １３６３ ３５６７ ６ ２０

课业学习 ２８１ １４００ ３４７４ ６ ２０

社会性

发展
２８１ １３９５ ３４６５ ６ ２０

自我

效能感
２８１ １２８１ ３７５５ ４ ２０

学校

幸福感
２８１ ５４４０ １１６１３ ２４ ７８

２听障中学生学校幸福感的差异分析
表５中数据说明，听障中学生学校幸福感情况

在不同锻炼量、性别、学校所在地、学段、不同听

力障碍程度、是否参加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是否

获得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奖项上存在差异。

大锻炼量的学生的教学方式、课业学习、社会

性发展、自我效能感、学校幸福感高于小锻炼量和

中等锻炼量；男生的课业学习、自我效能感和学校

幸福感高于女生；东部地区学生的教学方式、课业

学习、社会性发展、自我效能感、学校幸福感高于

中部和西部；初中生的课业学习、社会性发展、自

我效能感、学校幸福感高于高中生；轻度、中度的

教学方式、社会性发展、学校幸福感高于重度学

生；中度的课业学习、自我效能感高于重度学生；

参加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和获得过县级以上体育比

赛奖项的听障中学生的教学方式、自我效能感、学

校幸福感高于未参加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和未获得

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奖项的学生。

表５　学校幸福感及各维度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变量 类别
教学方式

（Ｍ±ＳＤ）
课业学习

（Ｍ±ＳＤ）
社会性发展

（Ｍ±ＳＤ）
自我效能感

（Ｍ±ＳＤ）
学校幸福感

（Ｍ±ＳＤ）

不同锻炼量

小锻炼量 （ｎ＝９４） １３０６（３５０２） １３４２（３３０８） １３５９（３３４９） １２２３（３７３４） ５２３０（１１１４５）

中等锻炼量 （ｎ＝９６） １３６５（３１７５） １５３５（３５９２） １４７０（３５９６） １４２０（３４８０） ５７９０（１０８１５）

大锻炼量 （ｎ＝９１） １６５４（２８４６） １５６４（３３６８） １５０８（３６４５） １４３８（３３７７） ６１６４（１１２５２）

Ｆ值 １７３７２ １０８９９ ４１８８ ９０４７ １３８６０

事后检验 １＜３，２＜３ １＜３，２＜３ １＜３，２＜３ １＜３，２＜３ １＜３，２＜３

性别

男 （ｎ＝１２５） １３９５（３７０２） １４６３（３４８２） １４３７（３３５６） １３７３（３５５９） ５６６９（１１５０２）

女 （ｎ＝１５６） １３３５（３４５１） １３５２（３４０７） １３６１（３５３２） １２０６（３７５６） ５２５４（１１４３６）

ｔ值 １３９７ ２６８１ １８３３ ３７９６ ３００６

学校所在地

东部 （ｎ＝９４） １４９８（３９９７） １５４５（３６００） １５５１（３７０９） １４３１（４０５６） ６０２４（１２７６４）

中部 （ｎ＝９６） １２６１（３１５７） １３３３（３３８９） １２９８（３１５９） １１７４（３６３４） ５０６７（１０５６０）

西部 （ｎ＝９１） １３３０（３０７１） １３２２（２９５８） １３３７（２９５４） １２４０（３０３３） ５２２９（８８５８）　

Ｆ值 １１８６３ １３２７８ １６１３２ １２９５６ ２０９９７

事后检验 １＞２，１＞３ １＞２，１＞３ １＞２，１＞３ １＞２，１＞３

学段

初中 （ｎ＝１５７） １３９１（３９４９） １４６１（３３６６） １４５２（３５４７） １３５７（４０８０） ５６６１（１２３３５）

高中 （ｎ＝１２４） １３２７（２９９１） １３２３（３４６９） １３２４（３２３４） １１８５（３０５３） ５１５９（９９９２）　

ｔ值 １５５７ ３３６１ ３１４１ ４０５６ ３７７１

不同听力

障碍程度

轻度 （ｎ＝６３） １４０６（３５０５） １４１５（３５０８） １４６２（３７０９） １３２２（３５２３） ５５２７（１２２１１）

中度 （ｎ＝１０９） １４０４（３８３４） １４６７（３２６６） １４４０（３１５９） １３６０（４０１４） ５６７１（１１９４８）

重度 （ｎ＝８２） １２６６（２７５９） １３０４（３４３７） １２８９（２９５４） １１８４（３５８１） ５０４３（９３２０）　

极重度 （ｎ＝２７） １３８９（４３２６） １４０５（３８３０） １３８１（２９５４） １２５４（３０８０） ５５０７（１２６０６）

Ｆ值 ２９１７ ３５６８ ４１０８ ３７３４ ４９８５

事后检验 １＞３，２＞３ ２＞３ １＞３，２＞３ ２＞３ １＞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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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变量 类别
教学方式

（Ｍ±ＳＤ）
课业学习

（Ｍ±ＳＤ）
社会性发展

（Ｍ±ＳＤ）
自我效能感

（Ｍ±ＳＤ）
学校幸福感

（Ｍ±ＳＤ）

是否参加过

县级以上

体育比赛

是 （ｎ＝４５） １４２２（３６０７） １４４０（３４３４） １４０７（３３８３） １３５８（３６６１） ５６２７（１１５８８）

否 （ｎ＝２３６） １３２３（３４９３） １３７４（３４８５） １３８８（３５２８） １２２９（３７３９） ５３１３（１１４９３）

ｔ值 ２３１１ １５６６ ０４６４ ２８６５ ２２４１

是否获得过

县级以上

体育比赛奖项

是 （ｎ＝８５） １４４８（３４４１） １４６３（３４５３） １４５０（３４０３） １４１０（３９２６） ５７７０（１１９４２）

否 （ｎ＝１９６） １３２５（３５７０） １３７４（３４６４） １３７１（３４７９） １２２４（３５５１） ５２９５（１１２２４）

ｔ值 ２６６２ １９６３ １７５４ ３７１７ ３１８５

　　 （三）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和学校幸福感的

关系分析

１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和学校幸福感的相关
关系

运用肯德尔相关分析得出相关系数表，如表６
中所示。结果表明，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及各个维

度与学校幸福感及各个维度之间基本都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

２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和学校幸福感的回归关系
分别以体育锻炼、锻炼强度、锻炼频率、锻炼

时间为自变量，学校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

归分析，结果见表７。体育锻炼能够显著的预测学
校幸福感，预测公式为学校幸福感 ＝０３３３体育
锻炼＋５１４２９。

表６　体育锻炼与学校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变量及维度 锻炼强度 锻炼频率 锻炼时间 体育锻炼 教学方式 课业学习 社会性发展 自我效能感 学校幸福感

锻炼强度 １０００
锻炼频率 ００４６ １０００
锻炼时间 ０４０３ ０１８４ １０００
体育锻炼总 ０５８７ ０４３３ ０８０５ １０００
教学方式 ０２９９ ０１２５ ０２３０ ０３５０ １０００
课业学习 ０１３９ ０１６４ ０２５９ ０２９３ ０５７３ １０００
社会性发展 ０１７４ ０１９３ ００８６ ０１９１ ０４９９ ０６３０ １０００
自我效能感 ０２２１ ０１９４ ０１７３ ０２５１ ０４４８ ０５７０ ０５９２ １０００
学校幸福感 ０２５７ ０２０８ ０２３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７２ ０８４７ ０８３１ ０８０８ １０００

表７　体育锻炼及各维度与学校幸福感的回归关系

模型 回归系数Ｂ 标准回归系数β ｔ ｐ Ｆ Ｒ Ｒ２

常量 ５１４２９ ６２３２７ ００００
体育锻炼 ０１５８ ０３３３ ５９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４８１３ ０３３３ ０１１１
常量 ４８５３５ ３２７７２ ００００

锻炼强度 ２１２２ ０２５７ ４４３８ ００００ １９６９５ ０２５７ ００６６
常量 ４８５８２ ２７３９３ ００００

锻炼频率 １８３９ ０２０８ ３５４８ ００００ １２５８７ ０２０８ ００４３
常量 ４８８３６ ３１２７７ ００００

锻炼时间 ２０５０ ０２３０ ３９４９ ００００ １５５９１ ０２３０ ００５３

四、讨论与分析

（一）关于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情况及差异性

听障中学生锻炼强度和锻炼时间均低于平均水

平，锻炼频率略高于平均水平；绝大多数的听障中

学生处于小锻炼量阶段。刘洋的研究同样发现中学

生的体育锻炼处于较低水平［１９］。

听障中学生的体育锻炼在不同性别、学校所在

地区、学段、听力障碍程度、是否参加过县级以上

体育比赛、是否获得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的奖项上

存在显著差异。（１）性别方面：男性听障中学生的
锻炼强度、锻炼频率、锻炼时间、体育锻炼总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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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女性听障中学生。付道领在其研究中也发现男

生比女生参与更多的体育锻炼［２０］。（２）学校所在地
区方面：东部学校的听障中学生的锻炼频率高于中

部和西部学校的听障中学生，而西部学校的听障中

学生的锻炼时间和体育锻炼总分则高于东部和中部

的学生，这和笔者的观察结果相吻合。西部学校下

午下课时间比较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

行体育锻炼，所以锻炼时间和体育锻炼量高于其他

两个地区的学生；而东部学校中每天都有固定的大

课间活动时间，所以锻炼频率高于其他两个地区的

学生。（３）学段方面：初中的听障中学生的锻炼频
率显著高于高中的听障中学生，刘洋在其研究中也

同样发现初中生锻炼时间、锻炼频数明显好于高中

生［２１］。这可能是因为进入高中阶段，课业压力不断

增加，听障高中生没有大量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

导致体育锻炼频率较低。 （４）听力障碍程度方面：
轻度的听障中学生锻炼时间长于其他障碍程度的学

生。可能是因为轻度听障学生和普通学生更加相似，

心理上处于更加乐观积极的状态，而中度、重度或

者更加严重的听障中学生由于和健听人群在听力方

面有更大的差异，内心可能比较闭塞，不乐于参与

体育锻炼。这和张海丛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２２］。

（５）是否参加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方面：参加过县
级以上体育比赛的听障中学生的锻炼强度、锻炼时

间、体育锻炼均高于没有参加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

的学生，这可能是因为参与县级以上的比赛，为了

取得更好的成绩需要不断进行体育训练。（６）是否
获得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的奖项方面：获得过县级

以上体育比赛奖项的学生的锻炼强度、锻炼时间、

体育锻炼均高于没有获得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奖项

的学生，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肯定离不开辛苦的训

练，所以锻炼强度、锻炼时间、体育锻炼的值都

要高。

（二）关于听障中学生学校幸福感情况及差

异性

听障中学生的学校幸福感以及各个维度的值皆

高于平均水平，说明听障中学生学校幸福感的总体

情况较好。田丽丽、张权权通过调查也发现中学生

具有较高的学校幸福感［１１］。李蕾的研究同样表明

高中生具有较高的学校幸福感［２３］。

听障中学生的学校幸福感在锻炼量、性别、学

校所在地区、学段、听力障碍程度、是否参加过县

级以上体育比赛、是否获得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的

奖项上存在显著差异。 （１）锻炼量方面：大锻炼
量的听障中学生在学校幸福感以及各个维度上均高

于小锻炼、中等锻炼量的学生，随着锻炼程度不断

增加，听障中学生的学校幸福感不断增加。吴慧在

其研究中同样也发现中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有利于幸

福感的提高［２４］。（２）性别方面：男生在课业学习
和学校幸福感方面均高于女生。这和谢晨的研究结

果不同［２５］。这可能是因为初中、高中的课业学习

较难，男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比女生稍好，容易取得

较好的成绩。男生经常被老师委派一些任务，更容

易得到老师的表扬等。 （３）学校所在地区方面：
东部地区的学生在教学方式、课业学习、社会性发

展、自我效能感、学校幸福感方面都高于中部和西

部的学生。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特殊教育发展水

平较快，总体高于中部和西部，学校配套条件更

好、教师更加注重听障学生的需求，所以学生体现

出较高的学习幸福感。 （４）学段方面：初中学段
的听障中学生在课业学习、社会性发展、自我效能

感、学校幸福感方面均高于高中学段的听障中学

生。田丽丽的研究也表明，中学生的学校幸福感随

年级增高而降低；年级对高中生学校幸福感具有显

著影响［７］。（５）听力障碍程度方面：重度听障的
学生在学校幸福感各方面低于轻度、中度的学生。

这可能是由于自身听力障碍程度导致认知水平发展

滞后［２６］，学业水平较差，在学校中体会不到较高

的学校幸福感，而极重度的听障中学生可能由于听

力损失程度太高，老师对其关注度增加，所以其学

校幸福感高于重度的学生。 （６）是否参加过县级
以上体育比赛方面：参加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的听

障中学生在教学方式、自我效能感、学校幸福感方

面均高于未参加过的学生，这可能是因为参加过县

级以上比赛的学生更容易得到老师的关注，因此表

现出较高的幸福感。 （７）是否获得过县级以上体
育比赛奖项方面：获得过县级以上体育比赛的奖项

的听障中学生在教学方式、自我效能感、学校幸福

感方面均高于未获得过奖项的学生，这可能是因为

获得过县级以上比赛奖项的学生比没获得过奖项的

学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体现出较高的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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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与学校幸福感的关系

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及各个维度与学校幸福感

及各个维度之间基本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体

育锻炼与学校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体育锻炼和学校幸福感之间具有较强的因果关系，

体育锻炼能够显著地预测学校幸福感，预测公式为

学校满意度 ＝０３３３体育锻炼 ＋５１４２９。考虑到
学校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与前人的研究结

果相符［２７－２８］。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处

于较低水平；体育锻炼因学生类别不同而具有差异

性；听障中学生学校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学

校幸福感因学生类别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听障中学

生的体育锻炼与学校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和较强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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