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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动作发展与动作抑制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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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儿童动作评估检查表》和停止信号任务 ,通过教师评定和即时行为实验方法 ,对 40 名 4～6 岁幼

儿的动作发展水平、动作发展的内部结构、动作抑制的发展趋势和动作抑制与动作一般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详细探讨。结果发现 ,4～6 岁幼儿的动作处于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 ;幼儿在自身与环境的静止或变动

情况下 ,动作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现象 ,当儿童自身静止并处于静止的环境中时 ,动作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儿童

自身移动和环境变动状态下的动作水平 ;男孩与女孩在动作发展的特定条件下存在差异。同时还发现 ,幼儿

的动作反应抑制能力存在明显的年龄发展趋势 ,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 ,其动作反应抑制能力增强 ;动作反应抑

制能力与一般动作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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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动作发展是个体发展的重要领域。儿童精细

动作、粗大动作以及动作平衡和协调能力的发展

是儿童自身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动作技能

的顺利正常发展为其将来参加集体运动项目 ,增

强自信奠定了基础。研究表明 ,动作技能发展落

后的儿童 ,在入学后 ,由于经常遭受运动项目上的

挫折 ,自信心和同伴关系会受到不良影响。更为

直接的关系是 ,儿童精细动作的发展与儿童日后

的书写活动存在某种联系。研究[1 ]表明动作发展

协调障碍的儿童通常会表现出书写上的困难 ,如

书写速度慢 ,字迹难以辨认 ,握笔姿势错误等。

在儿童动作发展的研究中 ,较早的研究集中

在婴儿手部动作发展和独立行走的时间表上[2 ] 。

近期关于儿童动作发展的研究主要探讨两个方面

的问题。一个是婴儿爬行经验对其心理发展的作

用[3 ]
,另一个是关于儿童精细动作发展与其学业

成绩之间关系的探讨[4 ] 。顾伟文等人[5 ] 在幼儿中

开展了“学龄前儿童精细动作和心智潜能的实验

研究”,发现精细动作的训练对于促进儿童动作协

调、平衡、动作执行速度等均有显著效果 ,也利于

儿童心智潜能和心理健康的发展。

上述研究对于理解儿童动作发展的规律和在

个体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

知道动作发展包括许多方面 ,如动作抑制就是动

作的一个重要成分。动作抑制能力表现为儿童越

来越专门化地执行某个动作 ,而不出现多余运动。

从观察可见 ,学前和小学早期 ,儿童常常边写边动

嘴。动脚时 ,会同时引发手指和嘴唇的移动。一

只手的运动可能会引发另一只手相同的动作。这

可能反映了神经纤维逐渐髓鞘化的程度。随着儿

童年龄的增长 ,动作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 ,即 ,无

关动作活动被抑制。动作抑制的测量是许多发展

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着动作抑制能力在动

作活动和反映神经系统发育状态中的重要性。王

勇慧等人[6 ]比较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与正常

儿童在动作反应抑制上的差异 ,发现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儿童反应抑制能力弱于正常发展的儿童。

但目前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还未见诸文

献 ,对动作抑制的年龄发展趋势以及与动作发展

水平的关系还不甚了解。本研究就是要弥补空

缺 ,从发展的角度研究动作发展与动作反应抑制

之间的关系。

6

2004 年 心理发展与教育 第 3 期



本研究的目的有三个 :首先 ,考察 4～6 岁幼

儿动作发展水平及其内部结构 ;第二 ,考察 4～6

岁幼儿动作反应抑制的水平及其发展 ;第三 ,考察

4～6 岁幼儿动作发展水平与动作反应抑制之间

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本研究从某幼儿园随机选择中班和大班各一

个 ,共 40 名幼儿作为本研究的被试 ,其中男孩 23

名 ,女孩 17 名 ,皆为右利手。被试年龄按照实际

年龄计算 ,即用测验日期减去每个孩子的出生日

期得到他们的实际年龄。中班幼儿的年龄范围是

4106～5105 岁 ,平均年龄为 4 岁 9 个月。大班幼

儿的年龄范围是 5106～6108 岁 ,平均年龄为 5 岁

8 个月。每个孩子没有其他心理问题和神经生理

障碍。被试熟练认知左右手。

212 　研究方法

21211 　问卷调查 - 研究材料简介

本研究对所选被试的动作发展水平进行评

估。我们选取了《儿童动作评估检查表》(Move2
ment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 Checklist) 作为

评估工具。

该量表包含 5 部分 ,前四个部分评估儿童与

环境静止和移动情况下 ,儿童的动作水平。四个

部分分别是“儿童静止Π环境固定 ,如 :有好的坐姿

或站姿”,“儿童移动Π环境固定 ,如 :在学校或教室

中走动 ,不会撞到静止的物体或人”,“儿童静止Π
环境变动 ,如 :用双手接住迎面弹跳或飞来的大皮

球”,“儿童移动Π环境变动 ,如 :跑去接住迎面而来

的球”。每个部分有 12 个题目 ,每个题目有四个

等级的评分 ,分别为 0 (非常好) ,1 (可以做到) ,2

(差一点) ,3 (差很远) 。数值越高代表动作水平越

差。第 5 部分评估儿童是否表现出行为问题。

如 ,过于活跃。也有 12 个项目。评分分为 0 (没

有) ,1 (有时) ,2 (经常)三个等级。

该问卷由英国心理学家亨德森和苏登[7 ] 编

制 ,用于评估 4～12 岁儿童的动作发展状况。是

一个信度和效度较高的量表。

问卷由熟悉儿童的主班和配班教师填写。为

了保证评定结果的一致性 ,评定之前先对教师进

行了培训。每个幼儿得到两个分数 ,以两名教师

评定分数的平均分作为幼儿的动作评估结果。主

配班老师评定结果的相关 ,中班是 0191 , 大班是

0188。

21212 　动作抑制实验

该实验采用了停止信号任务。此任务是常用

来研究动作反应抑制的实验范式 ,基本做法是 ,要

求被试对靶刺激做按键反应。但其中的一些任

务 ,在靶刺激呈现后的某个不可预期的时间间隔

后会呈现一个停止信号 ,此时则要求被试不要对

靶刺激反应。实验有两种条件 ,一种是没有停止

信号时 ,靶刺激是蓝色的五角星 ,蓝色五角星随机

出现在屏幕的左右两侧。出现在左边被试用左手

按键 ,出现在右边 ,被试用右手按键 ,实验中用左

手和右手按键的机会相等。另一种是有停止信

号 ,停止信号是一个小红太阳 ,每次固定地出现在

屏幕中上方的位置。一旦出现停止信号 ,被试不

能再按键。实验对停止信号出现的时间进行了操

纵 ,一种是靶刺激出现 250 毫秒后跟随一个停止

信号 - 小红太阳 ,另一种是靶刺激出现 500 毫秒

后跟随一个停止信号 - 小红太阳。安排这样两个

时间的目的是 ,其一为了打破儿童对停止信号出

现时间的预期 ,其二是作为一个“边框”控制儿童

对靶刺激的反应速度。各种条件下的项目数分别

是 :无停止信号的为 60 个 ,250 毫秒后出现停止

信号的是 36 个 ,500 毫秒后出现停止信号的是 24

个。由于本实验的目的是考察动作抑制能力 ,我

们以出现停止信号条件时 ,被试不能抑制动作反

应 ,即在需要停止反应的条件下做出了反应作为

动作抑制水平的指标 ,错误率越高 ,表示动作抑制

水平越低。

实验实施使用 DMDX 系统 ,该系统刺激呈现

与记时精度均为 1 毫秒。实验中先是在一个灰色

背景的计算机屏幕左右两侧出现两个黑色直条作

为注视提示线索 ,呈现时间 500 毫秒 ,然后在两直

条之间的或左或右侧随机出现蓝色的五星 1000

毫秒。在 50 %有停止信号出现的项目中 ,停止信

号一出现 ,靶子刺激消失 ,靶刺激和停止信号呈现

时间之和也是 1000 毫秒。儿童必须在 2 秒之内

做出反应 ,否则算错。

实验是重复测量设计 ,即每个儿童都接受所

有的实验处理。在每个被试开始正式实验前 ,都

接受 20 个项目的练习 ,使其熟悉实验程序。计算

机自动记录下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在实验中

间 ,安排一次休息 ,实验后 ,每个儿童获得一个小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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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1 　《儿童动作评估检查表》调查结果

31111 　动作发展的内部结构

幼儿在该检查表中四个部分的平均得分如表

1 所示。从结果可见在儿童移动Π环境都变动的

情况下比儿童静止Π环境固定的情况下成绩差。
表 1 　四个部分的得分

儿童静止Π
环境固定

儿童移动Π
环境固定

儿童静止Π
环境变动

儿童移动Π
环境变动

11135 13195 1915 1917

对上述不同动作成分的差异进行 2 (儿童静

止与移动) ×2 (环境静止与移动) 的方差分析发

现 ,两个因素的主效应均显著 ( p < 010001) 。两个

因素的交互作用也显著 , F(1 ,39) = 24199 , p <

010001。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环境移

动条件下的动作水平均显著差与环境静止条件下

( p < 010001) 。在环境静止条件下 ,儿童移动时动

作水平显著低于儿童静止条件 ,在环境移动条件

下 ,儿童静止与儿童移动两种条件的动作水平没

有显著差异 (如图 1 所示) 。

图 1 　儿童、环境静止与移动条件下幼儿

动作发展水平比较 　

31112 　动作发展的年龄趋势

对儿童年龄与上述动作评估的 5 个方面的相

关分析发现 (如表 2 所示) ,儿童年龄与动作评估

的各个方面 ,以及评估的总分 (前 4 个部分之和)

的相关均显著 ,说明在 4～6 岁之间年龄是影响动

作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 ,其

动作发展水平逐步提高。有关的行为问题与动作

评估的三项得分相关显著 ,说明行为问题会影响

到儿童在某种条件下的动作行为表现。

表 2 　幼儿年龄与动作评估各个部分的相关

年龄
儿童静止Π
环境固定

儿童移动Π
环境固定

儿童静止Π
环境变动

儿童移动Π
环境变动

行为问题 变动

年龄 1

儿童静止Π环境固定 - 0156 33 1

儿童移动Π环境固定 - 0161 33 0180 33 1

儿童静止Π环境变动 - 0158 33 0176 33 0180 33 1

儿童移动Π环境变动 - 0159 33 0168 33 0179 33 0188 33 1

行为问题 - 0125 　 0166 33 0144 33 0142 33 0125 1

31113 　动作发展的性别差异比较

对性别与儿童静止、移动 ,环境静止、移动进

行 2 (男孩 ,女孩) ×2 (儿童静止与移动) ×2 (环境

静止与移动)的方差分析发现 ,性别的主效应不显

著 ,性别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性别与儿童

静止与移动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 ,38) = 7171 , p <

010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在儿童移动情况下 ,男

孩与女孩的动作发展水平得分没有显著性差异 ,

在儿童静止情况下 ,男孩的评分显著高于女孩 ( p

< 0101) ,说明在儿童静止条件下 ,男孩的动作发

展水平低于女孩 (如图 2 所示) 。

312 　动作抑制实验结果

31211 　动作抑制的年龄差异

首先计算了年龄与 250 毫秒和 500 毫秒停止

信号条件下的错误率的相关 ,结果发现 ,年龄与

图 2 　儿童静止、移动条件与性别的交互作用 　

250 毫秒停止信号条件下的错误率相关显著 , R =

- 0137 , p < 0105。说明年龄越大 ,在 250 毫秒停

止信号条件下 ,动作抑制能力越强。在 500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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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信号条件下 ,年龄与反应错误率相关不显著。

根据中班儿童的年龄范围是 4106～5105 岁 ,

大班的年龄范围是 5106～6108 岁 ,两个年龄段幼

儿在两种停止信号条件下的错误率见表 3。从表

3 的结果可见 ,在 250 毫秒停止信号条件下两个

年龄段的幼儿均有一定的动作反应抑制能力 ,在

500 毫秒停止信号条件下 ,两个年龄段幼儿的动

作反应抑制水平都显著降低。我们对中班和大班

幼儿的反应抑制能力 (停止信号条件下的反应错

误率)进行了 2 (年龄) ×2 (两种停止信号时间)方

差分析。结果发现年龄主效应显著 , F(1 ,30) =

9106 , p < 0101。说明年龄越大 ,动作反应抑制能

力越强。停止信号时间的主效应显著 , F(1 ,30) =

132195 , p < 01001。说明停止信号出现时间越晚 ,

动作反应抑制越困难 ,错误率越高。被试年龄和

停止信号时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表 3 　两种停止信号条件下不同年龄段

幼儿的反应错误率

250 毫秒 500 毫秒

4106～5105 岁 0130 0161

5106～6108 0113 0141

31212 　动作抑制的性别差异

以两种停止信号时间的错误率为因变量进行

2 (男孩 ,女孩) ×2 (250 毫秒 ,500 毫秒) 方差分析

发现 ,性别与两种停止信号时间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 ,性别主效应边缘显著 , F(1 ,30) = 3127 , p = 0108 ,

两种停止信号时间的主效应显著 , F(1 ,30) =

128159 , p < 010001。500 毫秒停止信号条件下儿

童的动作反应错误率显著高于 250 毫秒条件。

313 　动作发展与动作抑制之间的关系

对幼儿在两种停止信号条件下的动作反应错

误率与《儿童动作发展检查表》中四个部分的得分

进行了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 4。
表 4 　两种停止信号条件下幼儿动作反应

抑制错误率与动作评估各个部分的相关
儿童静止Π
环境固定

儿童移动Π
环境固定

儿童静止Π
环境变动

儿童移动Π
环境变动

行为
问题

250 毫秒 0140 3 0146 3 3 0144 3 0142 3 - 0102

500 毫秒 0127 0139 3 0143 3 0141 3 - 0108

　　从上述相关分析结果可见 ,动作反应抑制能

力与一般动作发展水平相关显著 ,与幼儿行为问

题的相关不显著。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教师评定法和即时实验法对 4～

6 岁幼儿的动作发展和动作抑制能力进行了考

察。结果发现 ,4～6 岁幼儿的动作水平随着年龄

增长而迅速发展 ;环境变动情况下的发展水平落

后于环境静止情况下的动作发展水平 ;4～6 岁幼

儿已有一定的动作反应抑制能力 ,这种能力随年

龄增长而逐步提高。

本研究揭示了儿童的动作发展水平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提高。提示我们在幼儿时期要重视对儿

童动作的培养。从动作发展的内部结构看 ,在环

境静止条件下的儿童动作普遍显著高于环境变动

条件 ,因此 ,除了培养幼儿在静止环境中的动作能

力 ,还要创造丰富的运动性的户外游戏 ,提供幼儿

在变动环境中发展运动技能的机会。这对于全面

发展幼儿的动作技能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还发现

在儿童静止情况下 ,女孩的动作发展水平显著高

于男孩的动作水平。这个结果说明 ,在 4～6 岁这

个年龄阶段 ,女孩在身体处于静止状态下的动作

水平高于男孩 ,这些动作包括手部精细动作、身体

姿势、平衡与对外部物体的控制 (如 ,系鞋带、扣皮

带、拉拉炼、扣钮扣 ,抛皮球或豆袋给另一移动中

儿童) ,而在环境变动情况下 ,男孩和女孩没有显

著差异。这可能是与男孩和女孩主要从事的活动

类型不同有关 ,男孩更多地参与奔跑、追逐、跳、

踢、投等全身大动作的活动 ,女孩则更多地从事手

工、写、画等精细动作和韵律性运动活动[8 ] ,从而

出现动作技能发展上的性别差异。

动作抑制能力是幼儿动作发展的重要方面 ,

也是大脑执行功能的重要方面 ,反映了额叶功能

的成熟程度。从实验结果看 ,在 4 岁到 6 岁之间 ,

幼儿的动作反应抑制能力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年龄

发展趋势 ,说明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已经有了一

定水平的动作反应抑制能力。但是 ,当停止信号

距离动作反应很近时 ,幼儿的动作抑制水平非常

低 ,在 500 毫秒条件下 ,幼儿的反应接近随机水

平 ,说明幼儿在需要立即停止动作情况下动作反

应抑制的水平还比较低 ,反映出这个年龄阶段的

幼儿额叶执行功能远未发展完善。Dimoska 等

人[9 ]运用 ERP 和停止信号任务考察 ADHD 儿童

动作抑制的神经机制发现 ,与控制组儿童相比 ,

ADHD 儿童的抑制水平低 ,额叶 N2 成分降低。这

个结果说明 ADHD 儿童动作抑制能力的缺失由特

定的神经功能缺陷导致。Overtoom 等人[10 ] 的研究

也发现 ADHD 儿童动作抑制水平低与特定的大脑

加工过程异常有关。王勇慧[11 ] 通过行为实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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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ADHD 儿童动作反应抑制效能低。这些研究

均说明动作抑制的发展水平与大脑的成熟状况和

反应机能有关 ,幼儿的神经系统正处于发展过程

中 ,可塑性很大 ,教育者可以通过适当的活动促进

幼儿动作反应抑制能力的发展 ,进而促进神经系

统的发育和成熟。

本研究还发现行为困难与动作发展的某些方

面存在显著相关 ,这提示我们在培养儿童各种动

作技能时 ,要重视帮助幼儿克服行为困难 ,如过于

活跃、胆怯等 ,否则这些行为困难将对动作水平的

提高起到不良的阻碍作用。

本研究由于样本的限制 ,研究结果向更大范

围推广时 ,还需要更大样本的检验。

5 　结论
(1)幼儿在自身与环境的静止或变动情况下 ,

动作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现象 ,当儿童自身静止

并处于静止的环境中时 ,动作发展水平显著高于

儿童自身移动和环境变动状态下的动作水平。

(2)幼儿的动作反应抑制能力存在明显的年

龄发展趋势 ,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 ,其动作反应抑

制能力增强。

(3)动作反应抑制能力与一般动作发展水平

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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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 development and inhibition in 4 - 6 year2old children

MEN G Xiang2zhi
1

(1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XIE Li2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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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eacher rating and stop2signal paradigm ,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motor development , motor inh2
ibi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in 4 - 6 year2old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tor under static and moving con2
dition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ldren of 4 - 6 years old. Motor inhibition ability was low but developed with age. Mo2
tor inhibition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general motor ability. The significance of motor development and the

mechanism of motor inhibition was discussed.

Key words :children ; motor development ; children’s motor checklist ; motor in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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