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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媒体时代媒介融合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断发展变化，现

如今，手机与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人的生活必须。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

驱动着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向更加智能化和生活化的方向不断进步，App 应用程

序逐步普及。其中，运动健身类 App 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已逐渐成为大学生中

流行的运动健身辅助工具，为大学生提供运动健身指导和数据参考服务。但是在

App 应用市场的激烈竞争下，运动健身类 App 在功能完善和精准推送等方面还

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的研究将以统计调查分析为主，通过对合肥市高校学生的基本信息、运

动类 App 的认识和使用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对运动类 App 现有用户和潜在用户

进行分析，进而对运动类 App 未来发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措施。

在调查方法上，本文采用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调查，提高调

查过程的科学性。所有调查数据均通过了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结果真实可靠。

在数据分析方法上，本文采用描述性统计，对所调查的人群基本情况等方面进行

分析；然后，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分析影响大学生是否使用运动类 App 的因素，

并对因素重要性进行排序；最后，运用 GBDT 模型对使用行为进行预测，并通

过用户画像对潜在使用者和目标产品进行刻画。

本报告研究的结论主要有:（1）合肥市在校大学生大多使用过运动类 App，
且用户之间存在差异；（2）与记录运动信息相关的功能更被在校大学生所青睐；

（3）运动类 App 对在校大学生的运动锻炼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4）合肥市在

校大学生对运动类 App 的满意程度普遍较高。（5）空闲时间、锻炼的频率、偏

爱的运动环境对是否使用运动类 App 的影响显著。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运动类 App 市场的未来发展提出改进建议：（1）找准

产品定位，明确研发方向；（2）完善产品功能，增强用户粘性；（3）明晰用户群

体，精准推送产品。

关键词：运动类 App；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随机森林；GBDT；用户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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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绪 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2014 年，随着《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等政策

的推出，全民运动，加强体育锻炼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层次，体育产业成为中国的

新兴绿色产业。我国预计到 2020 年， 体育人口有望达到 4.35 亿人。从 20 岁以

上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占比来看，20-29 岁人群占比接近 50%，50 岁以下中青年

的整体占比也达到 40%以上，说明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中青年对运动健身的需求较

高，因此，未来运动健身产业的市场规模也有望持续增加。

但是，在 2015 年之后，运动类 App 领域的融资热潮降温，运动类 App 领域

所存在的问题也都暴露了出来：App 没有可持续的特色和创新性的功能，很难获

得用户黏度，甚至会导致用户放弃使用；App 现有计算方法和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不够准确，用户同时使用不同 App 可能得到不同结果，导致用户对运动类 App
的信任度下降等。由此看来，现有的运动类 App 用户粘度较差，且现有 App 用

户对运动类 App 持有热情不高，运动类 App 市场发展不完善，存在较大问题。

（二）研究意义

国务院在 2016 年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欲完善健身

休闲服务体系，推动互联网+健身休闲模式的发展，实现健身在线化、产品智能

化和数据可视化，以此来推进《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年》的实现，加快推进

体育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运动类 App 用户量目前已达到 3.64 亿， 未来十几年将会持续增加， 其中，

社会白领与高校学生是最主要的用户群体。本文通过对合肥市高校学生基本信息

和使用运动类 App 的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运用随机森林模型和 GBDT 模型研究

现有消费者对运动类 App 的使用感受和功能期望，得出符合市场和消费者期望

的运动类 App 应具有的功能和现有功能的缺陷和问题，生成用户画像，预测消

费者未来的使用行为。

本项调查研究可为运动类App开发公司提供一定的消费者原始数据和建议，

有利于公司据此对 App 现有问题和缺陷进行改善，对未来 App 研发方向进行确

定和修改，为今后能开发专业性强、个性化强、可用于指导全民健身的 App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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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理论基础，使公司在急速扩大的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

二、文献综述

对于我国运动类 App 发展现状而言，林瑶瑶（2019）[1]认为近几年以智能手

机为主要载体的移动通信技术以飞快的速度向前迈进，手机 App 已经成为人们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运动健身类 App 凭借其便捷性、互动性强的特点吸

引了众多用户，得到了快速的推广和应用；刘璐（2016）[2]认为从现阶段市场中

的运动类 App 发展情况来看，部分运动类 App 的研发为提升开发速度或是抢占

市场，没有能够针对 App 的长久发展进行科学论证，导致其自身还存在着一定

的缺陷，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李霞（2017）[3]认为在我国根据国民体质监测指

标作为健身指导的 App 比较缺乏且亟待开发。

对于影响运动类 App 消费者使用行为的因素，李柔（2017）[4]认为运动类

App 的女性用户数量略高于男性，且 85%的用户为 40 岁以下；陆佳莉（2017）
[5]认为运动类 App 用户多集中在超一线城市和一线城市，是一方面大城市拥有丰

富的健身资源，另一方面大城市居民的健身习惯和健身意识相对较好；李霞（2017）
[3]认为用户对于拥有社交平台的 App 满意度最高，对于运动监测型的 App 满意

度最低。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大部分学者主要对于运动类 App 使用情

况进行调查研究，而对运动类 App 具体功能满意度和问题缺陷进行调查研究的

情况较少，待以补充。本研究报告对运动类 App 现有用户和潜在用户进行分析，

对运动类 App 未来发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措施。具有一定的研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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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调查方案与实施

一、调查方案设计

（一）调查目的

1. 对合肥高校学生进行随机抽样，了解运动类 App 在学生中的使用现状

我们采用随机抽样和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合肥市高校大学

生中进行调研。通过对高校学生的性别、年龄、每周运动习惯以及是否使用过运

动类 App 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了解运动类 App 在高校学生中的现有市场规模，

预测潜在市场规模。

2. 调研使用者对运动类 App 现有功能的满意度，改善功能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运动类 App 研究发展进入寒冬期，根本原因在于使用者粘度不高，

产品功能存在较大问题。我们将通过调查，挖掘使用者对具体产品功能的满意程

度，从而得到如何改善运动类 App 现有功能问题的解决方案。

3. 构建运动类 App 的产品画像

通过分析运动类 App 现有功能的重要度和使用者满意度，以及使用者对运

动类 App 的功能预期，利用 GBDT 模型来预测目前使用者心目中的理想型 App，
以此促进 App 开发公司对产品研究进行调整，使其更满足使用者的心理预期，

提高使用者的满意度，来达到扩大市场规模的目的。

（二）调查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首先，对有关运动类 App 的现有文献

进行分析，据此设计《大学生运动类 App 使用现状及影响调查》研究问卷，并

采用随机抽样与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确定调查对象及数量；其次，

根据回收数据，分析运动类 App 大学生市场使用者对 App 的使用状况及满意度；

最后，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提出关于如何改进运动类 App 的发展建议。研究的

基本思路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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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思路流程图

（三）调查和抽查方法

本文选取合肥市 18 所高校全部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抽样和三阶段

不等概率抽样相结合的概率抽样调查方式，保证了调查的科学性，减少了抽样误

差。考虑到距离问题和人力问题，调查小组主要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发放调查

问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

（四）调查方式与方法

考虑到调查总体及各层的财力物力以及人力等多重现实因素后，本文通过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调查方式对合肥市高校大学生对运动类 App 的基本了解情况

和使用现状进行信息收集，了解用户的满意度，发现潜在用户，开发潜在市场，

进而探究其发展潜力与前景。

为了使估计量更加完善、保证调查的科学性，本文采取了三阶段不等概率

PPS 抽样。在第一阶段中从合肥市所有高校中抽取学校；在第二阶段中从学校抽

取院系；最后在第三阶段从各个院系中抽取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在整理数据时将纸质问卷信息录入到线上数据库中，为近一步展开数据分析

提供了便利，缩短了项目的执行时间，降低了数据处理的时间成本与保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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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方法

1 文献研究

在进行问卷设计与问卷分发前，小组主要采用文案调查法，使用计算机检索

国内运动类程序与运动类社交媒体的发展历程与发展现状，了解运动类 App 在

应用程序市场的成长态势，深度解析运动类 App 开拓高校大学生市场中所遇到

的问题，获取对本次调查有价值的二手资料。

2 抽样调查

介于调查的可行性，本文在调研对象中按一定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对象来开

展调查研究，再将调研结果按抽取的相应比例进行放大，以便在较短时间内获得

较为准确的调研信息。

3 问卷调查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作为本次调查的主要调查方法获取一手数据。小组成员

按照事先抽取的院系名单，对每个院系按照分配好的最佳样本量在各学院内发放

纸质或电子版问卷，收集样本的信息。

2. 调查方式

本文采用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的方法抽取合肥市高校的调查对象：

1 第一阶段进行 PPS 抽样

利用 PPS 法进行初级抽样单元的抽取时运用代码法进行实施。具体结果如

表 1 所示，合肥市高校人数总计 256850 人，最终共抽出 4 个高校。

表 1 第一阶段代码法抽样表

序

号

高校
学生人

数
所占比例 代码范围

随机产生

数

抽中再

编码

1 安徽大学 28000 0.109 0—28000 24995 1

2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15500 0.060 28001—43500

3 合肥工业大学 30450 0.118 43501—64568
36870、

59367
2

4 安徽农业大学 21068 0.082 64569—8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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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徽医科大学 19000 0.073 85637—104636

6
安徽中医药大

学
13205 0.051 104637—117841 115369 3

7 巢湖学院 16254 0.063 117842—134095

8 安徽建筑大学 17700 0.068 134096—151795

9 安徽三联学院 13800 0.053 151796—165595

10 合肥学院 15207 0.059 165596—180802 173449 4

11 安徽新华学院 20000 0.077 180803—200802

12
安徽文达信息

工程学院
10500 0.040 200803—211302

13
安徽外国语学

院
12000 0.046 211303—223302

14
安徽大学江淮

学院
1295 0.005 223303—224597

15
安徽建筑大学

城市建设学院
5000 0.019 224598—229597

16
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技术学院
7800 0.030 229598—237397

17 合肥师范学院 9038 0.035 237398—246435

18
安徽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院
1033 0.004 246436—247468

2 第二阶段进行分层抽样

从第一阶段抽取的合肥市高校中抽取院系。抽样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随机数表抽样

序号 高校
所含院系

数
入样号码 对应院系名

1 安徽大学 26 24、18、14、 经济学院、外语学院、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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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6、11 艺术学院、哲学系、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2
合肥工业大

学大学
23 31、36、48

化学与化工学院、数学学院、微电

子学院

3
安徽中医药

大学
16 57、62 药学院、中医学院

4 合肥学院 14 70 机械工程系

3 第三阶段进行随机抽样

在第三阶段中要从入样院系抽取被调查者，考虑到调查难度和人力资源的限

制，小组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每个院系内随机选取学生进行调查。

（五）抽样调查基本步骤

1. 编制抽样框

本文使用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在第一阶段中，将合肥市的

所有高校作为一级单元的抽样框，抽出所选中高校作为一级抽样单位；在第二阶

段中，二级单元的抽样框是第一阶段入样的高校的所有院系，抽出所选院系作为

二级抽样单位；在第三阶段中，三级单元的抽样框为每个入样院系的所有学生。

具体抽样框如表 3 所示。

2. 设计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调查、对运动类 App
认知情况的调查和对运动类 App 使用现状的调查。问卷排布逻辑清晰，并且问

卷内容设计是基于对大学生使用运动类 App 的现状即问题的相关文献资料的充

分学习，问卷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3. 预抽样调查

在进行正式调查之前，先根据抽样方案从抽样框中抽取较小样本进行预调查，

以检验所设计的抽样方案、抽样框和调查问卷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检测效果

较差的项目进行调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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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校院系抽样框

一级单

元
入样

二级单元的

抽样框
入样 三级元

合肥市

的所有

高校

安徽大学
安徽大学的

所有院系

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所有学生

外语学院 外语学院所有学生

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所有学生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所有学生

哲学系 哲学系所有学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所有

学生

合肥工业大学

合肥工业大

学的所有院

系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所有学生

数学学院 数学学院所有学生

微电子学院 微电子学院所有学生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中医药

大学的所有

院系

药学院 药学院所有学生

中医学院 中医学院所有学生

合肥学院
合肥学院的

所有院系
机械工程系 机械工程系所有学生

4. 样本容量的确定

将预调查问卷填写的运动类 App 使用者占比作为估计对象，因此关注总体

认知比例的样本方差。修正前最佳样本量 0n 的计算公式如下：

2 2

0 2

2

/
11 1

t PQ dn
t PQ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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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为总体数量，取置信度为 95%时的 t值，t=1.96，P为样本比例，d为绝对

允许误差，d=0.05，P取 0.5。则可以近似得出最佳样本量为 384：

2 2

0 2 2

(1 ) 1.96 0.5 0.5 384
0.05

t p pn
d
  

  

根据预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结合，假设我们采取的多阶段抽样的设计效应为

1.8，则应回收的有效样本量为 691 份。

0  deff  384 1.8 691n n    

考虑到样本无效问题，在征集指导老师的意见和经验后，我们假设无效比例

为 10%，则实际应调查的样本量为 767 份。

在确定了样本量之后，我们根据入样高校的在校生比例进行了样本量的分配，

具体分配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样本量分配表

入样高校 在校生数量 人数所占比例 样本量

安徽大学 28000 32.24% 247

合肥工业大学 30450 35.05% 269

安徽中医药大学 13205 15.20% 117

合肥学院 15207 17.51% 134

5. 正式抽样调查

本次共发放 821 份问卷，有效问卷为 779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4.88%。

二、调查实施

（一）调查实施进度

本次调查的工作期限为 2019 年 6 月 1 日-2019 年 6 月 12 日，具体实施进度

见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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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施进度图

（二）实际操作过程

在实际问卷发放的过程中，我们小组三人分工合作，对所抽取的安徽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合肥学院这四所高校入样院系的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我们的问卷形式有纸质版问卷与电子版问卷两种，其中电子版问卷是借助

问卷星平台构建而成。考虑到物力财力的约束与发放效率，本小组在合肥工业大

学（本学校）各入样院系学生里进行大量的随机实体问卷调查，并结合电子问卷

进行发放，在安徽大学也同样进行了部分随机实体问卷发放与电子问卷发放。在

发放纸质版问卷时，小组成员在被调查者完成问卷填写之后，与被调查者进行交

流与询问，了解其对运动类 App 认识，并及时回收问卷信息。之后，小组联系

了安徽中医药大学与合肥学院入样学院各班级的班干部，委托班干部于各班级采

用电子问卷的形式进行随机调查，并及时回收信息。

（三）质量控制

1. 本次调研过程中，以纸质版问卷和网络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网络问

卷具备的高质量的数据回收的特点，能够避免数据缺失情况的发生；

2. 网络问卷设置省去了部分数据录入环节，缩短了项目周期和时间，方便快捷；

3. 为使样本更具有代表性，团队成员在微博、朋友圈以及 QQ 空间等网络平台

进行问卷的发放与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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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地调研前调研小组各成员集中学习了解运动类 App 的相关内容，严格按照

统一计划和填表说明的要求执行；

5. 通过合理编制抽样框、现场调查环节检查的全面性和对于回收问卷审查的严

谨性，有效保证了调查的质量；

6. 在数据录入时，采取两次录入的模式，保证录入数据的准确性。

（四）调查误差的控制

调查误差（Error in Survey）是指在取得样本数据资料过程中产生的误差。

这部分误差通常与调查者、回答者、资料搜集方式和问卷等因素有关，它们会形

成在调查过程中出现无回答和回答出现偏误等情况，进而形成系统性误差。

因此，我们采用以下方式来减小并控制调查误差：

1. 问卷和表格设计

在预调查中，通过信度检验，问卷各部分的 Cronbach 系数均大于 0.8，同时

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65，而在问卷结构效度检验中，KMO 值为 0.617，大

于 0.5。我们认为问卷设计及调查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结果和目标。

2. 抽样

我们采用了分层抽样和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的方法，降低主观判断对样本的

抽选，有利于提高估计的精度,减少抽样误差,使估计量更加完善、保证调查的科

学性。

3. 数据的收集

实地调研前调研小组各成员集中学习了解运动类 App 的相关内容，严格按

照统一计划和填表说明的要求执行，尽量减低数据收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调查误

差。

4. 数据录入

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将被调查者配合度较低、填写较随意的问卷及中途放

弃填写的问卷标注为无效问卷，将最终有效的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汇总，并录入

数据。而在数据录入时，我们采取两次录入的模式，保证录入数据的准确性。

5. 调查计划

调查问卷由三个部分组成，逻辑清晰、合理，问卷在问题设计、排版布局等

方面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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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调查数据处理及检验

（一）信度检验

问卷中相关量表的 Cronbach 系数如表 5 所示：

表 5 预调查问卷相关量表 Cronbach 系数表

层面 Cronbach 系数 项数

App 具体功能满意度 1.0000 9

问卷整体 0.9650 92

各部分的 Cronbach 系数均大于 0.8，说明每个部分的项目描述都很精确；问

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650，说明问卷整体信度很好。

（二）结构效度检验

为反映问卷整体的结构效度，本文进行了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

如表 6 所示。

表 6 预调查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0.6170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Approx. Chi-Square 1765.1190

df 528
Sig. 0

KMO 值为 0.6170，大于 0.5，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P值为 0，表明高度显

著，问卷整体效度较好。

（三）卡方检验

为判断使用线上调研和线下两种调研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我们使用卡方

分析比较线上调研结果和线下调研结果两组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表 7 卡方检验结果

值 df
渐进 Sig.
（双侧）

精确 Sig.
（双侧）

精确 Sig.
（单侧）

Person 卡方 0.3890 1 0.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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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校正 0.1450 1 0.7030
似然比 0.3880 1 0.5330

Fisher 的精确检验 0.6300 0.3510
线性和线性组合 0.3830 1 0.5360
有效案例中的 N 70

a. 0 单位格（.0%）的期望计数少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13.71。
b. 仅对 2×2 表计算

检验结果表明，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调研方式对用户是否会使用运动类

App 无显著影响，同时对调研样本的一致性和相关性无影响。

四、正式调查数据处理

（一）问卷处理与数据录入

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将被调查者配合度较低、填写较随意的问卷及中途放

弃填写的问卷标注为无效问卷，将最终有效的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汇总，并录入

数据。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表 8 正式调查问卷相关量表 Cronbach 系数表

层面 Cronbach 系数 项数

App 具体功能满意度 0.9990 9

问卷整体 0.9580 92

Cronbach 系数在 0.9～1 之间时，说明量表的可信度非常好。根据 Cronbach
系数表的结果说明问卷分类合理，量表内在一致性高。

对正式数据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正式调查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0.6170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Approx. Chi-Square 1765.1190

df 528
Sig. 0

检验结果 KMO=0.933>0.5，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P值小于 0.05，非常显著，

说明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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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创新点

本文在研究内容方面进行了创新：

（一） 自 2014 年运动类 App 出现后，绝大多数文献的研究内容均是对运动类

App 的整体而言，对具体功能满意度的调查研究内容较少，而本文在此

方面进行了开拓创新。

（二） 构建产品画像，得出最符合使用者心理预期的运动类 App 产品画像，有

助于对运动类 App 进行精准的研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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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运动类 App 用户调查结果统计及分析

一、大学生对运动类 App 认知统计学特征分析

（一）高校学生使用 App 原因（第 9 题）

图 3 高校学生使用 App 原因分布图

通过计算各影响因素的平均综合得分可得，合肥市高校学生使用运动类 App
主要影响因素是“锻炼兴趣”和“空闲时间”。其中“锻炼兴趣”这一因素的综

合得分为 5.58，“空闲时间”的得分为 5.29。这说明影响合肥市高校学生使用 App
进行体育锻炼的首要影响因素是锻炼兴趣，其次是空闲时间，有无空闲时间是大

学生是否进行体育锻炼的重要前提。

（二）高校学生对运动类 App 功能重要程度的认知（第 10、11 题）

图 4 运动类 App 功能重要度分布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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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运动类 App 功能重要度选项分布图

可以看出，合肥市高校在校大学生对“运动知识、视频指导的全面性与专业

性程度”、“制定运动计划和运动安排的执行程度”与“计步/计数获知日常运动

量”这三项功能的重要性评分较高，在满意及以上程度占比分布为 67.21%、

67.21%、62.34%。“App 运动达人及好友的经验分享”和“运动排行榜或好友间

竞赛的激励方式”对合肥市在校大学生使用运动类 App 的影响不高。可以分析

出，大部分在校大学生更看重运动类 App 作为运动锻炼辅助工具所具有的功能

和作用，对分享和竞赛的形式并不看重。

二、使用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

（一）性别分布情况（第 1 题）

性别分布情况见图 6 所示

图 6 性别分布情况图

由图 6 可知，在被调查的正在使用运动类 App 的群体中，男性所占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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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8%，女性为 60.32%；而在整体样本中，53.6%为男性，46.4%为女性。由此

可以看出，在使用运动类 App 的人群中，女性所占比例远高于男性，大约为其

两倍。性别上存在了明显的使用需求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实际生活中，

女性更愿意使用运动类 App 进行体育锻炼。

（二）各年级使用者占比情况（第 2 题）

图 7 年级分布图

从图 7 反映出的数据情况来看，在被调查的各年级在校大学生中，大一和大

二的大学生大多都会使用运动类 App。大三及大四大学生中使用运动类 App 的

占年级被调查者总数较少，这主要是因为一二年级在校大学生相比较高年级大学

生，有更多的课余空闲时间和更强的锻炼意识。高年级的在校大学生面临着毕业

工作或者升学深造的压力，其可支配剩余时间较低年级在校大学生而言较为不足。

（三）使用比例及意愿分布情况（第 12 题）

图 8 使用情况及意愿分布图

从图 8 中可以看出有 15.91%的人没有使用过运动类 App 但有意愿在未来使

用运动类 App。综合图 8 所得出的数据，合肥市在校大学生中，有 71.43%的人

曾经使用或正在使用运动类 App，这一数据也能够反映出合肥市在校大学生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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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类 App 较为熟悉。对于未使用过运动类 App 的在校大学生学生而言，超过 50%
的人选择愿意对运动类 App 进行尝试，这也说明了运动类 App 对在校大学生有

相当的吸引力。

（四）每周使用频率情况（第 13 题）

图 9 每周使用频率分布图

在使用运动类 App 的群体中，每周锻炼 1-2 次的群体占比 52.38%，每周锻

炼 3-4 次的群体占比 30.16%，而每周运动 5-6 次的使用者为 4.76%，每天坚持锻

炼的群体比例只占到了 12.70%。由此可见，使用运动类 App 来进行体育锻炼的

人大部分都将每周锻炼的频率保持在每周 1-2 次，绝大多数的人会在一周内进行

不超过 5 次的体育锻炼，进一步可以说明，运动类 App 的使用者有一定的体育

锻炼意识，且能够将锻炼保持适度的频率。

（五）每次使用时间分布情况（第 14 题）

图 10 每次使用情况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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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运动类 App 进行体育锻炼的群体中，每次使用的时长在 25min-30min
的人群占比最多，高达 57.14%；不足 25min 的使用者占比 26.98%；锻炼时间超

过 30 分钟的人很少。由此可见，使用运动类 App 进行锻炼的人基本能够将锻炼

的时长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六）使用产品分布情况（第 16 题）

图 11 使用产品分布图

从图 11 可以了解合肥市高校大学生使用的运动类 App 产品的使用情况。

Keep 为最常用的运动类 App，有 68.25%的大学生都在使用，其次为悦跑圈、小

米运动等产品。另外有 15.87%的学生使用其他产品进行体育锻炼，经了解，主

要是一些可穿戴设备，如小米手环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运动类产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渠道为人所知并且开始逐渐被使用。首先

运动类 App 作为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智能应用程序，其便携性、稳定性、快捷

性容易被在校大学生所接受，而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智能产品在大学生中的使

用相对很少，这主要是由于大学生的经济水平不高，且对手机的依赖性强。

（七）使用功能的分布情况（第 17 题）

图 12 使用情况分布图

由图 12 可知，合肥市大学生使用运动类 App 主要功能还是用于记录步数、

记录卡路里消耗和运动轨迹这些相关的运动数据，运用其进行健身指导和学习运

动技能的人也较多，而朋友圈互动和好友竞赛这些功能不经常被使用。这符合合

肥市在校大学生对运动类 App 功能重要程度的调查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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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运动类 App 功能满意度调查（第 18 题）

图 13 运动类 App 功能满意度雷达图

可以看出，使用运动类 App 的人对 9 种功能均达到了认可的态度。其中对

“GPS 运动轨迹记录运动历程”这一功能最为认可，对“播放音乐”这一功能满

意度相对较低，希望其进行改善，其他功能的满意程度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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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使用者对运动类 App 感知调查（第 19 题、20 题）

图 14 使用者对运动类 App 感知调查图

通过对使用者对运动类 App 的感知与满足程度的调查，可以看出有 60.32%
的使用者认为通过使用运动类 App 来完成运动计划、在运动圈内分享胜利成果

等可以给其带来的自我成就感和挑战感。较少的使用者认为运动类 App 中的竞

争排名、每日目标等环节可以为其带来刺激感这一体验。进一步分析可知，在满

足使用者成就感与挑战感方面，大部分人认为现有运动类 App 基本可以实现，

少部分人认为完全可以实现；在满足使用流畅感与自然感方面，大部分使用者认

为基本可以实现，其余认为部分可以实现；另外，大部分人认为现有运动类 App
功能可以部分实现其使用过程中所寻求的刺激感。

（十）使用者的学习需求方向（第 22 题）

图 15 使用者的学习需求方向分布图

由图 15 可知，在运动类 App 运动指导的专业区域方面，使用者大部分会选

择运动训练和健身塑型这两个专业区域进行学习，对运动装备的学习需求较少，

且冬季运动、运动损伤防护的专业知识需求最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

身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健身塑形也成为一种潮流，但人们大多不会关

注运动中的损伤防护，相关知识较为欠缺。

刺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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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运动类 App 贡献及现有缺陷（第 21、23 题）

图 16 使用者对 App 提升运动效用程度评估分布图

图 17 使用者对 App 现有问题分布图

由图 16 可知，73.02%的使用者认为运动类 App 能够对其运动效果的提升有

一定的贡献，但是其在广告数量的控制、运动激励形式的改善、功能的扩展和丰

富等方面需要提高和加强。可以看出，正在使用运动类 App 的用户数据不理想，

这表明在校大学生认为运动类 App 的使用尚存在提高空间，曾经使用过运动类

App 但现在放弃使用的群体大都认为，这一运动辅助工具在运动激励机制方面还

有待改善，且现有运动类 App 广告太多，影响大学生使用体验，功能也不够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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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和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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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基于新型决策树算法的运动类 App 使用行为研究

一、基于随机森林的使用者主要影响因素研究

（一）模型的选择

1. 调查数据特征

“是否坚持使用运动类 App”是二分类问题，并且此问题的结果由使用者多

个特征综合决定。但是收集的数据不符合具有严格假设的传统统计计量模型，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通过对数据进行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自变量间存在严重共线性；

2 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输出结果为 Sig 值均小于 0.05，所以认为数据不属

于严格的高斯分布。

查阅资料可知，一般用传统的数据分析方法如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数

据处理具有严格的假设前提。但通过对数据进行验证可以看出，收集的数据不符

合传统的具有严格假设的分析方法，所以我们选取随机森林对数据进行分析，使

得出的结果更具有稳健性。

2. 随机森林优势

随机森林是由 Leo Breiman[6] 和 Adele Cutler 发展推论出来的一种基于分类

树的算法，在变量（列）的使用和数据（行）的使用上进行随机化，生成很多分

类树，再汇总分类树的结果，是能较好取代传统机器学习方法的新的模型。

它有许多优点[7] ：

1 对于很多种资料，它可以产生高准确度的分类器；

2 它可以处理大量的多达几千个的自变量；

3 它可以在决定类别时，评估变数的重要性不需要考虑在一般回归问题中发生

的多元共线性的问题；

4 它包含估计缺失值的算法，例如：如果有很大一部分的数据失去，仍可以维

持较高的准确度；

5 对于非平衡的分类数据集来说，它可以较好的平衡误差；

其算法流程如 18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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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随机森林算法流程图

在随机森林模型进行工作时，利用 Bootstrap 从原始数据集中抽取与原始样

本量相同的 k个样本作为训练集，未抽取到的 30%-40%的数据为 OOB 数据，形

成天然测试集。通过对 k个样本分别建立决策树模型，得到 k 种分类结果。最后

采用简单多数投票法对 k种分类结果进行投票得到最终分类结果：

多分类模型系统：  1 2 3( ), ( ), ( ), , ( )kh x h x h x h x

最终分类决策：  
1

( ) arg max ( )
k

Y i
i

H X I h X Y


 

其中， X 表示给定自变量， ( )h x 为单个决策树分类模型，Y 表示输出变量，

 ( )iI h X Y 为示性函数。

（二）随机森林变量预处理

1. 类别标签的确认。将“您是否正在使用运动类 App”这种二元选择行为

表示为分类标签（即因变量），当选择“是”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2. 为了问卷中的特征值属性（如满意，不满意等），计算机难以识别处理，

此处依照问卷中选项的顺序对每一个特征值属性的具体内容进行数值转化，如：

在性别属性中，1 代表男性，2 代表女性。

（三）模型参数的确定与程序运行

运动类 App 使用情况可看作是一个二分类的分类因变量（正在使用=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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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0），为了使模型准确率更好，在将其转化为因子型变量时，本文通过使用

Python 超参数自动搜索模块 GridSearchCV 进行部分参数调优，选取的最优参数

如下(未提到的说明最优为缺省值)：

n_estimators=529,min_samples_split=88,min_samples_leaf=1,max_d

epth=5,min_samples_leaf=1

基于以上参数，运行随机森林分类模型可以得到训练集的分数为 0.778 测试

集的分数为 0.824，说明模型训练效果较好。 得出特征值相对重要性排序如表

10：

表 10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特征值重要性排序表

特征值 重要性 特征值 重要性

空闲时间 0.0856 锻炼兴趣 0.0146

体育锻炼的频率 0.0787
使用运动类 app 的性价比优

势（对比健身房等）
0.0142

运动环境 0.0632 体育锻炼的强度 0.0129
视频指导/运动知识 0.0576 卡路里消耗 0.0123

性别 0.0554 篮球 0.0121
排球 0.0410 音乐播放愉悦运动心情 0.0119

计算卡路里消耗 0.0324
制定运动计划和运动安排的

执行程度
0.0108

计步/计数获知日常运动量 0.0305 运动计划 0.0102
运动排行榜或好友间竞赛的激励

方式
0.0294 场地器材 0.0083

提供课程性价比高 0.0286 运动榜单/好友竞赛 0.0078
运动圈互动 0.0286 羽毛球 0.0076

App 运动达人及好友的经验分享 0.0281 媒体宣传 0.0065
瑜伽 0.0255 专业辅导 0.0057

喜欢的颜色系 0.0236 跑步 0.0051
体育锻炼的时间 0.0231 跳绳 0.0045

运动知识、视频指导的全面性与专

业性程度
0.0226 网球 0.0032

GPS 记录运动轨迹 0.0222 其他 0.0020
集体效应 0.0215 兵乓球 0.0018
年龄 0.0190 健美操 0.0012

计步/计数 0.0186 游泳 0.0010
GPS 运动轨迹记录运动历程 0.0161 足球 0.0005

音乐播放 0.0150

为了更加直观地认识到影响运动类 App 使用行为的重要性排序，将因素重

要性排序输出为重要性排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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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特征因素重要性排序图

（四）模型的检验与评价

为了对模型的分类效果和准确度进行评估，本文选取两个评估指标进行检验

与评价：

1. AUC 分数

AUC（Area Under Curve of ROC）指接收者操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或者叫 ROC 曲线）下与坐标轴围成的面积。在机器学习常

常用 AUC 判断分类器（预测模型）优劣的标准。分类器的 AUC 值等价于将随

机选择的正样本排序在随机选择的负样本之前的概率。（原文：The AUC of a
classifier is equivalent to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classifier will rank a randomly
chosen positive instance higher than a randomly chosen negative instance.[8]）AUC 越

大，说明该分类器分类效果更好。

借助 Python 的 sklearn 库中的 metrics，通过 metrics.roc_auc_score()语句可以

得出调查数据集基于随机森林分类器后的训练结果：AUC Score (Train): 0.870019

2. OOB 分数

袋外（OOB）误差，也称为袋外估计，是一种利用自助聚合（装袋）到子

样本来测量随机森林，提升决策树和其他机器学习模型的预测误差的方法用于培

训的数据样本。 OOB 是每个训练样本 ix 的平均预测误差，仅使用在其自举样本

中没有 ix 的树[9]。

子采样允许通过评估在下一个基础学习者的构建中未使用的那些观察的预

测来定义预测性能改进的袋外估计。袋外估计有助于避免需要独立的验证数据集，

但往往低估了实际的性能改进和最佳迭代次数[10]。

借助 Python 的 sklearn.ensemble 库中的 RandomForestClassifier 语句，通

过.obb_score 得出的结果。它是用来计算正确分类的平均值[11]，正确分类分数

oob_sore：0.7780。

综上两个指标可以看出：本文为处理数据建立的训练的模型预测正确率很高。

模型的分类正确分数较高，表明所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精度较高，各个自变

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合肥市在校大学生对运动类 App 的使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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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型结果分析——随机森林变量相对重要性分析

对是否使用运动类 App 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根据随机森林对影响因素的排

序，选取特征值大于 0.03 的因素进行分析：

1. 是否将空闲时间看作影响进行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

空闲时间不是影响运动锻炼的必然因素。有良好运动习惯的人会坚持锻炼，

且能够合理地安排时间，保证每周的锻炼量；而更多的人选择的是一种碎片化锻

炼的锻炼方式，这种方式以拥有空闲时间为前提。运动 App 以其游戏化、社交

化和碎片化的方式，鼓励人们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和生活方式，从而获得身体的

健康，这种运动工具可以帮助大学生一站式解决锻炼问题，满足锻炼需求，从而

更加适合于没用明确锻炼计划和良好运动习惯的大学生。

2. 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

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对是否使用运动类 App 有很大影响。运动类 App 能够

提高训练活动的效率。从而可以更好的解决大学生运动锻炼遇到的问题，主要有

以下两点：第一是满足拥有较高频次锻炼需求的大学生进行体育锻炼，为其提供

随时可获取的运动资源；第二是吸引不经常锻炼的大学生更多地参与进来，进行

体育运动锻炼。

3. 对运动环境的偏向性

不同的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同，对运动环境的偏向性也不同。有的人会选

择在户外健身，有的人偏向室内专业指导；有的人喜欢独自健身，还有的人喜欢

集体运动。运动类应用程序依附于手机移动终端，它的这一特点带给了其使用者

更加自由的使用体验，营造出更加舒适的运动场景，这也是其区别与其他运动方

式的一大突出优势。运动类 App 可以使得使用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 App 合

理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健身，更加适合于喜欢在空余时间、任意地点进行自我约

束型锻炼的大学生人群使用。

4. 对视频指导/运动知识的提供的重视程度

运动类 App 能够通过互联网搜集大量的运动知识，例如健身计划的制定、

健身过程中安全问题、健身过程中营养与保健等方面的知识，并可以通过视频讲

解生动的传达知识。对运动知识和视频指导较为重视的人出于获取知识的动机，

会更加偏向通过对运动类 App 获取自己所需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指导信息，满足

其对于健身知识方面的需求。并且运动类 App 对运动量、运动强度、运动频次

等方面的科学又具体的安排，可以使得使用用户方便地获得在线下不易获得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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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数据。

5. 性别

性别与是否使用运动类 App 有一定的联系。理论上来说，男性的运动兴趣、

爱好比女性用户更大，且男性所展示的运动天赋超过女性。对于新兴 App 门类，

男性的体验欲望要超过女性，运动类 App 作为新兴的 App 门类，对男性用户更

具有吸引力。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现代女性更加重视体型匀称、气质文雅、步

态轻盈，所以使用运动 App 这种方便简易的实用工具来进行运动锻炼是她们不

错的选择，女性选择运动类 App 进行锻炼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也与我们调

查结果相符合。

6. 对计算卡路里消耗和计步获知日常运动量的重视程度

是否将计算卡路里消耗和计步获知日常运动量看作是重要功能与是否使用

运动类 App 有一定的联系。许多健身 App 都把健身活动自动记录功能作为基础

功能，例如计算运动的卡路里消耗、记录日常运动量、记录运动频率等。移动存

储的优势使得人们在健身时健身数据能够通过 App 存储在云端，不用担心自己

的记录会丢失，这些记录功能，能够有效的帮助用户直观的感受到运动带来的效

果，这也是其区别与一般传统健身方式的一大特点。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将自己的

运动信息记录下来的人很大程度上会偏向于使用运动 App。

二、基于 GBDT 算法的使用者行为预测研究

上文已经对影响运动类 App 使用的因素重要性进行了分析，为了进一步改

善运动类 App 的使用市场、实现运动类 App 供应方的针对性营销和精准推送，

本节将根据现有数据建立合理的运动类 App 使用者预测模型，挖掘潜在使用者，

在不同的未来客户群体中做出精准预测，实现运动类 App 市场的快速发展。

（一）模型的选择

GBDT（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 又叫 MART（Multiple Additive
Regression Tree)，是一种采用决策树或回归树作为弱分类器的梯度提升算法，该

算法是多棵决策树组成的，所有树的结论累加后做出最终答案。它允许用多个不

同的判决条件将不同特征关联起来，适合于产生不同结果的特征的联合[12][13]。

GBDT 算法是对一个二元分类，通过弱分类器评价每个节点可观测误差，

根据测试函数 : nk R R 的阈值的分割节点，返回当前节点的左右孩子 l 和 r 。

之后通过寻找三元组 ( , , )l r   最小化分割后的误差，得出最佳分割点。算法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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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树的节点进行分裂，逐次减少分割误差，最终实现较优分类。其计算如下所示：

   2 2

: ( ) : ( )

( )
i i

j j l j j r
i i i i

i k X i k X
w r w r

 

   
 

    

nX R 是输入向量， j
iw 和 j

ir 代表第 j次迭代的 iX 的权重和输出值，可由

下面公式计算得到：

  1expj
i i i iw y f X  ，

    1/ exp /j j j
i i i i i i i i ir g X w y y f X w y    

（二）数据预处理

前文已经基于随机森林对特征因子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为进行模型运作，

剔除重要性小于 0.01 的特征值，剩下图 19 重要性排序图中前 30 个特征因素作

为全部特征。将以全部特征值(因变量)以及用户是否正在使用 App（因变量）作

为数据集。

（三）用户使用运动类 App 预测分析

为实现为优化“用户是否使用运动类 App”这一预测模型、实现对合肥市在

校大学生使用运动类 App 的精准预测，先采用前 30 的特征进行预测，然后选取

重要性排序前 20 的特征进行预测，将二者得出的混淆矩阵结果进行对比，选取

准确度较高、较为节约成本的一种。

1. 评价指标

在对预测的结果进行分析时，选取一些能够描述模型准确度的指标：

Accuracy（准确率）：分类器对整个样本的判定能力，即将实际使用为会不使用、

将实际不使用的判定为不使用的比例，计算公式如下：

tp tnAccuracy
tp tn fp fn




  

Precision（精度）：预测结果中预测正确的判定能力，即预测会使用的人实际也

会使用运动类 App、预测不会使用的人实际也不会使用运动类 App 的比例，计

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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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recision
tp fp




其中 TP，FP，FN，TN 分别表示：实际会使用运动类 App 预测为会使用运

动类 App，实际不使用运动类 App 预测为会使用运动类 App，实际会使用运动

类 App 预测为不会使用运动类 App，实际不会使用运动类 App 预测为不会使用

运动类 App。

2. 预测结果

1 选择训练集与测试集 80:20 比例的预测结果：

表 11 训练集与测试集 80:20 时两种特征选择下的混淆矩阵

Accuracy Precision TP FP FN TN

前 20 个特征 0.9332 0.8618 131 21 31 596
前 30 个特征 0.9461 0.8704 141 21 21 596

比较分类结果和实例的真实信息可以看出，在使用 80%的样本作为训练集而

用 20%的样本来测试时，采用全部特征的分类模型准确率达到了 94.61%，精度

达到了 0.8704，但是此模型将一部分实际不使用运动类 App 预测为会使用运动

类 App、实际会使用运动类 App 预测为不会使用运动类 App，预测能力有一定

的缺陷。而运用前 20个特征的分类模型准确率达到了 93.32%，精度达到了 0.8618，
相比使用全部特征进行预测，准确率降低了 1.29%，精度降低了 0.0086，且将实

际会使用运动类 App 预测为不会使用运动类 App 的个数相对增加，模型精准性

有所降低。

2 选择训练集与测试集 70:30 比例的预测结果：

表 12 训练集与测试集 70:30 时两种特征选择下的混淆矩阵

Accuracy Precision TP FP FN TN

前 20 个特征 0.9166 0.8255 123 26 39 591
前 30 个特征 0.9371 0.8792 131 18 31 599

在使用 70%的样本作为训练集而用 30%的样本来测试时，利用全部特征的

分类模型的准确率达到了 93.71%，精度达到了 0.8792。而利用前 20 个特征的分

类模型准确率达到了 91.66%，精度达到了 0.8255，相比使用全部特征进行预测，

准确率降低了 2.05%，精度降低了 0.0537，相比较运用全部特征进行预测，预测

错误的个数均有所增加，模型精准性部分较低。

3 选择训练集与测试集 60:40 比例的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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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训练集与测试集 60:40 时两种特征选择下的混淆矩阵

Accuracy Precision TP FP FN TN

前 20 个特征 0.8588 0.7203 85 33 77 584
前 30 个特征 0.9281 0.8897 121 15 41 602

在使用 60%的样本作为训练集而 40%的样本来测试时，利用全部特征的分

类模型的准确率达到了 92.81%，精度达到了 0.8897，但是此模型也存在预测错

误的情况。利用前 20 个特征的分类模型精确度只达到了 85.88%，精度达到了

0.7203，相比使用全部特征进行预测，准确率降低了 6.93%，精度降低了 0.1694，
分类错误大幅增加，模型精准性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综上所述，采用所有的特征对合肥市在校大学生使用运动类 App 的行为进

行预测是相对比较准确的，且平均准确率可以达到 93.71%，平均精度达到了

0.8797，能够用于进行用户画像并对大学生使用行为进行预测，挖掘潜在消费者

实现运动类应用程序的精准推送。

图 20 用户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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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产品画像

基于用户画像我们可以得出运动类 App 的用户大多具有以下特征：每天锻

炼、偏向的运动环境是网络、app 辅导、女生、锻炼喜欢排球、锻炼喜欢瑜伽、

暖色系、体育锻炼 30 分钟，60 分钟、体育锻炼 2 小时以上、大学一年级学生、

每次进行体育锻炼的强度出汗较多、很多、锻炼喜欢篮球。

基于运动类 App 的产品画像我们可以得出运动类 App 大多具有以下功能：

视频指导/运动知识、计算卡路里消耗、计步/计数获知日常运动量、运动排行榜

或好友间竞赛的激励方式、提供课程性价比高、运动圈互动、App 运动达人及好

友的经验分享、运动知识、视频指导的全面性与专业性程度、GPS 运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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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一、合肥市在校大学生大多使用过运动类 App，且用户之间存在

差异

超过半数的合肥市在校大学生曾经使用过或正在使用运动类 App，且使用者

多为大一大二的女性群体。使用的频次集中在一周 5 次以内，一次运动时间不超

过 30 分钟。通过对使用者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外部客观环境对用户使用运动

类 App 具有一定制约性。

二、与记录运动信息相关的功能更被在校大学生所青睐

通过对合肥市在校大学生对运动类 App 的功能认知调查可以看出，大学生

更加重视与运动数据记录和运动知识获取有关的基本功能，如“运动知识、视频

指导的全面性与专业性程度”、“制定运动计划和运动安排的执行程度”与“计步

/计数获知日常运动量”。而在使用者中，大多数人经常使用的功能也是记录步数、

记录卡路里消耗和运动轨迹这些基本功能。

三、运动类 App 对合肥市在校大学生的锻炼效果具有一定的影

响

由分析可知，使用运动类 App 的大学生，认为现有运动类 App 能够基本满

足其在运动过程中的相关需要。运动类 App 在运动频次、强度和运动积极性方

面，对合肥市高校使用者有积极影响，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校园运动的效果。

四、合肥市在校大学生对运动类 App 的满意程度普遍较高

运动类 App 不仅能够为使用者带来快捷方便的运动体验，还可以提高运动

效率和兴趣，学习到专业知识，并且好友相互监督可以更有效率地实现运动目标。

合肥市在校大学生对运动类 App 现有的功能基本持满意态度，只在“运动时播

放音乐”这一功能上满意度有所降低。

五、空闲时间、锻炼的频率、偏爱的运动环境对是否使用运动类

App 的影响显著

通过建立随机森林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生是否有空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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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运动锻炼的频率和偏爱的运动环境是影响合肥市在校大学生是否使用运动

类 App 进行体育锻炼的三个最显著因素。其次是对视频指导/专业知识的重视程

度、性别和对运动过程相关信息记录的重视程度。

建 议

一、找准产品定位，明确研发方向

当前，我国运动类 App 软件数量已经破百，市场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但在

繁荣的表面下，是产品的剧烈同质化现象。绝大多数 App 都试图通过社交机制

来提高用户粘性。而通过此次调查研究，可得知社交功能对用户持续使用运动类

App 不具有显著影响和作用。因此，App 研发公司应找准产品定位，根据用户需

求进行精准产品研发。

二、完善产品功能，增强用户粘性

通过调查结果显示，运动类 App 用户的卸载率很高，即用户粘性低。而用

户卸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广告问题和产品功能不够丰富，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是

用户接受 App 的决定性因素，而目前运动类 App 并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因此，

优化有用性体验，提升用户满意度，增强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是目前研发公司的

首要任务。

三、明晰用户群体，精准推送产品

通过用户画像，明晰产品的主要用户群体。以此为基准，对该群体展开市场

调研，了解主要用户的基本信息，对该用户群体进行产品推送与宣传，提高宣传

活动的有效性，节约企业的宣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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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1 调查问卷

大学生运动类 App 使用现状及影响调查问卷

您好！我们是**大学的学生，为了参加“2019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

大赛”，以“运动类 App 的使用现状及前景分析”为主题开展此次调查活动。本次

调查将严格按照《统计法》的要求进行，您的隐私会严格保密，所有问答只用于

本次比赛所需的统计分析。衷心感谢您的支持与帮助！

一、基本信息

1.您的性别是: * [单选题] *

○A.男生

○B.女生

2.您所在的年级是: * [单选题] *

○A.大一

○B.大二

○C.大三

○D.大四及以上

3.您更加喜欢的颜色系是: * [单选题] *

○A.冷色系（黄绿、绿、蓝绿、蓝、蓝紫等）

○B.暖色系（红紫、红、粉红、橘、黄橘、黄、咖啡色等）

○C.中间色系（紫、绿、黑、白、灰等）

4.您平时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是: * [单选题] *

○A.几乎不

○B.一周 1-2 次

○C.一周 3-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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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一周 5-6 次

○E.每天锻炼

5.您每次进行体育锻炼的时间是: * [单选题] *

○A.30 分钟以内

○B.30 分钟—60 分钟

○C.1 小时—2 小时

○D.2 小时以上

6.您每次进行体育锻炼的强度是: * [单选题] *

○A.出汗很多

○B.出汗较多

○C.稍微出汗

○D.基本不出汗

7.您偏向的运动环境是: * [单选题] *

○A.健身房

○B.集体健身活动（广场舞、集体骑行等）

○C.私人教练服务

○D.网络、App 辅导

8.请勾选您进行体育锻炼最常所选用的项目: * [多选题] *

□A.跑步

□B.篮球

□C.羽毛球

□D.兵乓球

□E.排球

□F.网球

□G.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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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健美操

□I.跳绳

□J.瑜伽

□K.游泳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二、认知情况

9.您认为影响您参加体育锻炼的因素重要性排序是: [排序题，请将最重要的放置

在第一位] * [排序题，请在中括号内依次填入数字] *

[ ]A.锻炼兴趣

[ ]B.空闲时间

[ ]C.场地器材

[ ]D.专业辅导

[ ]E.媒体宣传

[ ]F.集体效应

[ ]G.其他

10.您认为运动类 App 应该具有的功能排序（按重要程度）: [排序题，请将最重

要的放置在第一位] * [排序题，请在中括号内依次填入数字] *

[ ]GPS 记录运动轨迹

[ ]计步/计数

[ ]运动计划

[ ]视频指导/运动知识

[ ]卡路里消耗

[ ]运动圈互动

[ ]音乐播放

[ ]运动榜单/好友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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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课程性价比高

[ ]其他

11.您对运动类 App 在以下属性方面的重要性程度的看法是: *[矩阵单选题] *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一般 重要 非常重要

GPS 运动轨迹记录运动历程 ○ ○ ○ ○ ○

计步/计数获知日常运动量 ○ ○ ○ ○ ○

制定运动计划和运动安排的执

行程度
○ ○ ○ ○ ○

运动知识、视频指导的全面性

与专业性程度
○ ○ ○ ○ ○

计算卡路里消耗 ○ ○ ○ ○ ○

App 运动达人及好友的经验分

享
○ ○ ○ ○ ○

音乐播放愉悦运动心情 ○ ○ ○ ○ ○

使用运动类App的性价比优势

（对比健身房等）
○ ○ ○ ○ ○

运动排行榜或好友间竞赛的激

励方式
○ ○ ○ ○ ○

三、使用情况

12.您的运动类 App 使用经历是: * [单选题] *

○A.曾经使用，现已不用 (请跳至第 23 题) (请跳至第 23 题)

○B.正在使用



运动类 App 使用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以合肥市高校为例

41

○C.从未使用，有意愿使用 (请跳至第问卷末尾，提交答卷) (请跳至第问卷末尾，

提交答卷)

○D.从未使用，无意愿使用 (请跳至第问卷末尾，提交答卷) (请跳至第问卷末尾，

提交答卷)

13.您使用运动类 App 的频率是: * [单选题] *

○A.一周 1-2 次

○B.一周 3-4 次

○C.一周 5-6 次

○D.每天锻炼

14.您每次使用的运动类 App 时间是: * [单选题] *

○A.不足 25min

○B.25min-30min

○C.30min-90min

○D.90min 以上

15.您坚持使用运动类 App 多久了: * [单选题] *

○A.不足半年

○B.半年到一年

○C.一年以上

16.您目前使用的 App 类型: * [多选题] *

□A.Nike Training Club □B.Keep □C.咕咚

□D.悦跑圈 □E.乐动力 □F.糖豆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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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小米运动 □H.其他

17.在下列运动类 App 功能中，您最常使用的是: * [多选题] *

□A.GPS 记录运动轨迹

□B.计步/记数

□C.运动计划

□D.视频指导/运动知识

□E.卡路里消耗

□F.运动圈互动

□G.音乐播放

□H.运动榜单/好友竞赛

□I.其他

18.您对运动类 App 在以下属性方面的满意程度是: *[矩阵单选题] *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GPS 运动轨迹记录运动历程 ○ ○ ○ ○ ○

计步/计数获知日常运动量 ○ ○ ○ ○ ○

制定运动计划和运动安排的执

行程度
○ ○ ○ ○ ○

运动知识、视频指导的全面性

与专业性程度
○ ○ ○ ○ ○

计算卡路里消耗 ○ ○ ○ ○ ○

App 运动达人及好友的经验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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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音乐播放愉悦运动心情 ○ ○ ○ ○ ○

使用运动类App的性价比优势

（对比健身房等）
○ ○ ○ ○ ○

运动排行榜或好友间竞赛的激

励方式
○ ○ ○ ○ ○

19.您认为您在运动中通过使用以上最常用的功能可以给您带来什么样的体验: *
[单选题] *

○A.刺激感(完成目标，从视频指导、获取运动知识等过程中给您带来想去运动的

刺激，以及在好友圈运动排行榜中刺激您去竞争的感觉等)

○B.成就感和挑战感(完成运动运动计划，运动圈分享胜利成果等带来的自我成就

感)

○C.流畅感和自然感(在运动中加入音乐给你带来的舒适体验等)

20.您认为您所使用的运动类 App 能够帮您实现上一题中的体验的程度是: * [单
选题] *

○A.基本可以实现

○B.部分可以实现

○C.完全可以实现

○D.完全不能实现

21.您认为在运动中使用运动类 App 是否提高您锻炼的效果: * [单选题] *

○A.高(很大程度上)

○B.中(中等程度)

○C.低(很少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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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无(不能提高)

22.在运动类 App 的运动指导系列中您经常学习下列哪种? * [多选题] *

□A.运动训练

□B.运动装备

□C.健身塑型

□D.运动损伤防护

□E.健康饮食

□F.冬季运动

□G.其它

23.通过使用运动类 App，您认为其在哪里方面需要改进呢? * [多选题] *

□A.广告太多

□B.界面设计不合理

□C.功能不够丰富

□D.记录不够准确

□E.激励机制有待提高

□F.提供知识全面性、科学性欠缺

□G.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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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在此次统计建模竞赛中，我们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指导和帮助。首先，我

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指导老师贾兆丽老师，从比赛一开始帮助我们明确方向、确

定选题，到问卷的设计、论文写作、格式规范，贾兆丽老师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

帮助和支持，老师的悉心指导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此，我们要对贾兆丽老师表

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与如此负责的贾兆丽老师相遇，并有幸受到老师的指导。另

外，还要对一起团队中所有的成员和给予我们帮助的同学表示感谢，正因为有了

团队中每个人全力以赴的付出和身边同学的鼓励和支持，才使得本次报告能够完

整呈现。同时，我们也要对组织本次比赛的组委会表示感谢，感谢给予我们这次

机会，让我们能够锻炼自己，运用自己所学分析实际问题，学到更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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