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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存在心理学视角分析了大学生存在感偏差的各种现象及其成因，并从体育学角度探讨了大学生存在感偏
差的体育修复路径。通过编制《大学生存在感偏差测评量表》对中南大学４０９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得出了大学生中检出
存在感偏差的大学生为３９人，检出率为９．７８％，且存在感偏差程度差异明显；通过对有存在感偏差的大学生实施体育修
复方案后，量表各维度均值得分都有所下降，其中参与维度与焦虑维度的体育修复效果呈显著性差异；再者，存在感偏差

程度与修复效果呈反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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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当下，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社会竞争异常激烈，尤其在社会全面转型关键期，个人为了在社会竞争

中赢得优势，或许难以很好地适应竞争激烈的市场化社会，个体往往会主动或被动地忽视对心灵的自我

反思与审视，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个体异化的价值取向，如当下盛行的拜金主义、及时行乐、个人至上等社

会现象。其次，近１０年来大学生就业难亦成为社会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当代大学生思考自我存
在的原因与价值的时间和空间，使大学生迷失在追求人生意义的道路上。再次，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

信息的覆盖，以及ＱＱ、微信、陌陌、微博等社交通信工具，许多大学生选择了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表达
自我，转变了存在心理学所说的自我世界与人际世界及周围世界的辩证依存的联系方式，这种方式更容

易引发大学生存在感的偏差，衍生焦虑、抑郁、孤独等不良心理。时下流行的“手机依赖症”“信息恐惧

症”等不良心理症状，就是现实的印证。最后，大学阶段是个体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大学生心理水平迅

速走向成熟而又未完全成熟，大学生的人格也未稳定与完善，在庞大的社会机构、知识信息和社会竞争

中，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感到压力大、心有余而力不足等，让他们陷入多重的内心矛盾之中，导致大学生产

生一系列心理问题，如学业焦虑、人际关系紧张、情感疏离，甚至消极堕落、轻生等。这一系列的心理健

康问题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难以负载。与此同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定位却被“边缘化”，心理救

济的手段和方式乃至运行机制体制都与实发现象不合拍，饱受诟病。

存在心理学理论认为，“存在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身心健康是个体全面发展的基础，现代人

的心理疾病一般不是由本能压抑所造成，而是因为缺失了自己的存在感［１］，因此存在感不仅是自我发

展的先决条件，也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必要条件［２］。存在感是人对自己存在的体验，它可以使人的各种

经验得到整合，把人的存在连结为一个整体，并存在于周围世界，存在于人际世界，存在于自我世界，人

在自我世界的基础上携手与周围世界、人际世界共进，这里自我世界是前提，人际世界为条件，个体的存

在不能脱离社会和他人的影响，在充分理清自己和外在世界的辩证关系后，个体的心理才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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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３］。

鉴于此，受目前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的各种路径研究及其实践成果的启发，本研究试图借存在

心理学理论为分析依据，以体育活动为自变量，以存在感为因变量，探讨运用体育修复大学生存在感偏

差的可行与可能，强化个体存在感而促进心理健康发展为终极目的，并希冀研究能引发更广泛的后继

研究。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被试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原则，从某某大学某学院选择生源来源广泛、家庭环境差异比较大的８个班级
学生共４０９人作为抽样对象；以其中某个班作为研究参照对象；采用自行编制的《大学生存在感偏差测
评量表》进行筛选。

２．２　测量工具
１）《大学生存在感评价量表》的编制。笔者整合了近２０年有关“存在感”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成

果，针对个体“存在感偏差”产生后一些内隐的不良心理与外显的不良行为特征，结合访谈中的重要信

息，构思设计了６个一级指标和４６个二级指标来反映概念所表达的内涵。然后采用特尔菲法设计专家
调查表，通过３轮调查实施并修改最后形成“独立性、自我肯定、参与感、觉知、自我意识、焦虑”等６个
一级指标和３０个具体的二级指标。信效度检验结果为：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信度在０．３３４９～０．６５６４
之间，同质信度在０．５２７１～０．８０３６之间，分半信度在０．５７４６～０．８０６９之间，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均
达到心理学量表可接受的水平。该量表采用５点量表反向记分的形式，１－５分别代表“完全符合”－
“完全不符合”，被测试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１和５之间选择一个正确的数字，该数字即代表该项
目的得分，将所有项目得分相加，得到被测试者的总分。总分≥８０为存在感轻度偏差，总分≥１００分之
间为存在感中度偏差，总分≥１２０分为严重偏差。
２）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本研究采用沈德立编制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作为测量工

具［４］，本量表是教育部《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课题组开发设计的，在修正传统 ＳＣＬ－９０量表的基
础上特地针对中国大学生而为的，具有更强的群体针对性和文化适应性，研究结果更可靠。此量表主要

是从另一个视角佐证体育修复存在感偏差效果。

３）运用自行设计的《大学生存在感偏差体育修复效果评价问卷》对３９名被试学生进行追踪回溯调
查，该问卷主要从自我核心、参与感、人际关系处理、攻击、焦虑缓解等方面对被试进行评价。问卷在２
周后的重测信度为０．７５，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均达到统计学要求。
２．３　研究设计

依据本研究构思，研究程序将沿“测量（前测）—体育活动—后测”线路依次将三个阶段实施完成。

第一步：在实施体育修复方案前，进行《大学生存在感偏差测评量表》《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测评；

第二步：对实验被试依次实施体育修复，每完成一个阶段的体育修复方案后对被试再行施测，收集数据

进行统计学分析。

借鉴前人对体育促进心理健康的研究成果，选取了瑜伽活动、篮球活动、户外拓展活动，构成体育修

复大学生存在感偏差的体育修复活动项目。

在体育修复方案实施方面，首先，重点考虑参与者的组织和安全工作。其次，控制练习强度和操作

人员。体育学研究表明：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能改善焦虑、抑郁、紧张和疲劳等情绪状态［５］。实施体育

修复方案由固定的两位课题组成员组织开展，控制在中等强度，且每次体育干预活动的时间均固定为

６０分钟。最后，将体育修复方案分为三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瑜伽活动，第二阶段为篮球活动，第三
阶段为户外拓展活动。每个阶段持续时间为５周，每周３次，整个体育修复周期为１５周，４５次体育活
动。具体内容安排见表１。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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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体育修复方案内容与实施一览表

阶段 干预项目 形式 内容 周期

一 瑜伽 课外

（１）瑜伽视频展示

（２）瑜伽动作练习

（３）总结分享—冥想（超脱）的意义？

５周／１５次

二 篮球 课外

（１）趣味投篮比赛

（２）运球接力往返跑

（３）篮球竞技视频播放

（４）篮球分组对抗比赛

（５）总结分享—你体验了什么？

５周／１５次

三 户外拓展项目 课外

（１）户外运动视频展示

（２）户外徒步、露营

（３）团队凝聚力拓展

（４）总结分享—我为什么赢？

５周／１５次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体育修复前大学生存在感偏差和心理健康水平情况分析

研究表明，体育修复前被试存在感偏差各维度得分均值比较集中，独立性、自我肯定、觉知维度都处

于３．６左右。但是参与感、焦虑维度较为突出，超过４．０。
经实验了解到，体育修复前被试心理健康水平均值都比常模水平偏高，躯体化、自卑、攻击、性心理、

强迫和精神病倾向相对突出，其实验较常规值都超出０．２，特别是躯体化，达到０．４２。
从数据统计中（表略）可以发现大学生存在感偏差量表各个维度与中国大学生适应的总量表和分

量表之间均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大学生存在感偏差越大，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

３．２　体育修复大学生存在感偏差总体效果分析
通过１５周的体育活动或锻炼，《大学生存在感偏差测评量表》中参与、焦虑经过体育修复后呈显著

性差异，其他维度均值得分都有所下降，但不呈显著性差异。

经体育修复，样本的心理健康水平亦成总体良好趋势，其中躯体化、焦虑、强迫、依赖和冲动的指标

下降较明显，基本接近常模水平。

３．３　体育修复大学生不同程度存在感偏差效益分析
体育修复前被试测评结果表各维度得分均值比较集中，存在感偏差的被试各维度得分均值集中在

２．５－３．０之间，其中自我肯定较为突出，其 Ｍ值达到２．９３；存在感中度偏差的被试各维度得分均值集
中在３．０－４．０之间，其中参与较为突出，其Ｍ值达到３．９５；存在感严重偏差的被试各维度得分均值集
中在４．０－５．０之间，其中参与、焦虑较为突出，其Ｍ值达到４．９５。

存在感轻度偏差的被试经过体育修复，各维度均值得分均有降低，自我肯定、参与感、自我意识、焦

虑等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参与感、焦虑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存在感中度偏差的被试在体育修复后，

各维度均值得分均有降低，参与、焦虑存在显著性差异。存在感严重偏差的被试经过体育修复后，各维

度均值得分均有降低，但测评量各维度体育修复前后得分均值分析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３．４　体育修复大学生存在感偏差的自我评价结果分析
运用自行设计的《大学生存在感偏差体育修复效果评价问卷》发放给部分被试大学生进行调查，并

征询学工辅导员对学生的总体印象，结果表明：体育修复行为结束后，其中对照组李 ××、周 ××、王 ×
×、冯××等多位被试在自我核心、参与感、人际关系处理、攻击、焦虑缓解等方面得到了积极正面的肯
定；同时，在追踪这几位学生的心理健康问卷量表时也发现，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测试也得到了程度不

一的提升，进一步证明了体育修复大学生存在感偏差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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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与分析
４．１　体育修复存在感偏差的可能与可行性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现代人生存的困境在于存在感缺失。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身不

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存在本质，反而会使人不能很好地整合自己的原始生命力。过分依赖现代技术的

发展，不仅不能很好地激发自己的潜能，甚至会扭曲自我世界、周围世界与人际世界的辩证依存关

系［６］。罗洛·梅在总结前人探求人性的哲学理论解释人的心理现象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存在心理

学心理治疗体系，并提出了治疗的原则和方法，即把握人生于世的３个世界图景；抽象概括了人存在的
６个特征；提出治疗的４原则［７］２３７。显然，体育在罗洛·梅的存在感治疗思想体系里，有充分的通约性。

因为：体育是一项主客观高度统一并以自身为实践对象的社会活动，活动实践能赋予个体同时处于周围

世界、人际世界、自我世界三种存在方式之中，这契合了存在心理学治疗原则即体验性原则、在场性原

则、行动性原则，与体育本质、价值与功能产生了“耦合”。

体育运动会引发机体的应激反应，在生理上表现为肾上腺素的分泌量增加，在心理上反应为畅快、

兴奋、忘我，具有消除焦虑、抗抑郁的治疗作用；体育干预的“心理效益”还表现在有助于缓解交往回避

和厌世、低自尊、自我意识不强、自我封闭等心理临床病症［８］。体育活动的这一心理功能，为参与体育

活动的个体感知“自我世界”提供了情境，同时体育活动能给个体带来良好的情绪体验，调适个体焦虑、

抑郁、孤独等不良心理的效益，业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亦为调试个体存在感偏差所带来的不良心理提供

了方向。

体育活动有助于建立适应和对抗应激的自我保护机制［９］。应激是体育活动参与者感知到外部环

境要求与自身能力相冲突时，机体所产生的一种适应或抵抗的现象。心血管系统的反应变化是应激反

应的重要表现。肌肉紧张产生应激的信号，适量的体育活动，能放松肌肉，降低应激和紧张的生理反应，

通过神经—体液的调节作用来缓冲应激，释放紧张。体育的这一生理学功能，为参与体育活动的个体感

知“周围世界”以及“自我世界”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开创了渠道。

参与体育运动的个体在具体的体育活动中，往往会忽略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全身心投入到

体育活动中去，日常人际交往的层次随之瓦解，更令人心情舒畅的建立人际关系。体育活动的这一社会

功能，为个体感知和融入“人际世界”提供了理想平台。

４．２　体育修复存在感偏差的特异性
参与、焦虑维度经过体育修复后呈显著性差异，其他维度均值得分都有所下降，但不呈显著性差异。

从体育修复方案的体育项目组成来看，瑜伽项目可以转移参与者的注意力，调节情绪和舒缓压力的效

益，因而有利于缓解焦虑和情绪不平衡等不良心理症状［１０］。瑜伽通过冥想、控制身体、控制呼吸，可以

让参与者放松神经，感受身体肌肉的运动，间接引发参与者对自我世界的思考，确认自己在世界上的独

立性，即自我核心。

篮球项目具有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活动、抽象的情景模拟与再现的部分功能，参与该类运动，

为参与者营建一个健康积极的交流平台，能培养参与者更好的社会交往能力与技巧，这一理论构想已得

到前人研究的证实，如国内学人王刚通过研究证明集体运动项目比个人项目更有利于心理健康，特别在

改善社会交往上，参与篮球运动项目可以使参与者更好的融入人际世界之中［１１］。同时，篮球项目需要

参与者注意力集中在来球方向、落点、防守站位和队员跑动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协作意识、注意

力的提高；队员间的沟通协作和洞悉对手的攻守行为和意图，同时还需要队员有良好的分化干扰能力，

如对手发出的干扰动作和声音等，有利于培养正确感知外界信息的能力；成功的攻防需要面对对手激烈

的身体对抗，作为团队一员如果出现紧张、退缩的现象，必会导致团队的防守与进攻的失败，在集体荣誉

的激励下，参与者自然会克服紧张、退缩等不良现象，有助于提高参与者的自我肯定的勇气以及参与意

识，同时也增强了参与者同时参与自我世界、周围世界、人际世界的体验［１２］。

户外拓展项目是近年新生的体育活动，能够让参与者体验大自然的环境，在游戏中达到调节心理不

良症状的目的，让参与者更容易接受，同时也让参与者在体验中成长和改变。因为户外拓展项目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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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就是让参与者亲近大自然，在大自然的环境中释放压力，增进同辈群体之间的交流，让参与者增强

同时参与自我世界、周围世界、人际世界的体验，修复存在感偏差的不良症状，进而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４．３　体育修复效果与存在感偏差程度的反向性
首先，从体育修复活动的现场进程及实验对象在体育活动中的表现来看，存在感偏差程度不同，被

试对活动关注的重视程度不一样，轻度与中度存在感偏差者能较为积极，能够很好的配合现场主试老师

的体育修复活动进程，能够按照主试老师的要求，认真完成每一项体育修复项目。而部分中度与重度存

在感偏差者常常出现怯于自我肯定的不良心理，他们表现不够自信，也不愿与其他参与者进行沟通与配

合。例如在篮球项目中，缺乏勇敢和配合的品质，不敢传球和投篮、默契配合不多，以及缺乏比分落后自

我肯定的内动力。其次，他们也存在缺乏爱和肯定神话的倾向，如在篮球运动中发生参与者受伤时的束

手无策和表情冷淡的现象，篮球竞赛中不相信以弱胜强的神话故事，在瑜伽项目中的嘲笑现象，这些都

反映了中度和重度存在感偏差者的受损特征，即缺乏独立性和自我核心意识；缺乏必要的参与感与问题

觉知能力，存在焦虑情绪的表现。因此，体育修复过程中就出现了越是存在感偏差程度高其体育修复的

效果就越不好的情况。或许这可能还与修复持续的时间有关。

参考文献：

［１］郭本禹，杨韶刚．人的自我寻求［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罗洛·梅．存在之发现［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宋玉坤，贾林祥．罗洛·梅存在分析理论对心理治疗的指导意义［Ｊ］．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１０）：
２５－２８．

［４］沈德立．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体系的构建［Ｊ］．心理科学，２００６（６）：１２８２－１２８６．
［５］黄昌武，胡蓉晖，李伟峰．边缘化大学生的体育干预个案研究［Ｊ］．山东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１）：５５－５８．
［６］郭锐．罗洛·梅：存在心理治疗理论及其应用［Ｊ］．冶金企业文化，２００８（６）：６１－６２．
［７］杨韶刚．寻找存在的真谛：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８］罗洛·梅．存在［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９］ＰｅｔｒｕｚｚｅｌｌｏＳＪ．Ａｍ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ａｎｘｉｅｔｙ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Ｊ］．Ｓｐｏｒ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９９１（１１）：
１４３－１８２．

［１０］高军．存在主义取向的心理治疗［Ｊ］．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３）：５－７．
［１１］王刚．体育活动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Ｊ］．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８（２４）：１４０－１４２．
［１２］罗光强．主体、对象与媒介：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逆阻现象及其对策分析［Ｊ］．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６）：

１０３－１０７．

（责任校对　游星雅）

３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