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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高校学生体育消费情况调研分析报告

摘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对枣庄市

高校发放调查问卷来研究枣庄市高校学生的体育消费行为，对枣庄市高校学生体育消费水平，体育

消费动机、体育消费观念行为进行调查和分析，并提出合理性建议。研究结果如下：1、大部分枣

庄市高校学生有较强的体育消费意识并在一定范围上参与了体育消费；2、枣庄市高校学生的体育

消费主要集中在实物消费方面，其次是参与型体育消费，最后是观赏型体育消费；3、枣庄市高校

学生的体育消费结构与性别、年级、地域、学生喜好运动程度等有关。并从学校、企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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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几年，为进一步扩大体育消费规模、提高体育消费水平、改善体育消费结构，

国家频频发布有关体育消费的政策文件，这些政策的大力扶持使体育产业快速发展，

体育消费市场逐渐壮大，使得体育消费已成为国民消费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产

业也成为我国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处于新时代下的大学生群体相对于社会中其他社会群体，存在一定特殊性，他们

的消费行为和观念较为前卫。本文着眼于枣庄市四所普通高校，针对枣庄市高校学生

有关体育消费行为进行调研，通过此次对体育消费现状的分析找到存在的问题，并得

到相应的建议知道枣庄市大学生进行理性消费，使学生们养成良好的消费观念。大学

生是社会发展的基石，也是体育消费的主要群体之一，他们的体育价值观、消费动机

对体育市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李婉婷 ,王雅楠, 张佳,202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本次针对枣庄市高校学生进行的体育消费调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从其他角度来说，高校学生体育消费行为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经

济学问题，也是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具体体现，也是大学生适应社会的一种表现。从大

学生的体育消费行为中，可以反映出每个人不同的自我发展，也能侧面反映出大学生

的消费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发展趋势。本文希望在调查分析中找到正确合理的解

决办法，深化“终身体育”的理念，养成科学合理的体育习惯(刘思洁, 陈雨婷, 杨晓

雪,2023)。

1.1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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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灵活且合乎逻辑的思维方式、鲜明的个性特点，

随着大学生一步步融入社会，注定给社会带来新的动力，他们在体育消费市场中有很

高的比重。本文对枣庄市高校学生的体育消费行为进行调查，了解枣庄市高校学生的

体育消费意识、体育消费动机、体育消费结构等。一方面，帮助枣庄市大学生认识自

己的体育消费意识，纠正体育消费中的错误观点，提出合理有效的建议；另一方面，

明确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开发枣庄市大学生体育消费市场，促进体育

产业的发展。

1.2 研究意义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人们的生活

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健康、绿色的生活，“花钱买健

康”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时尚，引领了潮流。大学生又是走在时尚道路前列，

就会不同程度参与到体育消费中来。从这些分析中证明但是大学生由于缺少生活经验，

会不自觉地出现盲目、攀比心理等，就会直接影响大学生体育消费理念的发展。因此

本文针对枣庄市高校学生的体育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可以找到大学生体育消费存在的

问题，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体育消费行为，纠正其中的不良做法，促进形成良好体育

消费观念，养成合理的体育运动习惯。同时，大学生体育消费行为的研究对体育产业

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相关概念界定

所谓消费是指人们未来满足对物品和服务的需要所产生的消耗与花费，包括物质

生活、文化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需要[2]。消费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人们特定需要的商品使

用价值的消费，更高层次上来说消费文化作为新的影像和符号正在刺激着人们对于物

质更为广泛的联想和欲望[3](黄思宇, 赵瑶,2021)。

体育消费是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要

求、结果和重要标志。体育消费的概念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为了满足生理、

心理和社会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直接消耗体育资料(包括体育物质、精神产品和劳务)

以及在相关的体育活动中间接消耗其它资料的过程，它是体育消费行为外显行为当中

的部分内容[4]。从这些分析中证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体育消费也可以被分为主动体育

消费和被动体育消费(周佳怡 ,吴静怡 ,徐梦洁, 孙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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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体育消费是指人主动进行体育消费，大部分是人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或

者兴趣使然，购买体育用品，或者参与体育运动，进行体育锻炼，从而产生的一种消

费行为。被动体育消费就是指人们被动地进行体育消费，它一般是用来丰富人们的精

神文化生活，例如通过购买体育类门票观看体育比赛或表演，通过购买体育类书籍报

刊学习了解体育知识。这类消费行为由于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因此可以被称为精神

体育消费(马靖媛 ,朱思颖, 胡梦)。

2.2　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随着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体育价值观不断改变，终身体育观念

的建立以及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体育消费是人们生活消费中的一部分，占有一定的

比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是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消费外，享受更高层次需求的

消费活动，众多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角度对体育消费进行了大量的理论

和实证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开始对体育消

费的研究有所关注，随着国外体育社会学思想观念的大量引进，我国许多理论工作者

把目光投向体育消费(郭佳琳 ,何思涵, 高晨雨,2023)。从这些分析中证明这在一定程

度上表明现阶段针对大学生消费情况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调查性研究，

一大部分是各大高校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或者学生自制调查问卷，为了解在校学生消

费内容和消费结构上是否存在不合理现象进行研究。另一类是理论研究，有些研究消

费行为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专家，根据已有的调查数据或社会现象对大学生的消费行为

作出分析和预测[5](林璐瑶, 郑嘉怡, 梁雨婷 ,宋晓)。

2.3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大多针对体育消费的心理和行为展开对体育消费的研究，主要包含体育消费

动机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不同项目的不同性别或者不同种族体育动机的比较。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休闲娱乐因素在国外体育动机中排在首位，经济因素在体育消费

中的影响偏低，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消费水平基本达到顶峰，人均体育消费占全社会

休闲娱乐的三分之一以上，达到了每年人均体育消费 300 美元以上，但是很少有对大

学生体育消费的研究。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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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枣庄市高校学生体育消费现状为研究对象，抽样调查了山东体育学院、齐

鲁工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经大学 320 名大学生的体育消费影响因素进行研

究，其中包括四所高校各年级各 20人。 

3.2 研究方法

3.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研究的主要内容，通过运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以及学院图书馆平台系

统以“大学生体育消费”“体育消费影响因素”等关键词进行相关文献查阅。

3.2.2 访谈法

向有关专家进行体育消费方面的咨询，并通过对枣庄市部分高校学生进行询问，

了解枣庄市高校学生体育消费的现状，并以此为依据设计调查问卷。

3.2.3 问卷调查法

为了解枣庄市高校学生体育消费现状，为增加论文真实性，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

向枣庄市地区高校大学学生发放 320份问卷。

3.2.4 数理统计法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整理统计，通过 SPSS建立数据库，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整

理统计分析。

3.2.5 逻辑分析法

通过大量的观察和数据的收集，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并结合相关理论知识 对数

据和信息进行深度分析，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4  结果与分析

4.1 枣庄市高校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调查对象涉及枣庄市高校全部年级，其中大一学生 74人，占总被调查人数的 23.1%；

大二学生 75 人，占总被调查人数的 23.4%；大三学生 85 人，占总被调查人数的

26.6%；大四学生 86人，占总被调查人数的 26.9%。（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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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年级分布统计表（N=320）

4.1.1 性别情况分析

在所有枣庄市调查对象中，男生 172人，占总被调查人数的 53.8%，女生 148人，

占总被调查人数的 46.2%。

由于学生的性别不同，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也各不相同，这就会导致枣庄

市体育消费的结果也不相同。从这些分析中证明由调查得知，由于生活和学习环境的

不同，每个大学生养成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也不相同。大学时期的女生比之前任何

阶段的女生大多都更加注重自己的穿着打扮，追求优美的身材，性格多内向且喜静，

她们多会选择对抗性小的运动，所以我们很少会在球场上看到女生打球，通宵看球赛

的也大多是男生(许佳琪 ,邓梦璐, 冯晨,2021)。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而大学时期的男

生，他们更加活跃爱动，好奇心还强，他们希望通过运动拥有健硕的身材，拥有熟练

的技术，所以他们大多选择对抗性强且充满力量的运动，瑜伽馆很少会出现男生的身

影，也很少有男生会纠结运动时的着装度颜色和整体搭配，因此，不同性别的学生会

由于心理的不同，产生不同的体育消费行为(蔡璐瑶 ,彭思婷)。

4.1.2 生源结构调查分析

在枣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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