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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我国青少年生活方式的现状。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分层随机取样收集全

国 9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 初一至大四 15000名在校学生的相关资料, 回收有效问卷 10899份。用自编人

口学信息调查表及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 ( Ch inese A do lescent L ifesty le s Scale, CALS ) 进行调查。结果:

CALS各因子分均 > 2 5分, 体育锻炼因子分最低 ( 2 72 ∀ 0 64); 男生生活满意度得分高于女生 [ ( 2 91 ∀

0 48) v s ( 2 81 ∀ 0 44), P < 0 001]; 重点学校青少年客观行为分及生活满意度分均高于非重点学校

[ ( 3 04 ∀ 0 38) vs ( 2 93 ∀ 0 38), ( 2 89 ∀ 0 48) v s ( 2 84 ∀ 0 46); 均 P < 0 001]; 独生子女客观行为

分及生活满意度分均高于非独生子女 [ ( 3 05 ∀ 0 39) v s ( 2 88 ∀ 0 35), ( 2 92 ∀ 0 48) v s ( 2 78 ∀

0 44) ; 均 P < 0 001]; 初中生客观行为分及生活满意度分最高, 高中生次之, 大学生最低 [ ( 3 05 ∀ 0 41)

v s ( 3 01 ∀ 0 37) v s ( 2 86 ∀ 0 33 ); ( 3 01 ∀ 0 48 ) v s ( 2 84 ∀ 0 47 ) v s ( 2 74 ∀ 0 42), 均 P <

0 001]; 大城市青少年客观行为分及生活满意度最高, 中小城市次之, 乡镇农村最低 [ ( 3 07 ∀ 0 38) v s

( 2 97 ∀ 0 38) v s ( 2 89 ∀ 0 36); ( 2 93 ∀ 0 48 ) v s ( 2 85 ∀ 0 46) v s ( 2 80 ∀ 0 45), 均 P < 0 001]。

结论: 青少年生活方式总体状况良好, 中学生、城市青少年、重点学校青少年、独生子女生活方式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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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 tion the situa tions o f lifesty le s am ong Ch inese ado lescen ts Methods: In

this cro ss sec tional study, 15000 students from jun io r high schoo ls, sen io r h igh schoo ls and un iv ersitie s in 9 prov

ince s o f C hina w ere se lec ted by stratified sam pling m ethod, and w e re tested w ith the se lf m adeD em og raph ic Info r

m ation Q uestionna ire and C hine se Ado lescen t L ifesty les Sca le ( CAL S) F ina lly 10899 va lid que stionna ires w ere

returned Resu lts: The sco re s o f lifesty le s facto rs w ere a ll above 2 5, and am ong them the sco re o f phy sica l ex er

cise w as the low e st ( 2 72 ∀ 0 64) The life satisfaction sco re in m a le students w as higher than tha t in fem a les

[ ( 2 91 ∀ 0 48) vs ( 2 81 ∀ 0 44), P < 0 001] The behav io r and life sa tisfac tion sco re s in students from key

schoo l w e re highe r than that in students from genera l schoo l [ ( 3 04 ∀ 0 38) v s ( 2 93 ∀ 0 38), ( 2 89 ∀ 0 48)

v s ( 2 84 ∀ 0 46), P s< 0 001] The behav ior and life sa tisfaction scores in on ly child students w ere h igher than

non on ly ch ild students [ ( 3 05 ∀ 0 39) v s ( 2 88 ∀ 0 35), ( 2 92 ∀ 0 48) v s ( 2 78 ∀ 0 44) , P s< 0 001]

The behav io r and life sa tisfac tion sco re s w ere the h ighest in jun io r h igh schoo l students, m iddle in senio r h igh

schoo l students, and the low e st in un iv ersity students [ ( 3 05 ∀ 0 41) v s ( 3 01 ∀ 0 37) v s ( 2 86 ∀ 0 33),

( 3 01 ∀ 0 48) v s ( 2 84 ∀ 0 47) v s ( 2 74 ∀ 0 42), P s< 0 001] The behav io r and life satisfaction sco res

w ere the highe st in studen ts from big c ity, m iddle in tho se from sm a ll c ity, and the low est in tho se from rura 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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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07 ∀ 0 38) v s ( 2 97 ∀ 0 38) v s ( 2 89 ∀ 0 36) , ( 2 93 ∀ 0 48 ) v s ( 2 85 ∀ 0 46) v s ( 2 80 ∀

0 45) , P s< 0 001 ] Conc lusion: The lifesty le s o f ado le scents a re good in genera l The life sty les are be tter in

h igh schoo l students, c ity ado lescen ts, key schoo l students and on ly child students

 Key words! ado le scen;t life sty le; cro ss sec tional study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面临多重选择的时期, 这个时

期既可以发展和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 同时也会发生

各种危险行为。青少年时期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降低

这个时期及以后的疾病率和死亡率。同时, 青少年时

期健康的行为方式也会促进他们的健康和长寿
[ 1]
。

#生活方式∃ 这一术语, 是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

伯 (M ax W eber) 提出的, 他认为: #生活方式是人
们长期受一定文化、民族、经济、社会、风俗、规范

等影响而形成的一系列生活习惯、生活态度和生活制

度, 包括个人嗜好、认知方式和业余时间的行为活动

等
[ 2] ∃。国外流行病学、社会医学和临床社会调查证

明, 制约人类健康的因素中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占

50% ~ 55%
[ 3]
。

目前对青少年生活方式的研究多关注生活方式中

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 不能很好地反映青少年生活方

式的全貌。本研究对青少年生活方式的多个方面进行

了调查, 以期获得我国青少年生活方式现状的资料,

并对影响青少年生活方式的要素进行分析, 为引导青

少年健康生活方式提供方向和支持。

1 对象和方法

1 1对象

在相关部委支持下对全国 9个省 (自治区、直

辖市 ) 青少年进行抽样调查。教育部根据各地经济

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状况, 以省份为单位把全国划为

#三片∃ [ 4]
。依据教育部的划分方法, 根据分层整群

抽样的原则在 #三片 ∃ 地区进行抽样 (具体抽样方

法见 %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的初步编制及信效度检

验 & ) [ 5]。共发放问卷 15, 000份, 回收有效问卷 10,

899份。其中男生 5521人, 女生 5281人, 缺失 97

人; 初中生 3483人, 高中生 4377人, 大学生 3039

人; 年龄 13~ 24岁, 平均 ( 17 0 ∀ 2 7) 岁。

1 2工具

1 2 1自编人口学信息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级、学校性质 (重点 /非重点 )、

家庭所在地 (大城市、中小城市、乡镇农村 )、是否

独生子女。

1 2 2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 ( Ch inese Ado lescent L ife

sty le s Scale, CALS)
[ 5]

共 49个题目, 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客观行

为, 包含 8个因子: 饮食习惯、睡眠状况、卫生习

惯、学习习惯、体育锻炼、娱乐活动、人际关系、应

对方式。第二部分为主观评价, 包含 1个因子: 生活

满意度。采用 1~ 4级计分, 第一部分 1~ 4分别代表

从不、偶尔、经常、总是; 第二部分 1~ 4分别代表

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

1 3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3 0对总体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对

不同性别、学校性质及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生活方式

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 对不同年级和家庭所在地青少

年的生活方式进行方差分析, 以 P < 0 0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得分情况

表 1显示, 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客观行为分及各

因子分均 > 2 5分, 其中体育锻炼因子得分最低。

表 1 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得分情况 ( n= 10899)

量表 x ∀ s

客观行为 2 98∀ 0 38

饮食习惯 3 10∀ 0 58

睡眠状况 2 87∀ 0 55

卫生习惯 3 53∀ 0 51

学习习惯 2 91∀ 0 53

体育锻炼 2 72∀ 0 64

娱乐活动 2 97∀ 0 66

人际关系 3 09∀ 0 53

应对方式 2 87∀ 0 60

生活满意度 2 87∀ 0 47

2 2不同人口学变量学生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评分比

较

2 2 1不同性别、学校性质、是否独生子女学生间比较

男生的生活满意度、睡眠状况、体育锻炼、娱乐

活动因子得分高于女生, 而饮食习惯、卫生习惯、学

习习惯、人际关系、应对方式因子得分低于女生; 重

点学校学生睡眠状况因子分低于非重点学校, 其余因

子分均高于非重点学校; 独生子女各因子得分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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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独生子女 (表 2)。

表 2 不同性别、学校性质、是否独生子女学生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评分比较 ( x ∀ s )

量表
男生

( n= 5521)

女生

( n= 5281)
t值

重点学校

( n = 5585)

非重点学校

( n = 5314)
t值

独生子女

( n= 6434)

非独生子女

( n = 4357)
t值

客观行为 2 98 ∀ 0 40 2 99 ∀ 0 36 - 1 347 3 04 ∀ 0 38 2 93 ∀ 0 38 14 433* * * 3 05 ∀ 0 39 2 88 ∀ 0 35 23 488* * *

饮食习惯 3 05 ∀ 0 59 3 16 ∀ 0 55 - 9 824* * * 3 20 ∀ 0 57 2 99 ∀ 0 57 19 082* * * 3 20 ∀ 0 57 2 95 ∀ 0 55 22 903* * *

睡眠状况 2 90 ∀ 0 56 2 85 ∀ 0 54 4 970* * * 2 86 ∀ 0 55 2 89 ∀ 0 54 - 3 327* * 2 89 ∀ 0 56 2 84 ∀ 0 52 4 752* * *

卫生习惯 3 42 ∀ 0 55 3 64 ∀ 0 43 - 23 533* * * 3 56 ∀ 0 50 3 49 ∀ 0 51 7 244* * * 3 59 ∀ 0 49 3 44 ∀ 0 53 14 842* * *

学习习惯 2 87 ∀ 0 55 2 96 ∀ 0 50 - 7 925* * * 2 96 ∀ 0 53 2 86 ∀ 0 53 9 691* * * 2 97 ∀ 0 54 2 83 ∀ 0 50 14 418* * *

体育锻炼 2 84 ∀ 0 64 2 59 ∀ 0 62 20 260* * * 2 77 ∀ 0 64 2 66 ∀ 0 64 9 257* * * 2 79 ∀ 0 66 2 61 ∀ 0 60 15 361* * *

娱乐活动 3 02 ∀ 0 66 2 91 ∀ 0 65 8 805* * * 3 02 ∀ 0 65 2 92 ∀ 0 66 7 633* * * 3 05 ∀ 0 66 2 84 ∀ 0 64 16 591* * *

人际关系 3 05 ∀ 0 54 3 13 ∀ 0 51 - 7 092* * * 3 17 ∀ 0 53 3 01 ∀ 0 52 15 830* * * 3 17 ∀ 0 54 2 97 ∀ 0 50 19 553* * *

应对方式 2 81 ∀ 0 60 2 94 ∀ 0 58 - 11 672* * * 2 93 ∀ 0 60 2 80 ∀ 0 59 11 557* * * 2 94 ∀ 0 61 2 76 ∀ 0 55 15 834* * *

生活满意度 2 91 ∀ 0 48 2 81 ∀ 0 44 10 882* * * 2 89 ∀ 0 48 2 84 ∀ 0 46 4 833* * * 2 92 ∀ 0 48 2 78 ∀ 0 44 15 274* * *

注: * * P < 0 01, * * * P < 0 001。

2 2 2不同年级及家庭所在地学生间比较

方差分析显示, 不同年级学生青少年生活方式问

卷各因子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进一步两两比较表

明, 初中生各因子分均高于高中生和大学生, 高中生

高于大学生; 不同家庭所在地学生各因子分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睡眠状况因子分乡镇农村高于大城市和

中小城市 (P < 0 05), 其余各因子分均是大城市高

于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 中小城市高于乡镇农村

(表 3)。

表 3 不同年级及家庭所在地学生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评分比较 ( x ∀ s )

量表
初中 ∋
( n= 3483)

高中(
(n= 4377)

大学)
(n= 3039)

F值
两两比较

P < 0 05

大城市∋
(n= 4080)

中小城市 (
(n= 2788)

乡镇农村)
( n= 3492)

F值
两两比较

P < 0 05

客观行为 3 05 ∀ 0 41 3 01 ∀ 0 37 2 86 ∀ 0 33 235 980
* * * ∋ > ( 、) , ( > ) 3 07 ∀ 0 38 2 97 ∀ 0 38 2 89∀ 0 36 206 693

* * * ∋ > (、) , ( > )

饮食习惯 3 17 ∀ 0 57 3 22 ∀ 0 60 2 86 ∀ 0 53 411 005
* * * ( > ∋ 、) , ∋ > ) 3 23 ∀ 0 57 3 09 ∀ 0 58 2 96∀ 0 54 217 888

* * * ∋ > (、) , ( > )

睡眠状况 3 02 ∀ 0 57 2 77 ∀ 0 55 2 85 ∀ 0 47 211 891
* * * ∋ > ( 、) , ) > ( 2 86 ∀ 0 57 2 87 ∀ 0 57 2 89∀ 0 50 4 339

* ) > ∋

卫生习惯 3 54 ∀ 0 49 3 60 ∀ 0 48 3 40 ∀ 0 54 143 151
* * * ( > ∋ 、) , ∋ > ) 3 59 ∀ 0 49 3 53 ∀ 0 50 3 45∀ 0 52 76 734

* * * ∋ > (、) , ( > )

学习习惯 3 01 ∀ 0 55 2 94 ∀ 0 51 2 77 ∀ 0 49 188 759
* * * ∋ > ( 、) , ( > ) 2 99 ∀ 0 53 2 89 ∀ 0 54 2 84∀ 0 50 72 155

* * * ∋ > (、) , ( > )

体育锻炼 2 83 ∀ 0 66 2 72 ∀ 0 65 2 59 ∀ 0 58 121 966
* * * ∋ > ( 、) , ( > ) 2 82 ∀ 0 65 2 68 ∀ 0 65 2 62∀ 0 60 95 188

* * * ∋ > (、) , ( > )

娱乐活动 3 00 ∀ 0 69 3 01 ∀ 0 67 2 87 ∀ 0 59 43 525
* * * ) < ∋ 、( 3 08 ∀ 0 66 2 98 ∀ 0 67 2 84∀ 0 63 136 467

* * * ∋ > (、) , ( > )

人际关系 3 11 ∀ 0 56 3 16 ∀ 0 53 2 96 ∀ 0 47 129 679
* * * ( > ∋ 、) , ∋ > ) 3 21 ∀ 0 53 3 09 ∀ 0 52 2 96∀ 0 49 221 758

* * * ∋ > (、) , ( > )

应对方式 2 88 ∀ 0 66 2 93 ∀ 0 61 2 78 ∀ 0 48 55 592
* * * ( > ∋ 、) , ∋ > ) 2 96 ∀ 0 61 2 88 ∀ 0 59 2 75∀ 0 56 124 970

* * * ∋ > (、) , ( > )

生活满意度 3 01 ∀ 0 48 2 84 ∀ 0 47 2 74 ∀ 0 42 294 980
* * * ∋ > ( 、) , ( > ) 2 93 ∀ 0 48 2 85 ∀ 0 46 2 80∀ 0 45 70 540

* * * ∋ > (、) , ( > )

注:
*
P < 0 05,

* * *
P < 0 001。

3 讨 论

3 1青少年生活方式现状分析

本研究发现, 青少年生活方式整体表现出健康良

好的态势,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隐患。关颖、孙宏

艳
[ 6]
于 2003年对全国六大城市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二

年级学生的饮食习惯、睡眠习惯、卫生习惯、玩耍习

惯、运动习惯进行调查发现, 大城市少年儿童在被调

查的几个方面整体表现出健康向上的趋势, 同时也存

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和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一致。本调

查结果显示, 在生活方式的几个因子中, 体育锻炼因

子得分最低, 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情况令人堪忧, 这和

已有研究结果一致
[ 7 8 ]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了体育锻

炼和体质、心理健康存在正相关, 坚持体育锻炼能够

增强体质, 改善心理健康水平
[ 9 10]
。青少年体育锻炼

的不足可能和学习任务重、独立支配的运动时间少、

缺乏合适的运动场所以及青少年对体育锻炼的认识与

行为存在偏差有关
[ 6, 11]
。目前, 青少年体育锻炼不足

的现象已经引起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重视, 学校和家

庭应丰富青少年的体育活动, 保证青少年足够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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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时间, 以保证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3 2不同人口学变量青少年生活方式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 男生和女生客观行为差异不具统计

学意义。男生的睡眠情况、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比女

生好, 和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
[ 11 12 ]

。体育锻炼和娱

乐活动能够宣泄旺盛的精力, 满足好奇、挑战、寻求

刺激的心理, 更能满足男生在这方面的需求。饮食习

惯、卫生习惯、学习习惯女生, 得分高于男生, 这和

女生更关注饮食和健康、爱清洁、遵守规则和秩序有

关。女生更乐于群体的交往, 遇到问题会以更积极的

方式去解决, 比如积极思考、求助等, 因此人际关系

和应对方式都比男生好。男女生客观行为差异不具统

计学意义, 但男生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女生。已有的研

究中性别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论并不一

致
[ 13]

, 这可能和研究对象和工具不同有关。

在本研究中, 随着年级的增长, 生活方式整体水

平有下降趋势, 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最差。向阳等
[ 14]
、

张辉等
[ 15]
对大学生生活方式的调查均发现, 大学生

中普遍存在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的原因是, 在

初中和高中阶段, 青少年有家庭和学校的管理约束,

生活规律性强, 生活方式较好。到了大学, 青少年的

自由度大幅上升, 自主性增强, 但大部分青少年缺乏

合理安排自己生活制度的意识, 同时大学生面临更为

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 承受压力较大, 从而导

致不良的生活方式
[ 14]
。另外很多青少年没有在初高

中阶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并且自我管理的能力不

够, 到了大学阶段问题便会暴露出来, 导致大学生整

体生活方式的下降。提示青少年早期阶段健康生活方

式的养成教育至关重要。

本研究还发现, 高中生的睡眠状况最差。睡眠作

为临床上衡量健康水平的一项基本指标, 与生理和心

理功能有密切关系
[ 16]
。高中生面临高考的压力, 学

习负担重, 压力大, 对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都会造成

影响。大城市青少年生活方式最好, 乡镇农村最差;

重点学校青少年生活方式比非重点学校好; 独生子女

生活方式比非独生子女好。这可能和大城市、重点学

校青少年以及独生子女享有更多的教育资源, 具有较

高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知识有关。

综上所述, 我国青少年生活方式整体状况良好,

体育锻炼需要加强。在青少年生活方式的教育和引导

中需要关注生活方式存在一定问题的青少年群体, 如

大学生、经济文化教育水平欠发达地区的青少年等。

不同人口学变量对青少年生活方式的交互作用以及青

少年生活方式对其体质、心理健康的具体影响有待进

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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