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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儿童动作能力发展史是儿童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不仅能够对儿童

的认知尧社会性及人格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袁还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尧规律锻

炼行为养成有重要价值遥 文章在对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研究的主要术语和概念进行

辨析的基础上袁将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研究范畴之中袁系统回顾了生物

学尧心理学以及社会学领域袁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的相关研究袁归纳儿童发展的典型

方式和影响机制袁 聚焦儿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要要动作能力的发展及其

研究进展和趋势进行系统性回顾袁 以期能够为学者和研究人员开展儿童动作能力

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理论支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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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motor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It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n's cognition, social ability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

motes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and regular exercise behavio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key

terms and concepts of children's motor ability researches, and putting children's motor ability devel-

opment into the framework of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relat-

ed studies in the fields of biology,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summarizes the typical ways and in-

fluence mechanisms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motor abil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proces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to carry out relevant researches and

practical work on children's motor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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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研究进展
尹晓峰

作为儿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儿童动作能力

的发展不仅能够对儿童的认知尧 社会性及人格发展

产生重要作用袁还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尧规律

锻炼行为养成有着重要价值遥 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

展以及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袁 以信息技术

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变革在给现代生活带来诸多便利

的同时袁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也在悄然改变遥 以野健
康冶 为主线的关爱行动开始受到各个国家的关注和

重视袁特别是提高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尧遏制青少年

体质下滑趋势尧 有效促进动作能力的发展己经成为

公共健康领域和教育各界乃至全社会共同关注的

野焦点问题冶遥
广义上的动作能力是指人类各种身体动作行为

的表现袁涵盖了动作表现尧身体素质和体适能 3 层含

义 [1]遥 因此动作能力既可以作为评定个体健康状况

的指标袁又可以同身体素质尧身体机能等基本概念一

样成为构成人体运动能力的重要元素之一 [2]遥 从人

类动作发展的视角来看袁 人类每天都要进行各种各

样的动作袁比如学校里的嬉戏尧田间的劳作或是家中

打扫卫生袁 完成这些活动的能力不仅满足了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需要袁而且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遥儿童

时期是动作能力形成和发展的高峰期与敏感期袁根
据动作发展理论袁儿童早期渊大约 3~8 岁冤就应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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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包含走尧跑尧跳尧物体操控尧维持身体平衡的多种基

础动作技能袁 这些技能是专项运动技能和参与多种

身体活动的基础 [3]袁并且在很长时一段时间内会保

持一段较为稳定的水平袁 满足日常生活身体动作行

为的需要遥 近年来围绕身体活动与动作能力的研究

已经证明袁 儿童动作能力同身体活动水平与身心健

康状态存在着高度相关袁动作能力对于儿童身体尧心
理和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然而袁动作能力发展并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

长发育的成熟野自然提升冶袁儿童早年的运动经历和动

作经验的积累对动作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遥正如美国

动作发展领域的专家 Seefeldt 教授在 叶运动表现中的

心理学曳渊Psychology of Motor Behavior and Sport冤一
书中指出的袁动作能力与人类的体力活动关系密切袁
个体在儿童时期的动作能力应当达到某一 野阈值冶袁
才可能满足日后身体活动的需求[4]遥 因此袁儿童青少

年期的动作能力发展对于儿童未来健康成长价值与

意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遥

动作是指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中袁肢体尧肌肉尧骨骼尧
关节协同活动的模式[5]遥动作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最初方

式袁 从新生儿反射时期的自发动作和刻板动作到形成

基本动作尧专项动作袁再到后来的动作技能的熟练袁我
们用动作感知着周围的环境和世界袁 在与环境的不断

交互作用中成长和发展遥 人类动作的分类方法有很多

种袁 最为简单和常用的就是将动作分为大肌肉群动作

和精细动作遥 由身体的小肌肉群和小肌肉产生的动作

称之为精细动作遥根据 Gregory Payne 关于人类发展研

究领域的划分袁人类动作领域中的野动作行为冶是一个

野伞术语冶袁包括了动作学习尧动作控制以及动作发展的

变化袁体现了与运动表现相关的学习因素和成熟过程[1]遥
在动作行为之下袁动作渊motor冤和运动渊movement冤是动

作发展相关领域中的两个重要的术语遥
在动作发展领域中袁术语野动作冶单独出现时指

的是各种影响运动的潜在生物学和力学的因素遥 然

而在英语语境下袁野动作冶一词很少单独使用袁通常作

为后缀或前缀出现袁例如袁以后缀形式出现的术语包

括心理动作渊psychomotor冤尧感知动作渊perceptualmo-

tor冤尧感觉动作渊sensorimotor冤袁以前缀形式出现的包

括动作学习渊motor learning冤尧动作控制渊motor con-

trol冤尧动作发展渊motor development冤尧动作表现渊mo-

tor performance冤尧动作能力渊motor abilities冤尧动作技

能渊motor skill competency冤等 [6]遥 其中袁心理动作尧感
知动作尧感觉动作已经是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经常

使用的术语遥而人体运动科学的研究人员则通常使用

前缀形式的术语袁论述动作过程的某个特定方面遥
运动则是指人体任何部位可观察到的姿势 渊位

置冤变化袁体现为动作的结果或者外在表现袁在此与

是否完成任务渊即运动的结果冤和有无意志渊发起运

动的原因冤无关遥为了理解和便于对人体的运动进行

分析袁 通常对具有相同或相似动作序列的关联运动

统称为某种运动模式渊movement pattern冤袁如基本的

运动模式包括蹲尧推尧拉尧旋转尧翻滚的模式 [7]遥
我国学者在使用动作术语时袁 经常将 野动作冶与

野运动冶进行互换遥 例如袁早期引进的运动心理学译著

将野motor冶翻译为野运动冶 [8]袁而将野movement冶翻译为

野动作冶[9]遥在中文中袁野运动冶一词被解释为具有一种涉

及体力和技巧的由一套规则或习惯所约束的活动袁通
常具有竞争性[10]遥 该词更多地用来描述物体的一种状

态或是与各类活动的总称遥而野动作冶则具有一定动机

和目的并指向一定客体的运动系统遥 简单的解释是院
动作是角色五官位置的变化渊即表情变化冤尧角色肢体

位置的变化渊即动作变化冤和角色与所处环境相对位

置的变化渊即运动距离的变化冤的过程遥人的动作不是

孤立的袁而是包括在人的整体活动之中遥

在动作发展领域袁技能渊skill冤是习得性的尧在目标

导向下的尧自主性的运动或行为遥经验尧教育尧训练与生物

学过程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决定了技能获得的程度和速

率遥 动作技能渊motor skill冤与运动技能渊movement skill冤
相互对应袁 前者反映了在动作学习的主动目的性导

向与规范基础上袁 以人体自身机能与结构的协同适

应效应袁使整个泛脑网络产生的有序模式袁这种人体

内部的有序运转模式带来的外在可观察结果就是运

动技能袁能够被观察到的袁是由一个或多个身体部位

执行的一种习得性的尧目标导向的尧自主性的运动或

行为遥
野能力冶是支撑技能高质量完成的基本要素袁通

常认为某项动作技能的外在表现受到个体内在多种

能力的影响遥这种能力内隐于个体的身体内部袁为了

能够将动作能力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出来袁 采用可测

量的运动任务或形式结果数据袁 这些运动任务在形

式设计时包含了与动作能力最为相关的动作技能袁
从而实现对动作能力的定量反映袁 如在需要利用上

肢投掷技能完成的野投掷球冶测试项目当中袁受试者

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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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动作能力相关概念梳理[12]

最终将球投掷的距离反映了上肢力量方面的能力遥
野技能冶是动作结果显性层面的组成部分遥而野能

力冶则被归为野过程层面冶渊内部因素冤的一部分曰技
能作为野能力冶可见的外部因素袁表现为野显现行为冶
渊外部因素冤水平遥基于动作能力的测试袁虽然测量手

段总是围绕行为层面渊测量结果袁技能水平冤袁但是这

些可观察到的实际数据都是潜在能力渊过程层面冤的
外部表现[11]遥

野运动技能冶渊movement skill冤强调的是个体完成

任务精准性和运动的经济性袁 应当避免出现附加或

额外的运动遥在动作发展研究领域袁根据完成指定任

务的复杂程度袁 通常又将运动技能分为基础运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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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渊fundmental movement skill冤 和项 目 运 动 技 能

渊sport skill冤遥 基础运动技能是指一系列有组织的基

本运动袁 这些运动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身体部位运

动模式组合袁包括移动渊例如跑步尧跳跃冤尧物体操控

渊例如抓球尧投掷和踢球冤及身体稳定性遥基础运动技

能是构成人体复杂运动或者更加专项运动模式的基

本单元遥 运动项目技能渊sport skill冤是结合基础运动

模式形式尧 精准度和控制力完成某个运动项目的相

关运动或行为遥
大多数情况下袁野技能冶和特定野能力冶会互换使

用袁如果要对二者进行区分就只能根据等级程度袁此
时野技能冶就作为野能力冶的一个组成部分袁成为潜在

动作结构的一部分袁而不在动作行为的实现层面遥为
了避免引起理解上的混淆袁就应当在观察层面渊实现

层面冤探讨野技能冶遥 同时袁每个观察层面上的技能都

有一个在动作结构层面相对应的野能力冶遥
因此袁本研究中的动作能力指的是熟练完成各种

动作技能和身体活动的能力袁既包括了力量尧耐力尧速
度尧灵敏尧柔韧等与健康相关的身体素质袁也反映了完

成运动任务的综合能力遥动作能力不仅仅是身体素质

简单的叠加和整合袁 而是各个要素之间相互组合尧相
互联系尧相互作用尧相互制约的复杂结果渊图 1冤遥

儿童动作能力的发展就其本质而言袁同属野人
类发展冶的议题袁此处的野发展冶指的是个体从受孕

渊父亲的精子与母亲的卵子结合形成新的生命冤到
死亡过程中连续性和系统性的变化 [13]遥 因此袁发展

领域涉及了心理学尧生物学尧神经学尧社会学甚至历

史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袁笔者从全生命周期范围回

顾人的发展过程和阶段袁在总结儿童发展领域的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袁归纳儿童发展的典型方式和影响

机制 袁 同时聚焦儿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要要动作能力的发展及其研究进展和趋势进行

系统性回顾遥

每个生命个体都与众不同遥 人类的发展是一个

动态尧充满变化的过程袁既具有一般性特征袁又体现

了多样性和自发性遥因此袁发展始终是人类研究领域

中聚焦的核心内容遥 人类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各类各

式的变化袁无论任何年龄袁个体的身体尧思维尧情感尧
行为尧动作的每个方面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袁彼此联

系又相互影响 [14]遥大体而言袁人类的发展模式由 3 个

关键过程交互作用而形成袁 究其本质而言这些过程

分属生物尧认知以及社会情感领域渊见图 2冤遥

图 2 生物尧 认知以及社会情感交互作用结果下的人

类发展[15]

生物学过程导致了身体的多种变化遥来自父母的

遗传性基因袁大脑的发育尧身高和体重的增加袁动作技

能的习得以及青春期荷尔蒙的变化都反映了生物过

程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遥 认知过程是指个体思维尧智
力和语言上的变化遥社会情感过程则涉及个人与其他

人关系的变化尧 诸多情感的变化以及个性特质的变

化遥 每一方面又可以分为以下若干方面袁 即注意尧记
忆尧思维概括尧社会认知和信息处理速度等[16]遥 在实际

情况中袁生物尧认知以及社会情感过程都是双向的袁即
生物学过程可以影响认知过程袁反之亦是如此遥

从人类发展的研究领域来看袁Benjamin Bloom

提出的一种用以划分教育目标的分类方法对之后人

类发展的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8]遥 该分类系统

下的研究目标对应着 3 个研究领域袁包括认知领域尧
情感领域和心理动作领域遥 认知领域是关于人类智

力发展和变化的领域袁 也是人类发展学家主要关注

的领域遥情感领域也被称为社会情绪领域袁主要关注

人类发展的社会和情绪变化遥 心理动作领域指人类

动作袁关注人类运动的发展和影响这一因素遥 之后袁
Gregory Payne 在布鲁姆的分类方法基础上袁 又增加

了第四个领域要要要身体领域袁 尽管该领域经常与动

作领域合并讨论袁 但随时间产生的身体变化仍应该

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完整领域[17]渊见图 3冤遥
尽管在讨论和分析上述影响人类发展的 4 个领

域时袁传统的研究都采用了野分而置之冶的做法袁聚焦

某个发展过程对人类发展的独立影响袁但是认知尧社
会情感尧 动作以及身体的发展在人类一生的发展中

不断相互作用袁某个领域的某个变化无论多么微小袁
都可能造成其他领域的变化遥与此同时袁两门快速发

展的学科要要要野发展性认知神经科学冶和野发展性社

会神经科学冶 也加速了对 4 个领域之间交互影响的

融合研究袁 前者主要探索发展认知过程以及大脑之

生物学

过程

认知

过程
社会情感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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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联系 [15,18,19]袁后者则关注发展尧社会情感过程以

及大脑之间的影响机制[20,21]遥

当研究个体在时间纵向的发展特征时袁最普遍的

做法是根据发育时期分类加以描述袁自然发展的阶段

包括怀孕期尧婴儿期渊0~2 岁冤尧童年早期渊2~5 岁冤袁儿童

中晚期渊6~11 岁冤尧青春期渊10~12 岁至 18~21 岁冤尧成
人早期渊20~39 岁冤尧成人中期渊40~59 岁冤和成人老年

期渊60~70 岁直至生命结束冤渊见表 1冤遥 因此袁发展是

自然的袁各个阶段均存在生物的尧认知的尧社会情感

的发展进程[16]遥
持有野发展冶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生物尧认知以及

社会情感过程的交互作用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始终袁实
际年龄仅仅是发展过程中粗略的个体概念袁即使相同

实际年龄的个体之间也会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袁即野个

体的发展同年龄相关袁但并非由年龄决定冶[22,23]遥
德国教育家 Froebel 将人类各个阶段的衔接推

进看作是自然的流露和涌现遥 他认为由于个体整个

身体的发展是以局部表现出来的袁 环境对个体来说

仅仅是适应发展尧生存尧进步的刺激物袁个体发展由

不同阶段组成袁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袁个体的发展

既有阶段性袁又有连续性遥 个体的天赋尧能力及其发

展方向尧 四肢和感官活动都是按照个体本身自我发

展的必然次序进行的袁任何提前尧滞后等外界阀值范

围之外的施加刺激都会对人类个体的一生发展起到

不可估量的损害作用遥 良好的教育尧科学的环境尧正
确的训练指导等袁必须唤醒人类个体的自我适应尧自
省等法则唤起自决现象袁 是教育起到指示性和顺应

性的作用遥每一个先行的发展阶段人的充分发展袁才
能推动和引起每一个后继阶段上的充分和完满的发

展[24]遥

图 3 人类发展的 4 个领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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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时期 大致年龄范围 主要特征

产前期 从怀孕到出生 从怀孕到出生前的时间段袁通常历时 9 个月遥从单细胞逐渐生长成为一个具有大脑和行为能

力的有机体遥
婴儿期 0~2 岁 出生后大约 18~24 个月的发育期遥婴儿期是对成年养护人极度依赖的阶段遥很多心理活动逐

渐产生袁包括语言表达尧协调感知和身体活动袁用符号思考袁模仿和学习他人等遥
童年早期 2~5 岁 从婴儿期结束到 5 或 6 岁左右的发育期曰该时期通常也被称为学龄前阶段遥 在这段时间里袁

幼儿变得更加自立袁逐步掌握一些动作技能渊如袁站立尧行走尧跑动等冤袁可以与同伴长时间嬉

戏玩耍遥 小学一年级通常标志着该时期的结束遥
儿童中晚期 6~11 岁 大致从 6 至 11 岁的发育期袁该时期通常也被称为小学阶段遥 儿童掌握了阅读尧写作尧计算和

运动的基本技能袁并且正式接触到更加丰富多元的世界和文化遥成就感成为个人世界的中心

主题袁自我控制力得到加强遥
青春期 10~12 岁至 18~21 岁 从儿童期向成年早期过渡的发育阶段袁大约从 10 到 12 岁之间开始袁直至 18~19 岁结束遥 进

入到青春期后袁个体的身体快速发育袁身高和体重急剧增加袁体型和性别特征发生变化袁如乳

房增大尧耻骨和面部毛发生长以及声音加深等遥追求独立性和身份认同是该发展时期的突出

特点遥 思维变得更加抽象尧理想化并富有逻辑遥
成人早期 20~39 岁 该时期也被称为青年后期袁是个体开始步入成年期的阶段遥各种生理机能在成人初期达到完

全成熟袁活动效率达到顶峰遥 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自我同一性的确立袁人生观尧价值观的形成袁
避免心理不适应及其他精神障碍袁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发展任务遥

成人中期 40~59 岁 成年中期的年龄范围是相对的袁不是一成不变的遥 该阶段各种生理功能开始出现衰退遥 身高

也有所降低遥 机体组织中钙质增加袁感受功能衰退袁尤其是视听能力变化明显遥 视力衰退袁容
易产生病变遥 许多人对更年期的变化不能适应袁女性尤为明显遥

成人老年期 60~70 岁直至生命结束 该时期又被称为成年晚期或者老年期袁一般指 60 岁至死亡这段时期袁它是人生的衰退期遥
在此阶段身心发展状况都有逐渐衰退的表现遥 生理上袁八大系统的机能均走向衰退曰各种感

觉渊视觉尧听觉尧味觉尧嗅觉尧触觉冤能力下降曰就整个智力活动状况看呈衰退趋势袁个体差异

较大遥

表 1 人类发育的不同阶段划分[15]

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研究进展

儿童动作能力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袁
并且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遥因此袁各国学者都从不

同的学科领域开展了与动作能力相关的研究遥

处于青春期前和青春期的儿童袁组织器官和生

理系统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性遥 这些差异导

致了即使处于相同日历年龄的儿童在大多数的人

体测量学指标上渊如身高尧体重冤以及动作能力和

功能方面表现出很大不同 [25]遥因此一些学者针对生

长发育状态和遗传因素同动作能力表现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 遥 20 世纪 50 年代初 袁
Seils 等人通过研究证明了 6~9 岁儿童的骨骼成熟

度与动作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 [ 26 ]遥 之后

有研究人员也相继提出了生长成熟度与动作表现

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27,28]遥 Lefevre 等人进行了

一个著名的纵向研究袁对比利时 173 名男童分别在

生长高峰期以及成年后进行了两次体能测试并对

比了前后的动作表现情况遥 结果显示袁在青春期阶

段袁生长高峰期其年龄与肢体运动速度尧爆发力以

及静态力量表现存在负向相关袁 即早发育的儿童

的动作表现会显著优于晚发育的同龄人袁 然而随

着年龄的增加袁尤其是到了青春期后期和成年期袁
晚发育儿童的动作表现不仅追赶上了早熟的同

伴袁 特别是在爆发力和功能性力量的表现显著优

于早发育者 [ 29 ]遥 Katzmarzyk 在研究中检验了日历

年龄为 7~12 岁的儿童骨龄发育尧身体形态尧力量以

及动作能力之间的交互关系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骨龄

能够显著预测动作能力而非日历年龄袁 同时研究

人员发现了日历年龄与骨龄发育度并非以相同的

速度发展 [30]遥 随着儿童身体的不断生长发育袁儿童

动作能力的发展还体现在早期动作技能熟练程度

对动作表现的影响遥 由于运动任务完成需要较高

水平的动作协调性袁 因此动作技能的熟练程度将

会限制动作表现袁King-Dowling 等人通过一项长期

研究证明了男孩和女孩早期基础动作技能的熟练

程度能够高度预测肌肉爆发力表现 [31]遥 Barnett 等人

发现儿童早期物体操控技能的表现能够对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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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力表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32]遥 然而袁儿童动作

技能的发展袁 尤其是早期基础动作技能的发展又

在性别和年龄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遥 虽然各国学

者在各类动作技能表现的性别和年龄差异方面没

有得到一致性的结果袁 例如 Jakub 等人发现了捷克

学龄前女童的抛接技能明显劣于男童[33]袁Hardy 等人

也在澳大利亚儿童的移动技能和操控技能方面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34]袁但是包括我国学者在内的一

些研究人员却在研究中发现男童或女童的移动技

能并不存在差异 [35-37]遥 出现这种情况袁一方面或许是

由于儿童身体形态会对动作能力的表现产生影响袁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研究人员使用的动作能力测评

工具在测量方式上的不同而导致的遥

现有研究显示袁 动作能力除了在很大程度上

由基因决定外袁还与体重指数渊BMI 指数冤和身体

活动水平等反映体质健康状况的一些非遗传性因

素相关 [ 38 ]遥 目前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体重指数与

儿童耐力表现存在相关性 [39]袁但体重指数对儿童静

态平衡和动态平衡表现的影响目前还存在争议遥
一些研究发现超重的学龄儿童比正常体重的同龄

儿童具有更差的静态和动态平衡表现 [ 40 , 41 ]袁但是

Niederer 的研究结果却显示虽然超重儿童的动态

平衡劣于正常体重的同伴袁 然而他们的静态平衡

更加出色遥 除此之外袁正常儿童在耐力和灵敏性动

作方面表现均高于超重儿童 [42]遥 Meckel 等人检验

了小学儿童的有氧和无氧动作表现袁 结果发现正

常体重儿童的耐力能力表现和反复冲刺跑的动作

表现全部高于肥胖儿童 [36]遥研究人员在动作技能与

体重指数的关系方面同样发现了不一致的情况袁
我国学者任园春等人发现低龄儿童基础动作技能

与 BMI 指标并不存在着相关关系 [43]袁之后韩国学

者 Kim 以及我国学者孙梦梦等人也陆续在研究中

证明了该结论 [44,45]遥 但是袁一些研究人员经过对动

作技能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袁 通常情况下儿童行走

和跑动技能并未与体重指数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46]袁
但是在执行包含更加复杂动作或者对运动任务要

求较高的动作技能时袁如双脚跳跃尧单腿跳跃尧垫
步跳跃等任务袁 肥胖或超重儿童则会遇到困难 [47]遥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袁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体重指

数只在某些动作技能方面存在着显著性影响袁而
对总体动作技能表现或者简单动作技能方面的作

用并不显著遥 另一方面袁在儿童早期阶段由于普遍

存在着动作技能熟练程度较低的情况袁 因此体重

指数的影响并未显著表现出来袁随着年龄的增加袁
肥胖或超重儿童将会逐渐在更多的动作技能维度

上表现出不足遥 其中英国学者就很好地证明了儿童

中后期袁原本并未与体重指数相关的跑动技能袁在6 岁

之后跑步技能的熟练程度就会随着体重指数的增

加显著降低 [48]遥
动作能力还能够显著影响身体活动的参与度袁

从而对身体健康方面的相关心肺机能产生影响遥 基

于具有良好身体控制能力的儿童会表现得更加活跃

这一假设袁 有研究证明了身体活动与动作技能之间

存在着紧密联系 [49]遥 Barnett 等人发现儿童早期中等

强度的身体活动水平能够显著影响移动技能表现袁
而在儿童中后期袁 该强度下的身体活动水平可以影

响移动和物体操控类的动作技能表现 [50]遥 Iivonen 也

通过研究证明了儿童早期身体活动水平能够对基础

动作技能的发展产生正向作用遥 该结论可以很好地

说明袁动作能力是参与各类身体活动的基本条件袁而
儿童在具有一定强度的身体活动中有可以促进动作

能力的发展遥

在遗传学背景下对儿童动作能力进行的研究

并未广泛展开遥 其中最多的研究来自耐力表现与遗

传之间的关系研究遥 研究人员主要使用反映耐力表

现的最大摄氧量作为测试指标袁Maes 在一对 10 岁

双胞胎儿童中发现了耐力具有较高的遗传系数 [51]遥
之后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证明了柔韧性尧垂直跳尧往
返跑以及静态力量等与健康相关的动作表现的遗

传系数袁 但总体来看遗传度从低至高变化情况较

大 [52,53]遥 乌克兰研究人员 Sergienk 通过对 600 份人

类遗传学的文献进行整理分析后袁提出从遗传学角

度来看袁人体形态特征比动作能力指标具有更高的

遗传度 [54]遥
综上所述袁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儿童性别尧年

龄尧身体形态尧体重指数尧身体活动水平尧遗传学因素

等均与儿童动作能力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袁然
而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各种交互作用袁 加之研究人

员在测评工具的选择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袁 考量动作

能力时的维度也有所不同袁 因此尚未在各因素复杂

影响关系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解释路径袁 未来的研究

应该重视多维度影响因素下对儿童动作能力的分析

与研究遥

自我感知能力是指个体对自身实际的身体能力

作出的自我评价袁 它对儿参与身体活动过程中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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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程度尧 投入程度以及动机水平有着重要影响 [55]遥
Marsh 在一项针对 9~15 岁澳大利亚学龄期儿童的

研究中发现袁儿童自身感知能力与耐力尧力量表现以

及身体成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33]遥 而他在另一项研

究中同样证明了自身感知能力与耐力和力量表现显

著相关袁 但是自身感知能力与柔韧性和平衡能力之

间的相关性则呈显著低度相关[56]遥
Harter 在研究中发现袁 儿童对自身动作能力感

知程度是随着年龄和自身发展不断变化的 [57]袁与幼

童相比青少年会更加准确和客观地评价自己实际

的动作技能表现遥 对此袁Stodden 等人认为早期儿童

的动作能力感知与真实的动作技能表现之间存在

较低的联系袁 但是当儿童认知水平逐渐提高并具

备了相对完整的认知能力之后袁 儿童就可以更加

准确地对自身能力作出评判袁 并与周围的同龄人

进行比较袁此时自我感知与真实的动作技能将趋于

一致 [58]遥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 5~8 岁儿童的移动

技能和总体的基础动作技能与自我感知能力之间并

不存在显著相关 [5]遥 而我国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48]袁
7~9 岁儿童的基本动作技能及其自我知觉水平均

高于 4~6 岁儿童袁且前者的移动技能尧上肢操控技

能以及总体基础动作技能与自我感知能力之间存

在显著性的低度相关袁 证明了 Stodden 之前提出的

论断遥
在自我感知评价的方式方面袁 之前的一些研究

主要采用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呈现出实际动作技能

与动作技能感知间均值关系的总体情况袁 然而却忽

视了儿童个体在对自身能力感知时的理解偏差 [59,60]遥
当前的研究人员普遍采用了野以人为中心冶的方法袁
通过量表测量儿童对实际动作技能的感知情况 [61]遥
当个体层面一旦表现出自我感知与实际动作技能

表现之间的差异袁那么就有可能对儿童运动参与的

动机产生影响袁尤其是那些低估自己身体能力的儿

童群体 [62]遥 因此袁之后的学者将身体能力的自我感

知作为身体活动参与和实际动作能力之间的中介

变量 [63]遥
除此之外袁成就动机与自信水平同样与动作能

力之间存在相关遥 Martin 等人发现袁体育教学中的

成就动机能够显著影响幼童时期的移动和操控技

能 [64]遥 有学者等对此的解释是儿童对身体能力的感

知度影响了儿童成就动机水平袁 进而作用于这些动

作技能遥 儿童自信水平也能对动作技能表现产生正

向的促进作用袁Farmer 等人在 8~12 岁儿童中发现袁
对身体能力持有高度自信的女童移动技能表现的水

平也相对较高 [65]遥

综上所述袁包括自我感知尧成就动机以及自信水

平等心理因素同样会对儿童动作能力发展产生重要

的影响遥 但是有关儿童阶段的自我感知能力与实际

动作能力之间的确切关系仍然处于探讨之中袁 尤其

是自我感知能力尧运动参与尧身体活动水平以及动作

能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作用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加以确认遥

社会学因素对儿童动作能力影响的研究主要来

自家庭环境尧学校环境以及地域环境遥

家庭是个体生活尧成长所依赖的场所袁对于个

体身心发展的影响是长期而稳定的袁 特别是在儿

童时期袁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了家庭环境在儿童的

动作技能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袁 其中主要

从家庭客观环境和家庭主观环境两个方面论证了

二者关系遥
在家庭客观环境方面袁 阿根廷学者在对早期儿

童动作技能表现的研究中发现袁 父母社会地位较低

的家庭中袁 儿童动作能力普遍低于中产阶层家庭的

儿童 [66]遥 Barnett 发现家庭中的运动器械能够对幼童

移动和操控技能的熟练程度产生积极的影响 [67]遥 我

国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室内外运动环境以及运动器材

与幼童动作协调性存在显著正向相关 [68]袁但是家庭

结构状况尧 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并未对幼童动作

技能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69]遥
在家庭主观环境方面袁Kirk 等人的研究结果表

明袁家庭成员渊尤其是父母冤承担角色和社会地位的

方式会对孩子参与体育运动有影响袁 他们的社会地

位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初次参与和持续参与袁 最重要

的是袁 有家庭成员参与体育的孩子可能更容易参与

到体育运动中来 [70]遥 Cools 等人从家庭邻里特征尧父
母体育行为等方面探讨了 4~6 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

发展影响袁 结果发现父亲的身体活动行为以及父母

对运动项目的认知都能够对儿童的动作技能熟练程

度产生正向影响 [71]遥 我国学者也在研究中证明了父

亲文化程度以及与子女共同锻炼的行为会影响儿童

的动作技能发展[72]遥

学校无疑是儿童身心发展的重要场所袁在学校

的环境中儿童不仅可以通过教师的教授和指导发

展动作能力袁同时也可以在与同伴的相处中相互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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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遥 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学生就读学校的类型

渊社会经济地位冤尧教育程度都会对运动参与造成影

响 [73]遥 学校能够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与同龄人交流

的社会场地袁 在这一环境中运动参与常被视作个体

发展袁包括动作技能发展的主要部分[74]遥
目前大部分有关学校与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的研

究 多 以 动 作 技 能 表 现 的 干 预 研 究 为 主 遥 例 如

Fitzgerald 制定了以教师为中心的身体活动干预计

划袁并证明了有助于儿童的动作技能发展 [75]遥 Logan

等人对 3~10 岁儿童动作技能的干预计划进行了系

统性回顾分析袁 研究结果表明移动技能的促进效果

要好于操控技能袁 但总体上能够对基本运动技能的

发展产生促进作用[76]遥另外袁教师的授课经验也会对

儿童动作技能的发展产生影响袁例如 Morgan 等人对

小学阶段至高中阶段儿童和青少年的干预计划进行

了系统性的综述袁 分析结果表明授课经验丰富的体

育教师比普通教师的教学更能够促进儿童的动作技

能表现 [77]遥
另外袁 学校体育场地也会对儿童基本运动技能

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遥我国学者发现袁拥有宽阔操场

的学校儿童移动技能要明显优于操场狭小学校的儿

童[78]遥

地理位置尧 文化传统或体育设施的可及性等因

素也可以影响儿童的动作能力发展遥例如袁不同国家

的儿童参与项目会因为地理位置或气候特点而存在

不同遥 例如袁在芬兰和瑞典等北欧国家袁男孩在很小

的时候就开始玩冰球或者学习越野滑雪的基本技

能遥 相比之下袁在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国家袁足球是

儿童的首选遥 城市和农村地区在人口统计学和社会

经济因素方面也存在差异袁 这些因素导致身体活动

模式的差异遥例如袁城乡环境的差异影响着儿童的身

体活动 [79]遥与农村儿童相比袁城市儿童有更多的体育

活动选择袁更多的体育信息袁以及更多利用体育设施

和设备的机会遥 生活在小村庄的人们由于交通的原

因袁 难以组织集体类活动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通常

缺乏公共体育设施遥另一方面袁乡村也为户外体育活

动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80]遥

作为野人类发展冶研究领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

分袁 动作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动态

发展过程袁 尤其是在人类发展的特定关键阶段要要要
儿童时期袁动作能力发展不仅会受到生物学尧心理学

以及社会学等维度因素的影响袁 同时还会对个体早

年和日后的运动参与尧 体力活动以及体育素养的达

成产生反作用遥 随着各学科研究人员在人类发展领

域探索的不断加深袁 有关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的研究

不再仅仅局限对儿童个体尧 家庭或学校等单一系统

影响作用的分析袁 而是从生态学视角袁 综合考量微

观尧 中观以及宏观层面之间交互影响和作用下的动

作能力发展遥而在众多研究方向中袁有关儿童动作能

力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以及动作能力发展的促进和

干预研究无疑在现阶段我国 野健康战略冶 实施进程

中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关于儿童动作能力测试的系统性研究工作始

于上世纪初袁并在之后涌现出了大量针对儿童不同

时期动作表现的评估工具 [61,64,65]遥当前主流的儿童动

作能力发展测评工具主要由美尧德等国的学者基于

本国儿童和青少年的数据编制而成遥 近年来袁我国

学者也在尝试围绕动作能力的发展开始了本土化

测评工具的引进和开发工作遥 然而袁由于受到研究

时间和地域分布的限制袁大部分研究主要以横断面

研究设计为主袁地区常模的代表性不佳袁因此未来

结合我国儿童的实际情况袁 并充分考虑到经济尧社
会以及文化的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袁建立新一代动

作能力测评工具将成为动作能力研究的重要领域

之一遥
从现实角度来看袁 儿童和青少年早期动作经验

的学习和积累袁不仅可以加强日常体力活动水平尧增
强体质袁还有助于运动技能熟练程度的提升遥 因此袁
在科学尧系统的动作能力发展水平评估基础上袁重视

基于发展敏感期视角探讨不同阶段运动干预计划对

儿童和青少年动作能力能发展的促进效果袁 为体育

一线工作者和家长人群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动作能

力干预手段与方法袁促进儿童和青少年身-心-社全

面健康发展袁 也将成为未来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促

进工作开展的重要抓手和方向遥

揖注 1铱反射渊reflexes冤袁定义为由外部刺激引起的非自主动

作袁这种刺激引起向中枢神经系统发送冲动袁但是冲动不

会到达高级脑中枢渊如皮层冤袁许多反射被认为是低级脑中

枢渊如脑干冤完成的遥 如吮吸反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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