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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评估 ＳＨＡＲＰ 干预模型对提高学生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ＭＶＰＡ)水平的有效性ꎬ为丰富中学生身体活

动的干预手段提供参考ꎮ 方法　 在江苏省南京市选择 ６ 所规模和人口统计方面相匹配学校ꎬ进行为期 １ 年的教学干预ꎬ体
育课中收集了 ２１８ 名学生(干预组 １０５ 名ꎬ控制组 １１３ 名ꎻ干预前 １１９ 名ꎬ干预后 ９９ 名)数据ꎮ ＭＶＰＡ 在基线和干预后使用

观察健康和指导时间系统(ＳＯＦＩＴ)进行评估ꎮ 对 １９ 名教师进行半结构访谈ꎬ探讨教师对 ＳＨＡＲＰ 干预效果的看法ꎮ 结果

双向方差分析表明ꎬＳＨＡＲＰ 模型干预对中学生的 ＭＶＰＡ、较高强度体力活动( ＶＰＡ)和运动技能掌握方面有显著影响ꎮ 干

预后干预学校学生 ＭＶＰＡ(６２.８０± ９.１１)、ＶＰＡ(２４.３３± １２.５５)、技能掌握(３２.３４± １１.７８) 均较干预前有提升( ｔ 值分别为

－７.４６ꎬ－４.８２ꎬ－１２.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控制学校学生的 ＭＶＰＡ 保持相对恒定而 ＶＰＡ 下降ꎮ 干预学校教师的课堂管理水平

有明显提高ꎬ对教师的访谈研究证实了此结果ꎮ 结论　 ＳＨＡＲＰ 干预模型可有效提高体育课中学生的 ＭＶＰＡ、ＶＰＡ 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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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运动活动ꎻ干预性研究ꎻ健康促进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Ｇ ４７８　 Ｇ ８０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８￣１１４３￣０５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ＴＡＮＧ Ｌｉｊｕｎ∗  ＣＨＵ
Ｍｉｎｍｉｎｇ ＦＡＮＧ Ｙｉｎｇｊｉｅ ＬＹＵ Ｔａｏ ＨＵ Ｙｏ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２３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Ｐ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ｏ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ＶＰＡ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ｅ￣ｙｅａ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６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１０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１１３ ｐｒ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１１９ ｐｏｓ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９９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２１８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ＶＰＡ ｗａｓ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ａｔ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ａｃｈ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ＦＩＴ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１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ｔｗｏ￣ｗ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Ｐ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ＭＶＰＡ ＶＰＡ ａｎｄ ｍｏｔｏｒ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ＶＰＡ ｃｌａｓｓ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６２.８０±９.１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ＰＡ ｃｌａｓｓ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２４.３３±１２.５５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ｓｋｉｌｌｓ ３２.３４±１１.７８  ｔ＝ －７.４６ －４.８２ －１２.０８ 
Ｐ<０.０１ . Ｔｈｅ ＭＶＰＡ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ＶＰ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ａｐ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Ｐ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ＭＶＰＡ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ｔ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缺乏体育活动已被认为是造成死亡的第四大原

因[１－２] ꎮ 对于青少年而言ꎬ锻炼身体的好处已得到充

分证明[３] ꎮ 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要求教师以支持健

康和健身的方式ꎬ为学生提供身体锻炼的机会[４] ꎮ 季

浏[５]的“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强调ꎬ每节体育课要

有一定的运动强度和运动密度ꎬ运动强度指在运动中

心率应该达到( １４０ ~ １６０) 次 / ｍｉｎꎬ运动密度应该在

７５％左右ꎮ 目前提高学生体育锻炼中中高强度体力活

动(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ｏ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ＭＶＰＡ) 的干

预措施分为两类ꎬ即针对教学策略和针对健身的措

施[６] ꎮ 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的干预措施包括心血
管健康和青少年试验[７] 、学生运动和娱乐[８] 、中学体
育活动与营养[９] ꎬ以上措施已被证明在体育锻炼期间
可使学生的 ＭＶＰＡ 水平有所改善[１０] ꎬ但是干预效果

都没 有 达 到 ＢＴＰＳ (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ｓ)规定 ＭＶＰＡ 运动时间不能低于全课时间比值
的 ５０％的标准[１１] ꎮ 依据我国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要求ꎬ学生的 ＭＶＰＡ 水平还需要较大的增加才能实现

３４１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第 ４１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８



体育课的教学要求[１２] ꎮ 本研究以自我决定理论

(ＳＤＴ) [１３] 、社会生态模型( ＳＥＭ) [１４] 、行为改变分类法

(ＢＣＴ) [１５] 为理论基础构建 ＳＨＡＲＰ 干预模型[优势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健康( ｈｅａｌｔｈ)、专注(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关系(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目的或意义( ｐｕｒｐｏｓｅ)]ꎬ以关注增加学生

主动体育学习时间ꎬ设计一种教学策略干预措施ꎬ以
期达到提高学生 ＭＶＰＡ 水平的目的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在江苏省南京市选择 ６ 所规

模和人口统计方面相匹配中学(干预组、对照组各 ３
所学校)ꎬ进行为期 １ 年的教学干预ꎮ 收集的数据来

自高中一二年级的学生(１６ ~ １８ 岁)ꎬ干预组 １０５ 名ꎬ
对照组 １１３ 名ꎮ 共观察了 １３８ 节体育课ꎬ其中基准班

７９ 节课ꎬ干预后 ５９ 节课ꎮ 在 ６ 所学校中ꎬ采用自愿和

维度抽样选择教师ꎬ以代表样本组中的多样性ꎮ 对干

预小组的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ꎬ参与者包括 １９ 名中

学教师(控制组 １１ 名ꎬ干预组 ８ 名)ꎮ 在体育课中收

集了 ２１８ 名学生(控制组 １１３ 名ꎬ干预组 １０５ 名)数据ꎮ
控制组和干预组的老师至少教过两门中学体育课程

的不同活动领域项目(如舞蹈、体操、游戏、田径运动、
篮球、足球和武术等)ꎮ 研究为所涉及学生、校长、老
师和监护人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书ꎬ并获得学生的口

头同意ꎮ 使用观察体适能和指导时间系统(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ꎬ ＳＯＦＩＴ)测评基

线和干预后学生的 ＭＶＰＡ、较高强度体力活动( ＶＰＡ)
水平等[１６] ꎮ 与干预学校进行 ４ 次单独的老师访谈ꎬ以
探讨其对干预的看法ꎮ
１.２　 ＳＨＡＲＰ 干预模型[１７－１９] 　 模型反映了增加学生主

动体育学习时间所需的重要基础ꎮ 在模型的底部是

校长ꎬ反映了他们在干预中的支持作用ꎬ其次是体育

协调员和个别教师ꎮ 为了将校长、体育协调员和个别

教师的角色联系起来ꎬ运用了自我决定理论( ＳＤＴ)ꎮ
ＳＤＴ 的原则是自我决定的行为将依据行为的自主或控

制程度而变化ꎮ 因此ꎬ干预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支持性

自主角色(自治)以及发展教师的社会网络(关联性)
和知识(能力)实现的ꎮ 此外ꎬ该模型基于社会生态模

型(ＳＥＭ) 的 ３ 个关键要素(组织、人际和个体) [２０] ꎮ
在组织层面ꎬ校长的初步支持为制定新的体育和体力

活动(ＰＡ)学校政策和创建新的课程图提供了条件ꎮ
在人际关系方面ꎬ体育协调员和校长一直为体育协调

员提供持续支持ꎮ 个人水平涉及在体育中发展教师

对学生 ＭＶＰＡ 的认识和知识ꎮ 与 ＳＤＴ 和 ＳＥＭ 一起工

作的是行为改变分类法(ＢＣＴ)的 ３ 个“有效成分” [２１] ꎬ
分别是“障碍识别 / 问题解决”(收集基准数据)、“行动

计划” (与体育协调员一起制定详细计划)以及“提供

有关如何执行行为的说明”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ＳＨＡＲＰ 干预模型的理论架构

理论 类别 具体内容
自我决定理论 能力 通过干预规划会议和 ＳＨＡＲＰ 原则发展教师能力ꎻ通过基准数据收集发展体育协调员和校长能力ꎮ

相关性 教师的归属感ꎻ校长和体育协调员为参与活动的教师提供即时的支持ꎻ规划会议协助提供社会归属感和来自校长及其
支持小组教师的支持ꎮ

自治 教师要控制自己的行为ꎮ
行为改变分类法 障碍识别 / 问题解决 校长和体育协调员决定改变行为模式ꎻ收集基线数据包括体育课的 ＭＶＰＡ (ＳＯＦＩＴ 工具)和教师对体育教学的看法(个

人访谈)ꎻ研究人员和体育协调员之间的会议ꎬ讨论障碍ꎬ并确定克服障碍的可能方法ꎮ
行动计划 与体育协调员一起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ꎬ包括“目标”“基本原理”“行动”“时间尺度”和“证据 / 结果”ꎮ
执行该行为的指示 提供指导ꎬ包括“告诉”老师“如何”执行该行为ꎻ在规划会议中ꎬ重点是整合 ＳＨＡＲＰ 原则ꎬ将学生的主动学习时间增加

到 ５０％ ＭＶＰＡ 以上ꎮ
社会生态成分 个人水平 通过收集基线数据ꎬ提高教师对学生体育 ＭＶＰＡ 水平的认识ꎻ通过联合规划培训ꎬ发展教师的体育知识和技能ꎻ整合

ＳＨＡＲＰ 原理ꎬ增加主动学习时间ꎮ
人际交往水平 学校体育协调员对教师的持续支持ꎻ通过定期的邮件和会议对体育协调员提供持续支持ꎬ审查行动计划和进展情况ꎻ持

续引用 ＳＨＡＲＰ 原则ꎮ
组织层次 校长的持续支持ꎻ与体育协调员一起制定体育和 ＭＶＰＡ 政策和行动计划ꎻ创建体育课程规划ꎮ

１.３　 数据收集(ＳＯＦＩＴ 系统观测法) 　 ＳＯＦＩＴ 被用作

评估体育运动中学生基线和干预后 ＭＶＰＡ 水平[２２] ꎮ
ＳＯＦＩＴ 直接观察具有较高的内部有效性ꎬ已被用作验

证其他 ＭＶＰＡ 措施的标准[２３] ꎮ ＳＯＦＩＴ 可以同时收集

以下 ３ 个变量的数据:学生的活动水平(躺着、坐着、
站着、站立、步行或非常活跃)、课程内容(管理、知识、
健身、技能、游戏或其他) 以及老师对 ＭＶＰＡ 的推广

(在 ＭＶＰＡ 的课堂推广、课外推广或无推广)ꎮ 基线和

干预后观察涉及学生体育课堂一系列活动ꎬ包括舞

蹈、篮球、足球、田径和比赛等ꎮ 每节体育课上轮流观

察 ６ 名孩子ꎬ６ 名孩子通过维度抽样选择观察到的类

别[２４] ꎮ 所有观察者将站在工作区域的边缘观察 １０ ｓꎬ
然后记录观察结果ꎮ 一旦班级的 ５１％进入工作区域ꎬ
观察便开始ꎻ班级的 ５１％ 离开工作区域ꎬ观察便结

束[２５] ꎮ 数据由训练有素的观察员(６ 名)收集的ꎬ其中

包括培训、讲座、讨论、观看 ＳＯＦＩＴ 培训视频、熟悉

ＳＯＦＩＴ 协议和现场实践ꎮ 干预前后的数据收集点都设

置了观察者之间的可靠性等级ꎬ并在现场进行 ２ 次可

靠性检查ꎮ 训练时间为 ５ ~ ２０ ｈꎬ每个 ＳＯＦＩＴ 变量的所

有相互可靠性检查均高于 ９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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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半结构化访谈　 干预后对老师进行半结构化访

谈(７ 名)ꎬ以探讨教师对 ＳＨＡＲＰ 干预模型效果的看

法和经验ꎮ 老师访谈中的主题是“学生主动体育学习

参与度”ꎮ 访谈中的问题反映了干预措施的组成部

分ꎬ录音机用于记录采访、数据收集、转录和分析ꎬ由
于整合了可信度、可转移性、可靠性和可确认性 ４ 个概

念ꎬ访谈数据的整体可信度得到了提高[２６] ꎮ
１.５　 统计分析 　 在每节课中计算因变量( ＳＯＦＩＴ 类

别)的平均百分比ꎬ然后使用双向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
分析ꎮ 组(干预和控制)和时间(基线和干预后)被视

为固定因素(独立变量)ꎬ使用偏 η 平方 ( ηｐ２) [小

(０.０１)、中(０.０６) 和大(０.１４)] 计算基线和干预数据

变化的相互作用效应值ꎮ 所有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进行ꎬ组间比较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方差分析、配
对 ｔ 检验ꎬ非正态分布的材料采用非参数检验ꎬ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ＳＯＦＩＴ 测试指标结果　 结果显示ꎬ干预学校学生

ＭＶＰＡ、ＶＰＡ、技能掌握平均上课时间均为基线低于干

预后ꎬ控制学校学生的 ＭＶＰＡ 保持相对恒定而 ＶＰＡ

下降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学生干预前后 ＭＶＰＡ、
ＶＰＡ 和运动技能掌握时间比较(ｘ±ｓꎬｍｉｎ)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ＶＰＡ ＭＶＰＡ 技能掌握
控制组 干预前　 １１３ １３.１２±５.７６ ４２.１３±１１.１１ １６.８１±１１.２２

干预后　 １１０ ８.５３±４.６５ ４２.９８±４.３４ １４.１２±５.３３
ｔ 值 ２.８８ －２.２８ ２.６２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干预组 干预前　 １０５ １５.９９±１１.３４ ４７.９５±１３.５２ １５.８８±７.１１
干预后　 １０４ ２４.３３±１２.５５ ６２.８０±９.１１ ３２.３４±１１.７８

ｔ 值 －４.８２ －７.４６ －１２.０８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控制学校教师课堂管理时间比例明显增多ꎬ由
１７.４４％提升到 ２１.４８％ꎬ干预学校教师课堂管理时间

比例明显加减少ꎬ由 １８.５９％降到 １３.４７％ꎮ 控制学校

和干预学校的学生在坐、站立、躺、步行、知识、健身、
游戏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变化ꎮ 干预学校教师对

ＳＨＡＲＰ 干预模型推广比较积极ꎬ平均上课时间比例由

干预前的(１７.３３±１２.２３)％增加至(５２.４７±１２.６６)％ꎻ
控制学校由干预前的(２０.４５±１２.１１)％下降至(６.５５±
３.６５)％ꎮ 见表 ３ ~ ４ꎮ

表 ３　 ＳＨＡＲＰ 干预模型对学生干预前后活动水平比较(ｘ±ｓꎬｍｉｎ)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躺 坐姿 站立 步行
控制组 干预前 １１３ ０.４１±０.７５ １５.２１±１０.４４ ４２.２５±７.８８ ２９.０１±１１.５４

干预后 １１０ ０.５６±０.２４ １２.４３±６.６７ ４４.０３±６.９７ ３４.４５±６.９７
ｔ / χ２ 值 －３.０９ ０.９４ －１.３１ －１.５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２２ ０.１６

干预组 干预前 １０５ １.９１±１.０１ １５.０２±１５.２３ ３５.１２±１０.１１ ３１.９６±１１.２１
干预后 １０４ １.５６±２.１２ １２.９８±２.５４ ２２.６６±８.０２ ３８.４７±９.１８

ｔ / χ２ 值 １.７２ １.７９ －１.９０ －２.２１
Ｐ 值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７

表 ４　 ＳＨＡＲＰ 干预模型对学生干预前后课堂内容的影响(ｘ±ｓꎬｍｉｎ)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管理 知识 健身 游戏 其他
控制组 干预前 １１ １７.４４±４.６７ ２０.１０±６.７９ １０.８７±５.７６ ３１.６６±２３.５５ ２.１２±０.１１

干预后 １１ ２１.４８±６.００ １９.４２±７.４５ １１.０２±５.９８ ３２.３２±１４.０８ ０.７６±１.８７
ｔ / χ２ 值 －１.７７ １.７１ １.５８ １.６８ １.８４
Ｐ 值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０９

干预组 干预前 ８ １８.５９±１０.４５ １９.４４±７.９７ １２.２２±２３.１１ ２９.６７±１８.４６ ４.２１±９.２３
干预后 ８ １３.４７±５.６８ １５.２５±５.９７ １３.０１±７.３８ ２４.１１±１５.２１ １.８２±３.４５

ｔ / χ２ 值 １.６７ １.７４ １.１１ １.２４ １.５９
Ｐ 值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２９ ０.２４ ０.１４

２.２　 教师半结构访谈结果

２.２.１　 学生变化　 从教师的访谈数据中可以看出ꎬ干
预组的学生体育行为变化很大ꎬ运动参与、享受和期

望 ３ 个方面尤为突出ꎮ 学生在体育课上更加活跃并专

注于上课ꎬ一直保持活跃状态ꎬ几乎没有时间四处乱

逛并引起问题ꎬ学生不端行为的机会减少ꎮ 此外ꎬ老
师访谈结果还显示ꎬ学生对这种类型的体育课非常欢

迎ꎬ表现出对上体育课的享受ꎬ期望此模式可以作为

今后的体育课上课模式ꎮ 教师在访谈中谈到ꎬ“认为

体育课不让学生坐着是最大的改变ꎬ也是最难的改

变ꎬＳＨＡＲＰ 干预模型教学模式下ꎬ学生做到了ꎬ而且做

得很棒ꎮ”
２.２.２　 教师变化　 ＳＨＡＲＰ 干预模型不仅有助于提高

教师在体育课中对学生 ＰＡ 水平的认识ꎬ也有助于提

高体育在学校中学科领域的地位ꎮ ＳＨＡＲＰ 干预模型

教学模式教会了他们重新思考ꎬ从而改变组织教学和

评价方式ꎮ 老师还传达了整个学校的一些做法对于

提高学生在体育课中 ＰＡ 水平的重要性ꎮ 访谈还显

示ꎬＳＨＡＲＰ 强调一种共同的精神和想法ꎬ每个人都必

须参与其中ꎮ 教师在课程计划中使用 ＳＨＡＲＰ 结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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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整个体育课程中不断反思学生的积极学习

时间ꎮ
老师的访谈数据还特别强调 ＳＨＡＲＰ 干预对体育

教学的影响ꎬ 教师的教学模式发生了转变ꎬ 认为

ＳＨＡＲＰ 原则不仅灵活多变ꎬ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可遵

循的结构ꎮ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包容性实践ꎬ乐
于接受新的教学范式ꎮ 老师认为ꎬ体育课不必看上去

整洁ꎬ体育课堂要让他们放手一搏ꎬ而不是停下来所

有人听训话ꎬ认识到什么时候是受控的混乱ꎬ而不仅

仅是混乱ꎮ 老师表示不会让学生排队参加任务学习ꎬ
也不会在一个孩子不理解任务的情况下停止全班学

习ꎮ “打破循环”是老师在教学中比较认同的方法ꎬ干
预使他们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上课ꎬ摆脱了习惯性的

体育课ꎮ 他们认为ꎬＳＨＡＲＰ 干预模型给了他们关于体

育的崭新面貌ꎬ创造性地思考既要适合健康ꎬ提高学

生的 ＭＶＰＡꎬ又要完成学习目标的新的教学模式ꎬ而不

是一直盲目地疲于奔波ꎮ 老师们还讨论了社会支持

的重要性ꎬ学校领导的支持非常重要ꎬ支持他们在体

育课中的新教学方式ꎮ 此外ꎬ所有干预教师均表示ꎬ
希望与学校其他成员分享他们的新知识和体育课教

学方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定量和定性结果均表明ꎬＳＨＡＲＰ 模型干预

是有效的ꎬ干预学校学生的平均 ＭＶＰＡ 运动时间占课

程时间的 ６２.９８％ꎬ远超出了 ＢＴＰＳ 规定的学生 ＭＶＰＡ
运动所占全课时间的均值达到 ５０％的标准[２７] ꎮ 另外

干预学校的学生运动技能平均运动时间占到了

３２.３４％ꎬ为提高学生 ＭＶＰＡ 的教学策略干预措施的有

效性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ꎮ
本项研究的定性数据也说明了 ＳＨＡＲＰ 模型干预

措施的有效性ꎮ ＳＨＡＲＰ 模型原理的引入为教师提供

了一个新的平台ꎬ可以提高人们的认识ꎬ提供明确的

重点并重新定向他们的教学方法ꎮ 从定性数据可以

看出ꎬ教师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考虑中学体育ꎮ 总之ꎬ
他们在基线时的体育教学方法与在干预后增加主动

学习时间的新的教学方法有了很大的改变ꎮ 因此ꎬ
ＳＨＡＲＰ 原则的应用可视为有潜力提高中学体育的质

量ꎬ改善体育教学方法的第一步[２８] ꎮ 对干预措施的评

估突出表明ꎬ中学教师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考虑体育

课ꎬ通过改变整个实践领域的方向ꎬ为体育学科领域

的重大进步提供了巨大的潜力ꎮ ＳＨＡＲＰ 原则并非基

于特定的教学方法ꎬ如传统的直接教学方式或基于游

戏的方法ꎻ因此ꎬ推测 ＳＨＡＲＰ 可以应用于多种教学方

法增加学生积极学习时间ꎬ提高学生的 ＭＶＰＡ 和 ＶＰＡ
水平ꎮ

ＳＨＡＲＰ 干预模型增加了学生 ＭＶＰＡ、ＶＰＡ 和掌握

运动技能时间ꎬ提高了学生体育学习的兴趣ꎬ转变了

体育教师的教学范式ꎬ可以成为提高体育课学生主动

学习时间的有效干预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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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病人主要通过同性传播[１１] ꎬ为了控制当地艾滋病

疫情的发展ꎬ主要通过同伴教育员在同志社区开展了

各种形式的线上线下宣传和检测活动ꎬ提高了“同志

人群”的健康意识ꎬ有效降低了该人群的高危性行为ꎮ
本研究调查发现ꎬ首次性行为越小ꎬ发生高危性行为

的比例越大ꎬ与国内外其他研究结果一致[１２－１３] ꎬ青少

年首次性行为发生越早ꎬ心理和生理越不成熟ꎬ以后

发生危险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ꎮ 提示需要将男生

青春期性教育的关口前移至初中甚至小学高年级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最近 １ 年发生商业性性行为、吸

过毒男大学生发生高危性行为的可能性较大ꎬ随着社

会的发展ꎬ观念的开放ꎬ部分男大学生道德感薄弱、生
活放纵ꎬ发生了商业性性行为、吸毒等行为[１４] ꎬ大学生

自我保护意识淡漠ꎬ易发生无保护性行为[１５] ꎮ 最近 １
年诊断患过性病的人发生高危行为比例的人较多ꎬ验
证了高危性行为容易导致性病的发生ꎮ 提示除做好

高校学生基本的艾滋病性病等宣传干预工作ꎬ还需要

加强医院和性病门诊医生艾滋病性病预防干预宣传

和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指导ꎮ
综上所述ꎬ各高校需要在男大学生中通过各种形

式进行广泛健康宣传教育[１６] ꎬ强调百分百使用安全套

的重要性ꎮ 同时应该加强该群体思想品德教育ꎬ树立

正确的性观念和道德意识[１５] ꎬ才能有效降低高危性行

为在男大学生中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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