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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广元市四县三区４００名９～１２岁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行为重构、有利比较、免责任化、结
果扭曲、非人性化、责备归因等六个维度设计问卷进行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法。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

体育道德推脱水平较高，在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学生干部等方面差异显著。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加大农村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良好品德发展概况、进程关注力度，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来培养农村留守儿童社会责任感和亲社会行为，

通过对“体育道德推脱”理论与实证研究，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提升其道德发展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

持，同时为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水平发展建构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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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随着中国社会体制变革与经济发展模式转

变，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在中国农村这片辽

阔土地上出现一个特殊人群，即“农村留守儿

童”。他们长期远离父母，大多进行隔代教育，亲

情缺失，家庭教育滞后，从而导致农村留守儿童道

德发展中出现诸多问题，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

重影响和后果。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的意见》，强调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都应参与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各项工作；

落实与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各项关爱、服务体系；建

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与保护机制。人们在关

注留守儿童时大多停留在“农村留守儿童”的保

护和帮扶工作上，通过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献和

ＣＮＫＩ中的关键词检索发现：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主要涉及心理学、社会学、

人口学等学科领域，对“农村留守儿童”不道德行

为的发生只是停留在道德教育层面，对他们的

“不道德行为”的缘由、发生机制未见有深入探讨

与研究，体育运动领域尤为罕见。美国心理学家

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８６）从认知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
“道德推脱”概念，试图通过此概念来解释不道德

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并对儿童这些不道德行为

进行研究和发生机制的探讨，认为个体在违背其

自我内在道德标准和价值的情况下，为了逃脱自

我制裁而产生的一种错误认知倾向，体育道德推

脱通常以弱化亲社会性与自我谴责来促进不道德

行为的发生［１］。Ｂｏａｒｌｅｙ首先提出了“体育道德推
脱”的概念，把道德推脱研究应用到体育运动心

理学的领域，使道德推脱的理论应用得到推广和

发展，丰富和完善了理论研究体系。之后佩尔顿

（Ｐｅｌｔｏｎｅｔａｌ）等人通过对少年儿童的深入观察研
究发现：攻击性与过错行为与体育道德水平呈正

相关，在积极的德育方式与孩子过错行为中间起

到了某种调节作用［２］。帕西埃罗（Ｐａｃｉｅｌｌｏｅｔａｌ）等
人通过观察大量研究样本发现：体育道德推脱水

平越高的青少年在晚期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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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社会行为［３］。国内也有大量专家学者对体

育道德推脱与不道德行为之间关系进行深入、广

泛的探讨与研究。杨继平、王超、王栋、陈作松等

人在研究少年儿童与父母冲突及攻击性行为时发

现：道德判断与道德推理在少年儿童体育道德推

脱和不道德行为之间起到重要调节作用［４］，同时

这一调节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加强了儿童

的道德认同感［５］。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体育道

德推脱水平与儿童的不道德行为的发生较早引起

了专家和学者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热点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目前国内外研究体育道德推

脱与不道德行为发生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都是

大众普通儿童，对于中国“二元体制”特殊的教

育、生活环境下形成的独特人群———农村留守儿

童研究则曾未涉及到。因此本研究试图以班杜拉

的道德推逃脱理论为基础，依据农村留守儿童认

知特点和实际情况，参照催神州、王栋等学者编制

“体育道德推脱问卷”，设计符合我国农村留守儿

童的“体育道德推脱问卷”，通过请教相关专家学

者审阅、检验，一致认为此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以此来调查、研究当前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道德

推脱现状，检验本研究与国内外各位专家学者对

普通儿童各维度研究是否具有一致性。因此，本

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理论上

来看可以为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庭开展德育工

作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与视角；从实践意义上来看，

通过理论研究，根据不道德行为发生机制与体育

道德推脱之间关系，对农村留守儿童品德教育实

施更为有针对性、有效干预，提高农村留守儿童道

德认同感、道德判断与认知能力［６］，促进农村留

守儿童道德水平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广元市４县３区镇小３～６年级，
年龄９～１２岁的农村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共发
放问卷 ４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 ３５３份，有效率为
８８．２５％，并对其进行效度与信度检验（如表１）。
２．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班杜拉道德推脱学说为理论基础，

采用王栋、崔神州等专家学者于２０１４年修订２６
条目６因素中文版“体育道德推脱问卷”作为研
究工具，该问卷经过检验具有良好信效度。问卷

包括六个维度、２６条目，即道德辩护、责任转移、

非人性化、结果扭曲、有利比较、委婉标签。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７点计分法，１—完全不同意，７—完全同意，
正向计分，总分越高表明儿童体育道德推脱水平

越高，将获得有效数据输入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数据
处理。

表１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统计表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１７３ ４９．００

女 １８０ ５１．００

年 级

三年级 １２７ ３５．９７

四年级 １１５ ３２．５８

五年级 １１１ ３１．４５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２１１ ５９．７８

否 １４２ ４０．２２

是否学生干部
是 １３５ ３８．４２

否 ２１８ ６１．５８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道德推脱总分的性别

差异

通过表２数据分析得出：均值 ｔ在男女生之
间已经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由此表明农村留守

儿童在体育活动中对不道德事件进行体育道德推

脱性别差异十分显著。男生高出女生２．３３点，数
据充分说明男生体育道德推脱水平高于女生。

表２　体育道德推脱总分的性别差异

性别 人数 均值 ＳＤ ｔ

男 １７３ ６９．１ １５．２３ ３．０３２

女 １８０ ６４．８ １２．９０

３．２　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道德推脱各维度性别差
异分析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行为重构、有利比较、结
果扭曲、非性人化４个维度上，男女留守儿童体育
道德推脱均值ｔ差异显著，在得分方面，男童高于
女童。说明，在这４个维度上，男女童对体育不道
德事件进行推脱时差异显著，也充分说明男童体

育道德推脱水平显著高于女童。在责备归因、有

利比较这２个维度上，男女童体育道德推脱差异ｔ
值差异不显著，虽然男童得分高于女童，但从统计

学的角度看，没有绝对意义。

３．３　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道德推脱得分在年级上
的比较

从表４分析可以得出：三、四、五３个年级体
育道德推脱方差比较，各年级之间的差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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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表３　各维度性别差异分析

维度 性别 人数 均值 ＳＤ ｔ

行为重构
男 １７３ １１．２１ ３．５１ ２．９１２

女 １８０ １０．１１ ３．２２

有利比较
男 １７３ ５．９８ ２．０４

女 １８０ ５．７１ ２．０６ １．３２７

免责任化
男 １７３ ８．９４ ３．１１

女 １８０ ８．９１ ２．９１ ０．０９８

结果扭曲
男 １７３ ７．７８ ２．７８ ４．０３２

女 １８０ ６．７２ ２．２３

非性人化
男 １７３ ７．９２ ２．６１ ２．７６３

女 １８０ ７．１５ ２．５７

责备归因
男 １７３ ９．７７ ２．８８ １．８６９

女 １８０ ９．２２ ２．７１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４　体育道德推脱得分在年级上的比较

组间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ｓｉｇ

４１４０．４７ ６ ６９０．０７８ ３．５４２ ０．００２１

３．４　农村留守儿童各年级体育道德推脱得分多
重比较分析

由表５可以看出：把各年级农村留守儿童体
育道德推脱得分均值进行有效比较，四年级得分

均值较高，并且各年级均分值都达到了显著差异，

并且具有较为有效的统计学意义。在其他各年级

的成对比较中，均值各年级差异不显著，由此可以

得出农村留守儿童在各年级、各年龄段并未出现

十分明显的线性增减现象，表明该类儿童在此阶

段道德认知、体育道德推脱水平处于一个相对稳

定的阶段。

表５　各年级体育道德推脱得分多重比较分析

比较年级 其他维度 均值差 Ｐ

三年级 四年级 －７．１１ ０．０１５

五年级 ２．６８ ０．４１７

六年级 －０．５１ ０．８７３

四年级 五年级 ９．７８ ０．００２

六年级 ６．６１ ０．０１６

五年级 六年级 －３．１８ ０．３１４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５　农村留守儿童是否学生干部在体育道德推
脱各维度均值比较

从表６可知：责任推脱、结果扭曲在是否为学
生干部上差异显著，身份为非学生干部的留守儿

童体育道德推脱水平高于学生干部，在其他四个

维度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学生干

部一般都是由一些成绩与品德较好的学生担任，

个体道德认知、道德认同得到内化，平时工作比别

的同学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是非观和责任心等

优良品质得到培养，因此学生干部体育道德推脱

水平低于非学生干部。

表６　是否学生干部在体育道德推脱各维度均值比较

维度
干部（ｎ＝１３５）

Ｍ ＳＤ

非干部（ｎ＝２８６）

Ｍ ＳＤ
ｔ检验

行为重构 １６．７９６ ５．０６１ １６．４８０ ５．１７５ ０．８４６

有利比较 １７．４４８ ４．０３６ １７．６８８ ３．６９４ －０．８７６

免责任化 ８．７５２ ３．０５８ １０．１２８ ２．８５６ －２．２５３

结果扭曲 １６．５８８ ４．０２７ １６．６８７ ３．６９１ －２．２４６

非性人化 ９．７８６ ３．０４６ ９．９８５ ２．８５２ －１．１３４

责备归因 ９．８９２ ２．４９８ ９．１４１ ２．３４８ －１．１４６

总分 ７９．２６２ ２２．２０８ ８０．１９０ ２０．６１６ －６．８０９

４　研究结果分析
４．１　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道德推脱性别差异分析

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道德推脱水平差异性检验

表明：体育道德推脱水平在性别上存在十分显著

差异，男童体育道德推脱水平远远高于女童，这与

卢永兰、班杜拉、祝大鹏等学者研究结论一致。为

了研究体育道德推脱水平在各维度上的差异，为

此对农村留守儿童体育推脱水平各维度的检验，

结果表明：六个维度中，在行为重构、有利比较、结

果扭曲、非性人化四个维度上男女童差异显著，这

表明男童更多地采用了行为重构、有利比较、结果

扭曲、非性人化对自己不道德行为进行推脱，以此

来减轻自己内心内疚、痛苦［７］，寻求内心平衡，分

析根本原因，男童道德认同水平低于女童有关，道

德认同水平越高，道德范式就会更加趋近于个体

认知道德标准［８］，从而降低、阻止体育道德推脱

发生的可能性。

４．２　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道德推脱年级差别讨论
分析

各年级体育道德推脱得分均值比较分析，我

们比较容易发现体育道德推脱得分各年级差异显

著。通过多重比较发现小学四年级段得分水平明

显高于其他年级。其他年级的配对比较分析中，

五、六年级段均值已经达到较为显著水平，这与该

阶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有极其相关性。五、六年

级学生即将进入青春期，思维较为活跃、认知能力

得到良好的发展，较为有自己的思维和见解，如果

该阶段儿童缺乏必要的监管与正确引导，道德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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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水平没朝着正确人生观、价值观方向发展，再加

之亲情缺失、缺乏正确引导、隔代教育弊端等因

素，因此在五、六年级体育道德水平容易出现极化

现象［９］。这与国外相关研究已经证实的随着年

龄增长，其道德水平会出现明显下降趋势的结论

不一致。这也就是说，我们也就儿童体育道德推

脱水平应该是分段、分区域、分教育环境的情况下

进行的，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变量对体育道德推脱

水平影响，不能一味地认为年龄与体育道德推脱

水平呈负相关。

４．３　农村留守儿童是否学生干部在体育道德推
脱各维度分析

农村留守儿童是否为学生干部这一影响因素

直接反映出体育道德推脱水平的高低。在六个维

度差异性较大的是免责任化、结果扭曲，其余维度

差异不是很显著，这跟个体道德标准内化程度有

较大的关系。学生干部平时在班级管理中和教师

对接较多，教师人格魅力潜移默化直接影响学生

干部，使他们道德判断与道德推理能力得到较好

发展，逐渐趋近于一种比较稳定标准道德范式，与

道德标准一起内化到他们的道德价值观体系中去

了，从而增强了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和责任

感［１０］，降低了他们在体育活动中的不道德行为发

生和体育道德推脱水平。

５　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道德推脱”干预策
略的建构

通过问卷调查分别从性别、年级、各年级得

分、是否学生干部的维度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我

市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道德推脱”水平较高，反映

了农村留守儿童道德判断标准和道德认同水平与

体育社会伦理标准存在较大差距，不道德行为在

体育运动中存在较大发生的可能性。在体育运动

中经常出现和队友争执、打架、比赛为了胜利作

弊、不遵守裁判规则、顶撞裁判、故意伤害对手、装

腔作势、嘲笑队友等不道德行为。他们／她们为了
减轻自己内心痛苦与自责，寻求内心的平衡，必将

自己不道德行为重建为道德行为，将不道德行为

后果进行扭曲、减轻或者忽视，从而达到减轻受害

者的认同感的目的，导致这些儿童自律机制的失

控。当信念与自律行为不能通过自律保持一致

时，认知失调的紧张便会产生，不愉快的体验则会

随之而来，于是“体育道德推脱”就产生了［１１］。

根据以上体育道德推脱产生的心理机制，我们教

育工作者，特别是体育工作者应该从德育校本课

程建设、留守儿童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团队协作

精神，心里活动方案干预等不同视角对留守儿童

不道德行为发生实施干预，使其朝着良性、健康的

方向发展。

６　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道德推脱”干预
策略

６．１　积极构建基于体育道德观德育训练课
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道德观经常会影响他们对

不道德事件的理解、判断和看法。尤其是这些儿

童价值观一旦形成，就表现出一种较为稳定的特

性，外部环境和外部影响力量很难使其发生相应

正向改变。在当前这个物欲横流、价值观扭曲的

转型年代，经济成分和价值利益影响留守儿童对

事物正确的判断和理解，严重地影响他们价值取

向和价值标准，这就给我们的德育工作带来相当

大的阻力和难度。因此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要积

极构建良好德育训练环境，充分发挥体育教学的

教育与德育功能，体育训练、教学不仅要传授运动

技术与技能，更要重视与开发、融合与渗透德育思

想；出现不道德行为，教师要引导学生对不道德事

件进行正确归因，加强归因理论学习与交流，分析

不道德行为产生的原因，要切实把团体发展与个

体强化矫正有机结合，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对体育

不道德行为进行正确归因，从而降低体育道德推

脱水平。

６．２　培养农村留守儿童体育特质社会价值取向
我们在对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道德品质教育

时，应该将正确、健康、向上的社会价值取向内化

成他们个体内在需要。社会价值取向有利于培养

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道德层次，自我价值取向不利

于提升道德层次。以此，德育工作者、体育教师如

何塑造、提升他们的目标价值取向成为当前体育

道德教育重难点与核心问题。在体育运动中，体

育教师、教练员应采取适宜心理干预策略，塑造良

好的特质运动情景，去影响和干预农村留守儿童

体育道德价值目标取向的特质，培养他们的集体

主义观念和团队合作意识，而不是以个人价值取

向为中心，强调个人在体育运动中的表现与作用，

从而减少体育运动的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６．３　建构特殊情景，培养与提高农村留守儿童体
育运动团队潜意识

体育教师在日常体育教学实践活动中，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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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教案设计、教育教学手段和方法创新，采用移情

训练干预方法，有意识创编与开发培养农村留守

儿童团队合作意识与精神的游戏，构建与之相适

应特质运动环境，诱导与感染他们，使之产生情感

共鸣，提升他们体育道德认知能力与道德认同

感［１２］。团队活动时，内部要塑造一种公平、公正

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客观公正地认可团队成员的

表现，使这种积极向上的行为得到大家默许与赞

同。当他们在体育运动中出现不道德行为时，体

育教师要及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矫正、点评，分析

此种行为弊端及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和严重后

果，从而在团队中使合符体育道德的行为得到发

展，形成一种正面的道德与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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