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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院 探究基于位移动作技能的体育游戏干预对 3~4 岁幼儿执行功能的影

响遥 方法院 以杭州市某幼儿园两个园区共 4 个自然教学小班的 113 名幼儿为研究对

象袁两个园区被随机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为期 8 周实验遥 实验组接受每周 2 次尧
每次 20~30 min 基于位移动作技能的体育游戏干预曰对照组按照园区原有计划进行体

育活动遥干预前后完成执行功能和位移动作技能测试遥结果院淤2渊实验处理冤伊2渊时间冤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袁执行功能中抑制控制交互效应显著渊P＜ 0.05冤袁工作记忆尧认
知灵活性的变化不显著渊P＞ 0.05冤遥 于位移动作技能总分尧立定跳尧单脚连续跳尧马步

跳尧跨步跳的交互效应显著渊P＜ 0.05冤袁跑尧侧滑步的变化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结论院基
于位移动作技能的体育游戏干预可以有效提高幼儿的抑制控制袁干预内容设置有效尧
干预部分有效遥 后续需优化实验设计尧增加追踪测验袁进一步检验干预的有效性和持

续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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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loco motor skills-based sport game intervention on the

executive functions of 3-4-year-old children. Method: Selecting 113 children from four natural teaching

class of two kindergarten campuses in Hangzhou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the two campuses were ran-

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for an 8-week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20-30 minutes of loco motor skills-based sports game intervention twice a week. The control

group performed physical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plan of the campus. Loco motor skills and

executive function tests were comple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渊1冤2渊experimental

treatment冤伊2 渊time冤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showed that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inhibitory control

in executive function was significant(P＜0.05), while the changes in workingmemory and cognitive flex-

ibilitywere not significant (P＞0.05). 渊2冤Th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locomotor skills total score", "hori-

zontal jump", "hop", "gallop", and "skip" were significant (P＜0.05), "run" and "slide" chang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Loco motor skills-based sport game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inhibitory control of preschoolers.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needs to be optimized

andfollow-uptestsneedtobeaddedsothatfurthertesttheeffectivenessandsustainabilityoftheintervention.

fundamental motor skills; sport game intervention; executive functions; preschoo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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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阶段渊3~6 岁冤是人类身体发育和机能发展

的关键时期袁也是基本动作技能渊Fundamental Motor

Skills, FMS冤发展的敏感期 [1]遥FMS 可分为位移尧操纵

和稳定平衡三类 [2]袁其中位移动作技能渊loco motor

skills冤包括如跑尧跳等依靠身体大肌肉或肌肉群产

生的各类移动袁是所有动作技能的基础袁对幼儿探

索周围环境尧控制身体至关重要 [3-4]遥 FMS 的熟练程

度被认为是发展复杂运动技能的关键袁与幼儿的健

康体适能有关袁对其养成身体活动习惯袁促进健康

体重尧心肺健康尧肌肉力量耐力袁提高运动能力和身

体活动水平尧减少久坐等均有积极影响 [5]遥 FMS 的

发展受到练习经验尧 技能教学和环境等的影响 [6]袁
科学指导有助于基本动作技能的明显改善遥 针对幼

儿的基于动作技能发展袁以游戏形式进行的结构化

身体活动课程渊即体育游戏冤被认为具有较好的干

预效果 [7]遥 执行功能是认知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包括抑制控制尧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 [8]遥 体育游

戏也被证实可以改善幼儿的执行功能 [9]袁而幼儿执

行功能发展则是成年后高级认知过程发展的关键

基础 [10]遥
基本动作技能和执行功能对幼儿发展至关重

要袁且同时具有可塑性[11-12]遥动作技能水平与执行功能

存在积极的影响关系 [13-14]袁幼儿阶段的动作技能水平

可以预测学龄期乃至成人的动作技能和认知表现[15]遥
而体育游戏被证实不仅能提高儿童的基本动作技

能袁也可以促进幼儿产生更积极的认知表现 [9,16]遥 因

此袁本研究基于位移动作技能的体育游戏袁探究干预

对 3~4 岁幼儿执行功能的影响效果遥

抽取杭州市某幼儿园两个园区小班的 4 个自然

教学班袁 随机设定其中的 X 校区两个班为实验组袁

相应的 Y 校区两个班为对照组遥121 名幼儿中有 8 名

因中途缺席未能完成全部干预或因个人原因部分测

试成绩无效袁最终有效实验样本 113 人遥其中实验组

57 人袁平均年龄渊4.21依0.27冤岁袁男生 30 人袁女生 27 人曰
对照组 56 人袁平均年龄渊4.11依0.27冤岁袁男生 29 人袁
女生 27 人遥 年龄无组间差异渊t=1.84袁P＞0.05冤遥 受试

接受基线测试前一周内无感冒尧咳嗽尧发热等季节性

疾病袁无慢性疾病和发育尧智力障碍袁无色盲尧色弱袁
听力正常遥 测试前向园区相关人员详细说明测试流

程和目的袁 并获得所有受试监护人签署的书面知情

同意书遥

2022 年 3 月要6 月实施干预袁 研究采用准试验

不等同比较组前后测设计袁8 周干预实验开始前袁对
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执行功能和位移动作技能的基

线测试遥随后由经过培训的教师渊在正式测试前由主

试对实验班教师进行共计 2 h 的动作技能要领和体

育游戏干预教案培训冤 对实验组实施基于位移动作

技能的体育游戏干预袁每周两次袁每次 30 min曰对照

组此期间按照幼儿园原有计划和时长进行户外自由

体育活动遥 8 周干预结束后袁由同一批测试人员对所

有幼儿进行后测遥

运用早 期 儿 童 执 行 功 能 测 量 工 具 包 渊Early

Years Toolbox, EYT冤对执行功能进行测试遥 EYT 已

被澳大利亚尧加拿大尧英国尧中国等国的研究人员

使用袁被证实有较好的信度袁具有多种语言可供选

择 [17]遥 本研究中袁抑制控制尧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

性分别选用小鱼-鲨鱼渊Fish-Shark冤游戏尧蚂蚁先生

渊Mr.Ant冤游戏和卡片分类渊Card Sort冤游戏进行测

试渊图 1冤遥

图 1 小鱼 - 鲨鱼尧蚂蚁先生尧卡片分类游戏示意图

运
动
训
练
与
人
体
科
学

93



Sport Science Research

小鱼 - 鲨鱼游戏为经典 Go-No go 任务袁要求参

与者捕捉渊点击冤小鱼袁不捕捉渊不反应冤鲨鱼遥Go-No

go 任务包括两个组块袁 第一个组块作为练习阶段袁
含 20 个试次遥第二个组块为正式测试袁含 3 组袁每组

25 个试次袁共计 75 个试次袁组间有休息时间遥 抑制

控制最终得分为反应的准确性 渊解释产生的优势反

应的强度冤与不反应准确性渊解释参与者克服这种优

势反应的能力冤的乘积遥
蚂蚁先生游戏要求参与者记住放置在卡通蚂蚁

上的贴纸的空间位置袁并在短暂的保留间隔后识别这

些位置遥随着任务的进行袁测试试验的难度渊即工作记

忆的需求冤会增加遥 每一级别有 3 次试验袁共 8 个级别

渊回忆 1 个贴纸到回忆 8 个贴纸冤遥 完成 8 个级别或在

同一级别所有 3 次试验均失败为任务结束遥工作记忆

最终得分为从 1 级开始袁每个连续级别至少两次准确

执行 3 次试验袁加上此后所有正确试验的 1/3 分[18]遥
卡片分类游戏要求参与者根据分类维度 渊即颜

色或形状冤将卡片渊即红兔子尧蓝船冤分类到两个位置

中的一个渊由蓝兔子或红船识别冤袁随着任务进行袁分
类标准难度提高遥 共分为 3 个组块袁每组都包含一次

演示试次尧两次练习试次和 6 次正式测试遥 如果参与

者正确地分类了前两组中每组至少 5 种简单分类任

务袁就会进入第三组多规则任务袁完成全部 3 组 18 次

测试或正确率不达标只完成前两组 12 次测试为任

务结束遥 认知灵活性得分为参与者正确分类的数量遥
全部测试在 10.2 英寸的 iPad 上完成袁1 名受试

儿童配有 1 名测试人员袁采用统一的指导语遥所有测

试均在安静明亮的环境中进行遥

采用 Ulrich[19]编制的叶粗大动作技能发展测试 -

第 二 版 曳 渊The Test of Gross Motor Development-2,

TGMD-2冤 中的位移分量表测量幼儿的位移动作技

能遥 位移分量表包括跑尧马步跳尧单脚连续跳尧跨步

跳尧立定跳和侧滑步 6 个动作技能遥测试过程中每个

项目由两名测试人员根据幼儿动作完成质量同时打

分袁依据 3~5 个标准进行评分遥满足一个标准得 1 分袁
每个测试动作做两次袁分别记录成绩袁两次成绩相加

即为该动作项目得分遥 最终取两位评分人员的平均

分袁 得分高者代表动作技能发展水平更高遥 采用

Person 相关对两名评分人员的评分一致性进行评估

渊r=0.893袁P＜ 0.01冤袁一致性良好遥

按照位移动作技能的主要特征袁 设计包括行走

类尧奔跑类尧跳跃类尧爬行类尧滚动类和混合类 6 种体

育游戏遥 干预前 5 周袁每周两次进行分类体育游戏干

预曰后 3 周袁进行混合体育游戏干预袁共计干预 16 次遥
鉴于幼儿园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袁设计为按区域进行

的闯关类体育游戏袁且在干预前就游戏内容与一线幼

儿教师进行探讨并达成一致遥具体内容和干预频次见

表 1遥 单次干预持续 30 min袁包含 5 min 热身袁20 min

的中等强度以上的体育游戏以及 5 min 结束活动遥
表 1 基于位移动作技能的体育游戏干预内容和时间安排

干预时间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第六周 第七周 第八周

游戏类别 行走类游戏 奔跑类游戏 爬行类游戏 滚动类游戏 跳跃类游戏 混合类游戏 混合类游戏 混合类游戏

第一次 独木桥勇士 小小搬运工 小蚂蚁搬家 小小压路机 快乐的小跳蛙 丛林大冒险 1 趣味闯关 1 翻山越岭 1

第二次 趣味轮胎 向前冲冲冲 小螃蟹爬 翻滚吧宝贝 大步向前跳 丛林大冒险 2 趣味闯关 2 翻山越岭 2

以第五周第一次跳跃类游戏要要要快乐的小跳蛙

为例袁干预流程见图 2遥 由 3 名经过培训的教师实施

干预袁教师负责动作演示环节袁在幼儿开始游戏后袁
教师仅负责保障安全和组织幼儿按顺序出发进行游

戏袁不做任何动作指导遥单次干预将幼儿分为两组袁无
竞争模式袁两队同时进行遥 前一名幼儿进行到区域 2

时袁第二名幼儿出发遥 幼儿按照区域顺序袁依次完成

全部区域内游戏为一轮袁 单次干预每名幼儿至少完

成 4 轮游戏遥

干预前 2 周进行实验组与对照组基线测试袁随后实

施 8 周干预实验曰干预结束后 2 周内完成后测渊图 3冤遥

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样本特征及所有变量的均

数和标准差曰 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明确实验组与对

照组基线执行功能渊抑制控制尧工作记忆尧认知灵活

性冤和位移动作技能水平是否存在组间差异曰采用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和简单效应分析检验干预的有效

性遥 为探究干预对 3~4 岁幼儿执行功能和位移动作

技能的影响袁将实验处理渊实验组 / 对照组冤作为组

间变量袁时间因素渊前测 / 后测冤作为组内变量袁进行

了 2伊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袁以检验干预的有效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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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快乐的小跳蛙示意图

图 3 干预流程图

为确定干预前实验组和对照组执行功能和位

移动作技能水平是否存在差异袁 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遥 结果显示袁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执行功能尧位移

动作技能水平均不存在组间差异渊表 2冤袁基线水平

一致遥

对执行功能 3 个指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渊表 3冤袁结果显示袁抑制控制的实验处理伊时间交互

作用显著渊P＜ 0.05冤遥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袁实验

组和对照组的抑制控制得分均显著高于前测袁 实验

组得分的变化值渊后测与前测差值冤更大渊P＜ 0.01冤遥

随机选取某幼儿园两个校区的 4 个小班幼儿

将两个校区随机分成实验组与对照组

实验组渊X 校区冤2 个小班 对照组渊Y 校区冤2 个小班

基线测试渊前测冤院执行功能渊EYT冤尧位移动作技能渊TGMD-2冤

后测院执行功能渊EYT冤尧位移动作技能渊TGMD-2冤

8 周基于位移动作技能的体育游戏干预

每周 2 次袁每次 20~30 min

不接受任何影响

8 周幼儿园原有计划和时长的自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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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体育游戏干预对位移动作技能影响的有效性检验

表 3 体育游戏干预对执行功能影响的有效性检验

表 2 实验组和对照组执行功能和位移动作技能的基线比较

工作记忆尧认知灵活性的实验处理伊时间交互作

用不显著渊P＞ 0.05冤遥 对交互作用不显著的两项进一

步进行主效应分析袁结果显示院工作记忆尧认知灵活

性的时间主效应显著 [F 工作记忆 渊1袁111冤=8.46袁浊p
2=0.07曰

F 认知灵活性渊1袁111冤=24.67袁浊p
2=0.18袁P＜ 0.01]曰实验处理主

效应不显著[F 工作记忆 渊1袁111冤=2.68曰F 认知灵活性 渊1袁111冤=0.40袁
P＞ 0.05]遥

对位移动作技能总分及各分项得分进行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渊表 4冤袁结果显示袁总分尧立定跳尧单脚连

续跳尧 跨步跳和马步跳得分的实验处理伊时间交互效

应显著渊P＜0.05冤遥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袁实验组和对照

组的位移动作技能总分均显著高于前测袁且实验组的

总分变化值渊后测与前测之间差值冤更大渊P＜0.01冤遥

因素
n X依SD

t P
实验组渊X 园冤 对照组渊Y 园冤 实验组渊X 园冤 对照组渊Y 园冤

执行功能 抑制控制 / 分 小鱼-鲨鱼得分 57 56 0.52依0.22 0.50依0.21 0.39 0.70

工作记忆 / 分 蚂蚁先生得分 57 56 1.27依0.66 1.03依0.72 1.89 0.06

认知灵活性 / 分 卡片分类得分 57 56 10.42依4.32 11.57依4.09 -1.45 0.15

位移动作技能 跑 / 分 57 56 7.15依0.79 7.15依0.76 -0.02 0.99

立定跳 / 分 57 56 4.43依1.49 4.88依1.30 -1.69 0.09

单脚连续跳 / 分 57 56 5.11依2.37 5.75依2.36 -1.45 0.15

跨步跳 / 分 57 56 2.05依1.42 2.51依1.40 -1.72 0.09

马步跳 / 分 57 56 2.00依1.80 2.29依2.38 -0.72 0.47

侧滑步 / 分 57 56 7.00依1.88 7.05依1.26 -0.15 0.88

总分 / 分 57 56 27.74依5.30 29.62依4.95 -1.95 0.05

注院* 表示交互作用显著袁P＜ 0.05遥

因素 测量阶段
X依SD

F P 浊p
2

实验组 对照组

抑制控制 / 分 前测 0.52依0.22 0.50依0.21 4.05* 0.05 0.035

后测 0.69依0.18 0.60依0.27
工作记忆 / 分 前测 1.27依0.66 1.03依0.72 0.23 0.63 0.002

后测 1.50依0.96 1.34依0.89
认知灵活性 / 分 前测 10.42依4.32 11.57依4.09 3.57 0.06 0.031

后测 13.09依3.62 12.77依4.12

因素 测量阶段
X依SD

F P 浊p
2

实验组 对照组

总分 / 分 前测 27.74依5.30 29.62依4.95 40.05** 0.00 0.27

后测 39.02依3.82 35.09依5.40
跑 / 分 前测 7.15依0.79 7.15依0.76 2.67 0.11 0.02

后测 7.74依0.61 7.52依0.60
立定跳 / 分 前测 4.43依1.49 4.88依1.30 18.21** 0.00 0.14

后测 6.34依1.28 5.65依1.37
单脚连续跳 / 分 前测 5.11依2.37 5.75依2.36 19.92** 0.00 0.15

后测 8.24依1.08 7.15依1.98
跨步跳 / 分 前测 2.05依1.42 2.51依1.40 6.57* 0.01 0.06

后测 3.98依1.36 3.64依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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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 表示交互作用显著袁P＜ 0.05曰** 表示交互作用极显著袁P＜ 0.001遥

因素 测量阶段
X依SD

F P 浊p
2

实验组 对照组

马步跳 / 分 前测 2.00依1.80 2.29依2.38 10.52** 0.00 0.09

后测 4.83依2.07 3.43依2.28
侧滑步 / 分 前测 7.00依1.88 7.05依1.26 0.62 0.43 0.01

后测 7.89依0.40 7.70依0.87

跑尧侧滑步得分的实验处理伊时间交互效应不显

著渊P＞ 0.05冤遥 对交互作用不显著的两项进一步进行

主效应分析袁结果显示院跑尧侧滑步的时间主效应显

著[F 跑渊1袁111冤=49.34袁浊p
2=0.31曰F 侧滑步渊1袁111冤=26.54袁浊p

2=0.19袁
P＜ 0.01]袁实验处理主效应不显著 [F 跑 渊1袁111冤=0.93袁
F 侧滑步渊1袁111冤=0.17袁P＞0.05]遥

两组幼儿基线测试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袁 干预

后袁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抑制控制得分上差异显著袁但
在认知灵活性尧 工作记忆得分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遥 体育游戏干预对幼儿的抑制控制具有积极

影响袁这与 Pesce 等 [9]的研究结果一致袁与动作技能

结合的游戏可能会改善儿童的认知表现遥Xiong 等[20]

的研究也发现袁为期 30 d袁每天 30 min 的结构化体

育游戏干预使 4~5 岁幼儿的执行功能显著高于对照

组遥 Zeng[21]对身体活动干预影响动作技能和认知功

能进行总结后发现袁 持续一段时间的运动干预可以

有效提高儿童的动作技能和认知表现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体育游戏干预可以提高幼儿的

抑制控制表现袁 但对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任务表

现没有影响遥这与前期研究结果一致袁体育游戏对儿

童执行功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抑制控制能力上 [22-25]遥
抑制控制是选择性注意袁 是抵制冲动或自动行动倾

向的能力曰 工作记忆与大脑短暂存储和处理信息能

力有关曰 认知灵活性则是快速调整不断变化的需求

或优先级的能力袁 被认为是基于抑制控制和工作记

忆的更高层次认知过程 [26]遥 本研究体育游戏干预针

对 3~4 岁幼儿袁基于位移动作技能设计袁涉及简单运

动规则和对身体的控制袁认知参与成分较少袁无需记

忆多个动作或是复杂的动作转换规则袁 因此干预对

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的影响相对较小遥此外袁结果

也可能与抑制控制尧 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三者的

发展阶段有关遥 Klenberg 等[27]认为袁相对于执行功能

的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成分袁 抑制控制成分首先

快速发展遥 Best 等[28]也认为在执行功能的成分中袁抑
制控制首先快速发展袁工作记忆尧认知灵活性等其他

复杂执行功能在 5 岁以后快速发展遥
体育游戏干预虽对幼儿抑制控制表现具有积极

影响袁但效果量较小袁这可能与干预对认知参与需求

较少有关遥认知参与是指在掌握困难的技能时所需要

的注意资源分配和认知努力的水平[29]遥 Dimond 等 [30]

强调了身体活动干预提高执行功能时认知挑战的关

键重要性遥相比于普通身体活动袁进行有认知参与身

体活动的个体袁 更有可能改善在执行功能方面的表

现 [31]遥 Alesi 等 [32]发现袁对 8 岁儿童进行高认知参与

的身体活动干预要要要足球游戏袁 可以显著改善其工

作记忆尧注意力和抑制控制等方面能力遥本干预实施

前袁访谈一线教师后袁考虑到小班幼儿的实际情况袁
体育游戏干预并未纳入复杂规则袁 也未设计合作游

戏等袁属于低认知参与身体活动遥这可能是导致干预

对幼儿抑制控制的影响效果量虽具有统计学意义但

却不高的原因遥 Aditi 等 [33]发现袁相比于粗大动作技

能袁精细动作技能对幼儿的执行功能袁特别是抑制控

制能力的预测效果更好遥 位移动作技能属于粗大动

作技能袁相比于精细动作技能袁本研究干预对幼儿执

行功能具有影响但效果有限遥

干预前基线测试时袁 实验组和对照组幼儿在各

位移动作技能得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遥 前后测数

据对比分析后发现袁 实验组在位移动作技能总分以

及立定跳尧单脚连续跳尧跨步跳尧马步跳 4 个动作上

的得分变化均显著优于对照组遥各动作得分较干预前

均有显著提高袁且后测与前测的差值在组间具有统计

学意义遥说明基于位移动作技能的体育游戏干预内容

设置有效袁同时也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似袁有针对性

的体育游戏干预可以促进幼儿动作技能发展 [34-35]遥
Moghaddaszadeh 等 [36]发现袁基于动作技能设计的体

育游戏要比单纯的主动游戏对 FMS 的干预效果更

渊续表 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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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袁且提高了儿童的身体活动水平遥 Vidoni 等 [37]采用

基于迷宫和闯关的结构化体育游戏对幼儿进行 11 周

干预后发现袁相比于参加自由活动的对照组袁实验

组幼儿的平衡和协调能力更好袁粗大动作技能有较

明显改善遥 胡文文 [38]发现袁每周 3 次的体育游戏干

预可以显著提高幼儿的动作技能袁 并在 12 周后有

持续效应遥
跑尧侧滑步两个动作的变化在组间差异不显著袁

出现了野天花板效应冶袁这可能与两个动作的掌握程

度有关遥在全部位移动作技能中袁跑和侧滑步是最简

单的动作技能遥 李静等[39]对 1 046 名济南 3~10 岁儿

童基本动作技能发展的研究中发现袁 跑和侧滑步的

难度值分别为 0.88 和 0.81渊难度值越大袁代表动作

的难度越小袁儿童动作表现越好冤袁儿童表现得分最

高袁与本研究结果一致遥 后测时袁两组幼儿跑和侧滑

步的得分均有提高袁且实验组得分和增长幅度更大袁
但由于基线分数过高袁组内尧组间差异均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遥

干预对幼儿位移动作技能总分尧立定跳尧单脚连

续跳尧跨步跳尧马步跳 4 个动作和对执行功能抑制控

制影响的实验处理伊时间交互效应均显著袁但对位移

动作技能的跑和侧滑步两个动作与对执行功能的工

作记忆尧认知灵活性影响的时间主效应显著袁实验处

理主效应不显著袁这可能与干预时长和内容相关遥一
项基本动作技能的元分析结果显示袁 持续时长在

8~16 周的干预表现出良好的效果[16]遥 受到疫情和假

期的影响袁 本研究仅进行了 8 周连续的体育游戏干

预袁 干预后实验组在跑和侧滑步两个动作技能与工

作记忆尧认知灵活性上的提高更大袁但组间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遥而野天花板效应冶的产生尧基于位移动

作技能体育游戏内容设计尧认知参与较少袁可能是造

成实验处理主效应不显著的原因遥

研究结果可能受幼儿自身发展规律尧 练习效应

以及园区自身课程设置的影响遥 幼儿的动作技能水

平和生长发育有关袁同时也受到练习经验尧教学干预

等其他方面的影响 [7]遥 幼儿阶段各项身心指标会随

年龄的增长自然发展袁而干预指导会促进其发展袁练
习效应的存在可能是造成干预后测结果优于前测的

原因遥
干预过程中额外变量可能对幼儿产生影响遥 园

区的园本课程有身体活动和动作技能练习内容袁对

照组在实验组接受干预期间按照园本课程计划进行

自由活动尧玩耍遥 除此之外袁幼儿园每天有 40 min 晨

间自主身体活动袁 幼儿按照年级和班级分区域进行

活动袁包括平衡区尧跳跃区尧球类活动区尧滑梯区尧轮
胎区等遥 准实验干预设计相比于实验室实验生态学

效度更好袁实验结果更贴近日常生活袁更为真实袁但
也因此无法剥离额外变量袁 如晨间自主身体活动和

园本课程内容对幼儿动作技能和执行功能可能产生

的影响遥

8 周体育游戏干预对幼儿执行功能中的抑制控

制有积极影响袁干预部分有效遥
8 周体育游戏干预可以有效提高幼儿的位移动

作技能水平袁实验组幼儿在总分和立定跳尧单脚连续

跳尧 跨步跳尧 马步跳 4 个动作上的变化均优于对照

组袁干预内容设置有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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