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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对城市青少年身体意象、运动塑型获得感和体育锻

炼坚持性之间的关系和机制进行研究。利用3种调查问卷对1
 

800名12—23岁城市青少年学生进行

调查,结果表明:①身体意象和运动塑型获得感均呈现出性别和学段差异,男性好于女性,初中、高

中和大学3个学段的学生呈 “V”字型分布,高中生最不理想;②身体意象对体育锻炼坚持性有正向

预测作用,身体意象越积极,体育锻炼的坚持性越好;③运动塑型获得感在身体意象和体育锻炼坚持

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差异原因和作用机制,旨在为促进青少年体育锻炼、有效改进青少

年体质健康状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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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青少年特别是城市青少年身体机能

“未老先衰”和体质健康状况持续下滑已是不争

的事实,而身体锻炼不足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

是主要原因[1-2]。如何激发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

的热情、形成体育锻炼习惯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

同问题。获得感一词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后,便受到

了政府和学术界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获得感

也被纳入体育领域的研究视野。成会君等在探讨

健身获得感的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

均等化认知在体育公共服务对农民健身获得感影

响中的中介作用[3];吕诗蒙等提出,以获得感提

升作为评价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改革成效的新标

杆,有助于识别体育公共服务需求,实现体育公

共服务需求侧与供给侧有效衔接[4];陈元欣等以

体育场馆公共服务居民获得感内涵和相关研究为

基础,构建了体育场馆公共服务居民获得感评价

维度[5]。目前来看,从获得感视角研究体育领域

中的问题尚属新兴研究,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角度,尚未发现体育锻炼参与

者运动效益获得感角度的研究成果。为此,本研

究引入运动塑型获得感,探究城市青少年身体意

象与体育锻炼坚持性的关系,以及运动塑型获得

感在其中的作用方式,为有效改进青少年体质健

康状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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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基础与概念模型

1.1 理论基础

获得感是一种心理的认知和体验,源于个体

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6-7]。获得感是建立

在客观获得基础上的[8],与满意度显著正向相

关[9]。当感受到高获得感时,个体会追求更高层

次需求的激励,体验到愉悦、兴奋等具有高动机

强度的积极情绪,产生更强的行为动力[6]。从相

关研究来看,国外学者将 “获得感”看成与 “相
对剥夺感”相反的概念。相对剥夺感在大量的社

会心理学研究中备受关注,在解释个体或群体的

不健康行为方面具有较大的理论贡献。在个体行

为方面,相对剥夺感会导致酗酒、吸烟等不健康

行为,以 及 不 系 安 全 带、不 运 动 等 非 安 全 行

为[10-11];在集群行为方面,通过感知群体弱势

与不公相对剥夺感能有力预测集群行为[12],同

时,相对剥夺感也对群体抗议产生重要影响。

Infurna等研究指出,“丧失获得感有损个体身心

健康,极端的获得感丧失甚至会导致习得性无

助。”[13] 相对剥夺感能正向预测反叛行为,相对

剥夺感越强,反叛越强烈[14]。

1.2 理论模型

1.2.1 身体意象与体育锻炼坚持性之间的关系

身体意象是一个人头脑中对自己的描绘,主

要包括身体感知觉和身体概念2个方面。身体感

知觉是指对身体形态和美感的评价和态度,既包

括个体的自我评价,也包括所感知到的他人的看

法[15];身体 概 念 是 对 自 己 身 体 的 态 度 与 情

感[16]。身体感知觉受性别、年龄、种族等个体

特征和家庭、同伴、大众媒体等社会文化的影

响,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下,产生不同的情绪

和心理体验,激发不同的改变身体形象的行为。
相关研究表明,身体意象与身体锻炼之间关系密

切,身体意象是身体锻炼的内驱动力[17-18];良

好的身体知觉可以使大学生充分展现自我,享受

运动乐趣,坚持运动[19]。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身体意象正向预测青少年体育锻炼坚持性。

1.2.2 运动塑型获得感与体育锻炼坚持性的关系

运动塑型获得感是指个体对运动塑型需求满

足的感知[6],即通过运动获得身体形态指标优化

产生的满足感,旨在衡量体育投入与个体实际获

得感知,其实质指向个体身体形象以及主观满意

度的提升。它涵盖运动前和运动中的塑型期望、

投入和感知,运动后的塑型满意和满足程度,以

及是否继续进行运动等一系列心理和行为[20]。
事实上,这里的运动前、运动中及运动后的心理

体验即是预期运动塑型获得感、绝对运动塑型获

得感和相对运动塑型获得感。其中,绝对获得感

是个体在体育锻炼中获得的身体形象的客观改变

以及由此产生的主观感受,相对获得感是个体通

过比较形成的高兴、满意等积极情感。运动塑型

获得感、胜任感和掌控性经验都是积极情感体验

的重要组成要素。Deci和Ryan的自我决定理论

认为,行为调节越接近内部动机或认同调节形式

的调节,人们的身体活动和运动的意向就越高,
参与这类活动的时间就越长。运动动机研究表

明,个体在活动中获得的胜任感、掌控性经验等

积极情感体验在解释身体活动的坚持性方面的作

用得到了考虑,并越来越得到重视[21]。如 Har-
ter的胜任动机理论指出,个体在活动中获得胜

任感是其行为的内在性动机的基础,成功的掌控

性经验导致持续性动机和活动参与。结合学者们

的研究可以得出,运动塑型获得感是与胜任感、
掌控感、幸福感相似的正向情感体验。由此,我

们提出假设2:运动塑型获得感在身体意象对身

体活动坚持性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天津市

某区的6所中学和2所大学选取1
 

800名学生 (初
中生800名、高中生600名、大学生400名)作

为调查对象。在经由统一培训的硕士研究生的带

领下,完成标准化测验。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

有效问卷1
 

678份,有效率为93.22%。其中,男

生965人 (57.51%)、女 生713人 (42.49%),
初 中 生 752 人 (44.82%)、高 中 生 558 人

(33.25%)、大学生368人 (21.93%)。被试年龄

在12—23岁,平均年龄为15.67±3.16岁。
 

2.2 测量

2.2.1 青少年身体意象的测量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将状态性身体意象作为

青少年身体意象的测量指标[22]。具体将Cash等

(2002)《身体意象状态量表》(BISS)应用于青

少年学生身体感知的日常情境,共6个题项,分

别测量个体对其整体外貌、体形和体重的满意

度,身体吸引力和身体外貌自我感觉,相对外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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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评价。如 “此刻我对自己的身体外貌感觉

如何?”(整体外貌评价)、“此刻与一般人比较,
我看起来如何?”(与他人比较评价)。采用Lik-
ert-5点评分,其中,第

 

2、4、6
 

题为反向计分

题,然后将6个题项的得分相加得到总分,得分

越高表示身体意象越积极。验证性因素分析表

明,该 问 卷 的 结 构 效 度 较 好,χ2/df=3.26,

CFI=0.90,NFI=0.89,GFI=0.90,RM-
SEA=0.09;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

2.2.2 青少年运动塑型获得感的测量

参照前人研究,将获得感分为预期运动塑型

获得感、绝对运动塑型获得感和相对运动塑型获

得感,同时参照身体意象测量包含的具体内容,
严格依据社会学问卷的编写原则,编制了 《青少

年运动塑型获得感量表》,共12个题项,如 “你
锻炼后的身体外貌与锻炼前相比有何变化?”“如
果继续锻炼下去,你的身体外貌会有何变化?”
采用Likert-5点评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运动

塑型获得感越强。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结

构效度较好,χ2/df=5.09,CFI=0.95,NFI
=0.96,GFI=0.97,RMSEA=0.08;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2.2.3 青少年体育锻炼坚持性的测量

锻炼坚持性是指长期参与规律性 (3—5次/
周,20—60分钟/次)体育锻炼的行为。跨理论

模型作为在锻炼心理学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理

论模型,为有效干预策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参考。其中,变化阶段理论认为行为的变化应

包括前意向 (预期)、意向 (预期)、准备、行动

和保持5个阶段,克服了传统二分法研究的局

限。由此,依据变化阶段理论保持阶段的测量方

法,本文采用包含以下4个题项的量表,测评青

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坚持性:①我坚持有规律的

体育锻炼已经超过6个月了,并且打算长期坚持

下去;②我会将有规律的体育锻炼进行到底;③
我已经设法完成了6个月有规律的体育锻炼;④
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坚持有规律的体育锻炼超过6
个月了。采用Likert-5点评分。本研究验证性因

素分析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χ2/df=
4.85,CFI=0.97,NFI=0.98,GFI=0.98,

RMSEA=0.07;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不记名方式作答,通过设置反向

题和混合排序的方法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同时,

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表明有3
 

个因子特征根

值大于1,且第1因子解释变异率28.18% (小
于40%的临界值),累计方法贡献率为72.36%
(大于标准值70%),表明本研究中的测量共同

方法偏差可接受。

2.4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在抽取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学生在体育课

结束后,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统一进行团体

施测,问 卷 当 场 回 收。采 用spss19.0进 行 问

卷/量表的信度检验、相关变量相关性分析及

协方差分析,检验身体意象与运动塑型获得感

的性别、学段差异;采用AMOS24.0进行验证

性因素分析,检验调查问卷/量表的结构效度;
用回归分析、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

(以下简称 “Bootstrap法”)检验变量间的中

介效应[23]。

3 研究结果

3.1 不同个体背景学生的身体意象情况比较

以年龄为协变量,对城市青少年学生的总体

身体意象及身体意象各维度的性别、学段差异进

行协方差分析。
表1显示,男生的身体意象显著好于女生;

表2显示,身体外貌整体满意度、体形满意度、
体重满意度、身体外貌的自我感觉和相对外貌自

我评价5个维度的得分男生显著高于女生,但是

身体吸引力得分则低于女生。不同学段学生的身

体意象评价呈 “V”字形分布,高中生的身体意

象得分最低。
表1 不同个体背景学生身体意象的比较分析

个体背景 身体意象 T 或F

男 19.64±4.91
5.67**

女 17.93±4.07

初中生 20.56±4.78

高中生 16.88±3.76 5.89**

大学生 19.22±4.25

  注:**代表P<0.01,***
 

代表P<0.001,下同

3.2 不同个体背景学生的运动塑型获得感情况

比较

以年龄为协变量,对城市青少年学生的总体

运动塑型获得感及各维度的性别、学段差异进行

协方差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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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个体背景学生身体意象各维度的比较分析

个体背景
整体外貌

满意度

体形

满意度

体重

满意度

身体吸引

力感知

身体外貌

自我感觉

相对外貌

自我评价

男生 3.49±.76 3.26±.93 3.14±.98 2.77±.88 3.43±.79 3.55±.84

女生 3.07±.79 2.94±.76 2.74±.89 3.21±.84 2.97±.64 3.00±.77

t值 3.48*** 2.36** 2.72** -3.32*** 4.05*** 4.30***

初中生 3.47±.82 3.54±1.46 3.68±1.07 3.43±1.06 3.23±1.04 3.21±1.24

高中生 3.19±.94 2.79±1.58 2.23±.91 2.99±.99 3.00±.98 2.68±1.05

大学生 3.28±1.11 2.97±1.28 2.73±1.07 3.29±1.07 3.29±1.06 3.66±1.36

F 值 4.78** 1.48 11.73*** 10.76*** 9.76*** 11.36***

  表3、表4显示,在绝对运动塑型获得感和

预期运动塑型获得感2个维度,男生的得分显著

高于女生。大学生的运动塑型获得感最好,高中

生的最不理想。
表3 不同个体背景学生运动塑型获得感

的比较分析

个体背景 运动塑型获得感 T 或F

男 52.44±5.91
8.672***

女 33.62±5.07

初中生 48.76±5.78

高中生 39.88±4.76 10.885***

大学生 52.44±6.05

表4 不同个体背景学生运动塑型获得感

各维度的比较分析

个体背景
绝对运动

塑型获得感

相对运动

塑型获得感

预期运动

塑型获得感

男生 19.75±3.12 18.16±4.39 19.83±2.24

女生 13.67±2.80 17.38±4.38 15.57±3.58

t值 13.19*** .912 11.72***

初中生 17.27±2.26 17.76±2.06 18.73±1.88

高中生 12.36±2.67 12.68±2.78 14.40±3.32

大学生 19.52±2.25 18.42±2.35 19.50±2.09

F 值 17.04*** 12.39*** 18.87***

3.3 身体意象、运动塑型获得感和体育锻炼坚

持性的相关分析

表5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M SD 1 2 3

1.身体意向 19.05 4.16 1

2.运动塑型获得感 36.10 7.67 .41** 1

3.体育锻炼坚持性 11.96 3.83 .27** .43** 1

  将身体意象、运动塑型获得感和体育锻炼坚

持性三者的总均分做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三

者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其中,体育锻炼坚持性和

运动塑型获得感的相关性最强。

3.4 身体意象与体育锻炼坚持性的关系:运动

塑型获得感的中介作用的检验

采用AMOS24.0,以运动塑型获得感为中

介,构建以身体意象为自变量、体育锻炼坚持性

为因变量的修正模型,使用Bootstrap法进行校

正,以探讨身体意象影响体育锻炼坚持性的内部

机制。

3.4.1 模型拟合检验

拟合 指 标 显 示,χ2/df =3.04,CFI=
0.92,NFI=0.89,GFI=0.85,RMSEA =
0.09,表明城市青少年身体意象与运动塑型获得

感、体育锻炼坚持性的结构模型达到了可接受的

标准。

3.4.2 直接效应

表6 路径检验结果

路径 路径系数 SE CR P

身体意象→运动塑型获得感 0.43 0.03 13.94 <0.001

运动塑型获得感→
体育锻炼坚持性

0.35 0.03 12.64 <0.001

身体意象→体育锻炼坚持性 0.15 0.03 5.81 <0.001

表6显示,身体意象显著正向影响体育锻炼

坚持性,其路径系数为0.15;身体意象显著正

向影响运动塑型获得感,其路径系数为0.43;
运动塑型获得感显著正向影响体育锻炼坚持性,
其路径系数为0.35。

3.4.3 中介效应

表7显示,身体意象通过运动塑型获得感间

接影响体育锻炼坚持性,间接效应为0.15。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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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Bootstrap法分析结果显示,“身体意象→运

动塑型获得感→体育锻炼坚持性”路径的95%

置信区间为 [0.13,0.17],不包括0,说明中

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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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
00

Q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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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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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 Q22 Q23 Q24

Q31 Q32 Q33

0.15

0.350.43

0.76

0.78

0.81

0.82

0.86

0.78

0.82 0.870.91

0.75 0.68 0.93 0.80

e9

e3

e6

e11 e12 e13
3

图1 城市青少年身体意象、运动塑型获得感和体育锻炼坚持性的路径示意图

注:STYX、SXHD、TYDLJC分别表示身体意象、运动塑型获得感、体育锻炼坚持性;其中身体意象包含6个题项,分别对

应Q11—Q16;运动塑型获得感包含绝对运动塑型获得感、相对运动塑型获得感和预期运动塑型获得感3个维度,分别对应 Q31—

Q33;体育锻炼坚持性包含4个题项,分别对应Q21—Q24

表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效应值 SE Z P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中介效应占比

总效应 0.30 0.03 8.82 0.000 0.23 0.37

直接效应 0.15 0.03 5.36 0.00 0.10 0.20 50%

间接效应 0.15 0.01 12.50 0.00 0.13 0.17 50%

4 讨论

4.1 身体意象的性别差异、学段差异明显

性别化使女性对身体形象较男性更加焦虑。
本研究显示,男生的总体身体意象显著好于女

生,但在身体吸引力维度上的得分低于女生。这

与 Musa等 (1973)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原因可

能在于:身体吸引力感知受社会文化的支配,个

体通常通过与他人或一些文化典范对比感知自己

的身体吸引力。中国人自古便有 “男主外,女主

内”的传统思想,把男人视为家庭的 “主心骨”
“顶梁柱”,要求男人健壮、阳刚、勇猛,甚至有

明显的腹肌、结实的肩膀、宽厚的胸膛[24],这

对于绝大部分缺乏锻炼的青少年男生来讲是难以

企及的。
身体意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出不同的特

点,初中生和大学生的身体意象得分均显著高于

高中生。这提示我们,在高中阶段,可以参考

Cash的 《身体意象练习手册》[25],结合高中生

身心发展实际,对其实施自我身体意象干预。第

5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36卷

1步,科学运用发展性自我测验,对身体意象进

行自我评估,形成客观的身体意象认知,建立身

体意象改善目标。第2步,记录过往身体意象的

体验,识别身体意象致因。第3步,采取措施,
如撰写有关身体意象的个人日记,留意和接受自

己当下的身体意象体验,关注积极体验,忽略消

极体验,创建新的身体对话模式,把正面的身体

意象认知和积极的身体意象体验联系起来。第4
步,针对个体身体条件、兴趣爱好、气质特点、
外界条件等,制定包括运动的种类、强度、时

间、频度在内的运动处方。同时,采用科学手

段,加强运动过程监控,防止伤害事故发生,帮

助学生获得更正向的身体认知。

4.2 运动塑型获得感的性别差异、学段差异

明显

在运动塑型获得感方面,性别差异明显。在

绝对运动塑型获得感和预期运动塑型获得感2个

维度,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可能在于:①
尽管青少年参与身体活动的整体状况不够理想,
但是相较于女生,男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更

长、运动量更大、锻炼效果更好,运动塑型改变

更为明显[26]。②多年来男生逐渐适应了自立、
自强、乐观、冷静等角色期望,在面对未来预期

时,他们更主动、更好强、更乐观,这在一定程

度上解释了男性的预期运动塑型获得感优于

女性。
在学段差异方面,大学生的运动塑型获得感

最好,其次是初中生,最不理想的是高中生。这

可能因为:①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自我意识明显

发展,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性、自尊心和好胜心,
关注并研究自己的相貌、体态,开始注意仪表风

度,能敏锐地感受自己的身体变化,追求完美,
对运动塑型获得感抱有强烈的信心。②高中生比

初中生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形象,用更多的时间关

注自己的衣着。同时随着高中生自我意识的增

强,他们更加强烈地关心自己,急切希望在各方

面超越他人。然而,自己的能力与这种自我表现

欲望间又有较大差距,导致他们自我怀疑和否

定,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运动塑型所得。③随着

知识的增多和生活经验的丰富,大学生感性与理

性趋于平衡,自觉性、持久性、独立性和稳定性

显著发展[27]。他们不仅对自己的评价逐渐变得

客观全面,而且强烈关注自己的发展;不仅有强

烈的自我设计和自我规划的愿望,而且能根据自

我设定的目标调节行为。这使得他们对运动塑型

获得感抱有强烈的信心。

4.3 身体意象与体育锻炼坚持性

前人研究基本一致认为,身体意象与体育锻

炼行为显著相关,长期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具有较

佳的身体意象[28-29];体育锻炼能提高人体体适

能,塑造理想体形,增强个体对身体能力的正向

感知,提高身体意象满意度[30-31]。在上述研究

中,学者们把体育锻炼作为前置因素,以体育锻

炼 (运动参与)作为介入手段来改善身体意象。
而本研究将体育锻炼作为后置因素,从身体意象

和运动塑型获得感的角度探讨对体育锻炼坚持性

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体意象可显著预测体育锻

炼坚持性。这一结果与郭启贵和林小丽的研究结

果一致,即身体意象越正向,自我修正的愿望越

强烈,越愿意从事体育锻炼,体育锻炼的坚持性

越好[32-33]。这可能在于:①身体意象的正向认

知导致青少年形成优越感,愿意参加体育锻炼,
产生亲体育行为;反之,身体意象评价负向的个

体,因害怕自己的身材呈现于公共场所 (如游泳

馆、穿紧身衣的健身场所),而引发体形焦虑,
产生体育锻炼行为退缩和疏离感。②对身体意象

的积极关注,会促使其主动寻求相应手段。饮食

控制、个人运动、使用药物、身体整形是4种雕

塑身体形象的基本技术[34],其中,科学规律的

体育锻炼是最安全的手段,也是广大青少年最易

接受的塑型方式。

4.4 运动塑型获得感的中介作用

运动塑型获得感在身体意象对体育锻炼坚持

性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其机理可能是:当

感受到高运动塑型获得感时,一方面个体会追求

更高层次的需求,得到更高层次的激励,体验到

愉悦、兴奋等积极情绪,产生更强的体育锻炼动

力;另一方面,高运动塑型获得感可能使个体将

锻炼效果原因归于自身,认为自己先天条件、能

力、投入等都比较突出,进而导致积极的情绪状

态和高自尊,甚至出现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坚

持锻炼的正向行为。这与丁倩的研究结果———相

对剥夺感对个体的社会适应有消极作用———相呼

应[35]。同时,这也提示我们:①运动塑型获得

感是体育锻炼中产生积极情感体验的基础,没有

运动塑型获得感积极情感体验无从依靠。②青少

年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中,可以借助视频录

像等直观方式来呈现锻炼前后的身体形象变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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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获得更强的运动塑型获得感和正向情感体

验,为体育锻炼获得持续动力。这种运动塑型获

得感在体育锻炼坚持性方面所做的贡献,与快乐

体育思想的真谛———引导学生不断努力,实现自

我超越,引导学生获得积极情感体验———契合。

5 结论

(1)青少年学生身体意象呈现出性别差异,
男生好于女生。初中、高中和大学3个学段学生

的身 体 意 象 评 价 呈 “V”字 型 分 布,高 中 生

最低。
(2)青少年学生运动塑型获得感方面也存在

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在绝对运动塑型获得感和

预期运动塑型获得感两方面均好于女生。运动塑

型获得感的学段差异较为明显,大学生最好,高

中生最差。
(3)身体意象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运动塑型

获得感和体育锻炼坚持性,运动塑型获得感在青

少年身体意象和体育锻炼坚持性之间具有中介

作用。

6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只关注了运动塑型获得感,未纳入体

育功能发挥引发的愉悦获得感、健康状况改进获

得感等内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身体意象对体育

锻炼坚持性影响机制构建的准确性。在后续研究

中,可扩大运动效益获得感的内涵,进一步明晰

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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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is
 

paper
 

stud-
ies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urban
 

teenagers’
 

body
 

image,
 

sense
 

of
 

acquisition
 

of
 

sports
 

body
 

shaping
 

and
 

physical
 

exercise
 

persistence.
 

Using
 

three
 

kinds
 

of
 

questionnaires,
 

1
 

800
 

ur-
ban

 

young
 

students
 

aged
 

12—23
 

a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Body
 

image
 

and
 

sports
 

body
 

shaping
 

show
 

gender
 

and
 

stage
 

differences.
 

Men
 

are
 

better
 

than
 

women.
 

Students
 

in
 

junior
 

mid-
dle

 

school,
 

senior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show
 

a
 

“V”
 

distribution,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the
 

least
 

ideal.
 

②Body
 

image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physical
 

exercise
 

persistence.
 

The
 

teenagers
 

who
 

have
 

more
 

active
 

body
 

image
 

have
 

better
 

physical
 

exercise
 

persistence.
 

③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of
 

sports
 

body
 

shaping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body
 

image
 

and
 

physical
 

exercise
 

persistence.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mechanisms
 

of
 

the
 

differences
 

is
 

aimed
 

a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eenagers’
 

physical
 

exercise
 

and
 

effectively
 

improving
 

teenagers’
 

physical
 

health.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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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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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ng;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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