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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通过对 100 名幼儿进行气质类型和粗大动作发展水平测试袁 探讨 3~6 岁

幼儿的气质类型与粗大动作发展特征及其相互关系遥 结果院渊1冤气质偏积极型的幼

儿在粗大动作发展较好水平组的分布率较高袁 气质偏消极型的幼儿在粗大动作发

展较差水平组的发生率较高曰渊2冤 两种气质类型幼儿在操作动作得分中存在差异袁
气质偏积极型幼儿的操作动作得分高于气质偏消极型的幼儿曰渊3冤幼儿气质维度得

分与粗大动作得分之间存在相关性袁且此相关性在男尧女幼儿中有显著性差异遥 结

论院渊1冤气质偏积极型幼儿的操作动作发展好于气质偏消极型的幼儿曰渊2冤幼儿气质

维度与粗大动作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相关性袁且此相关关系具有性别差异遥
关键词院 幼儿曰气质类型曰粗大动作发展曰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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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test of temperament type and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level of one hundred

children,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

temperament types among children aged 3-6. Results: (1) Children with positive temperament had a

higher incidence in the group with better development of gross movements, while children with neg-

ative temperament had a higher incidence in the group with poorer development of gross move-

ments. (2)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emperament types of children in the object con-

trol motor scores. The children with positive temperament scored higher in object control motor skill

than the children with negative temperament. (3) There was a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s temper-

ament dimension score and gross motor score. And such corre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

tween boys and girls. Conclusion: (1)The object control motor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with posi-

tive temperament is better than those with negative temperament. (2)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s temperament dimension and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and the correlation is gender-spe-

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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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是个体的基本功能袁 在个体的生存与发展

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遥 我国最新颁布的叶3-6 岁儿童

学习和发展指南曳 强调了动作发展在整个生命周期

中的重要性遥研究表明袁粗大动作技能对幼儿整个生

命周期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遥 早期的粗大动作发展

不仅有利于儿童形成正确的动作技能 [2]袁提高其身

体活动水平及改变久坐式不良生活方式 [3]袁而且有

助于幼儿自我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发展 [4-5]袁对其

今后学习表现[6]尧同伴交流 [7]及社会适应 [8-9]等方面也

有重要的意义遥普遍的观点认为袁幼儿的粗大动作发

展与其社会情感发展有密切关系[10-11]遥气质作为幼儿

社会情感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袁与其学术成绩 [12]尧社
会能力 [13]以及行为结果 [14]等方面均紧密相关遥 由于

气质是先天的尧稳定的 [15]袁且幼儿气质的形成早于粗

大动作的发展袁 因而其气质类型可能会对粗大动作

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遥 例如袁研究表明袁幼儿的气

99



Sport Science Research

质特点与其体格发育有关袁气质偏积极型幼儿身高尧
体重高于平均值的比率超过气质偏消极型的幼儿 [16]遥
国外研究也表明袁 尽管运动干预能够提高学龄前儿

童的基本运动技能 渊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袁
FMS冤袁 但接受相同干预的幼儿在 FMS 发展中的水

平仍然不同袁 并认为这可能与幼儿的气质类型不同

有关[17]遥还有研究指出袁幼儿的气质能够不同程度地

预测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袁 即具有较高专注性和反

应性水平的幼儿自我控制水平也高 [18]袁故幼儿的气

质类型可能是影响其自我控制水平和动作学习的一

个重要潜在因素遥因此袁本研究通过同步测量幼儿的

气质类型与粗大动作发展水平袁 探索不同气质类型

幼儿粗大动作发展的特点及其二者的相关性袁 为促

进 3~6 岁幼儿粗大动作发展研究提供启发和参考遥

随机选取苏州大学附属幼儿园中班和大班幼儿

100 名袁 发放幼儿气质评定表袁 回收有效评定表 89

份袁随后对 89 名幼儿进行粗大动作测试袁剔除有生

理疾患尧发育异常者以及未能完成测试者 8 人袁获得

有效样本 81 份袁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受试者基本信息渊X依SD冤

采用由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和切斯设计的幼儿

气质评定量表渊Parent Temperament Questionnair袁PTQ冤
对幼儿的气质类型进行评定遥 此量表经过我国学者的

信度和效度检验[19]袁目前成为我国测查 3~7 岁幼儿气

质类型的常用工具遥 该量表共 72 道题袁采用 7 点计分

法袁由幼儿家长根据幼儿近一年的表现进行评定遥 量

表共包含了活动水平尧规律性尧趋避性尧适应度尧反应

强度尧情绪本质尧坚持度尧注意分散度及反应阈 9 个气

质维度袁根据量表中各气质维度得分将幼儿气质类型

分为 5 类遥 参考前人研究袁本文将幼儿气质类型划分

为气质偏积极型渊中间偏易养型尧易养型冤和气质偏消

极型渊难养型尧启动缓慢型尧中间偏难养型冤两类[20]遥

采用粗大动作发展测试量表渊Test of Gross Mo-

tor Development袁TGMD-2冤 对幼儿的粗大动作进行

测试袁 该量表是目前评价幼儿粗大动作发展最为广

泛的工具之一袁 测试内容包含位移动作和操作动作

两个子测评 [21]遥 位移动作技能包括跑尧前滑步尧单脚

跳尧侧滑步尧立定跳远尧跨跳步 6 项曰操作动作技能

包括击固定球尧原地拍球尧双手接球尧踢球尧上手投

球尧 地滚球 6 项遥 我国有学者对其进行了信效度检

验袁结果表明 TGMD-2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22]遥参
考前人研究袁 将非常优秀和优秀者认定为粗大动作

发展较好水平组渊Good袁G 组冤袁将高于平均尧平均及

低于平均者认定为粗大动作发展一般水平组渊Aver-

age袁A 组冤袁将差和非常差者认定为粗大动作发展较

差水平组渊Poor袁P 组冤[23]遥

应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袁以卡方检

验比较幼儿气质类型及粗大动作发展的分布情况

渊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冤袁以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幼儿

气质维度得分及粗大动作得分差异袁以 Pearson 相关

分析法比较幼儿气质维度得分与粗大动作发展水平

的关系袁P＜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气质类型幼儿的分布情

况袁结果如表 2 所示遥 在 81 名受试者中袁气质偏积极

型的幼儿共 36 人袁男尧女各 18 人曰气质偏消极型的幼

儿共 45 人袁男尧女分别为 22 人和 23 人曰男尧女幼儿在

不同气质类型中的分布率约为 50%遥 可见袁幼儿的气

质类型分布无显著的性别差异渊字2=0.10袁P=0.55冤遥
表 2 幼儿气质类型分布情况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不同性别幼儿的气质

维度得分袁结果如表 3 所示遥 男尧女幼儿在活动水平

渊P＜ 0.05冤和反应阈渊P＜ 0.05冤两个气质维度上的得

分有明显差异袁 男幼儿的活动水平和反应阈得分显

著高于女幼儿得分遥

采用卡方检验比较幼儿粗大动作发展的分布情

性别 年龄 / 岁 身高 /cm 体重 /kg

男渊N=40冤 5.11依0.71 113.41依8.03 19.50依3.77

女渊N=41冤 5.07依0.65 114.32依6.18 20.02依3.68

气质类型
男 女 字2 P

N % N %

气质偏积极型 18 50.0 18 50.0
0.10 0.55

气质偏消极型 22 48.9 23 51.1

3~6 岁幼儿气质类型与粗大动作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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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性别幼儿各气质维度得分差异性比较渊X依SD冤

注院* 表示男女得分差异具有显著性袁P＜ 0.05

况袁结果见表 4遥 在 81 名幼儿中袁G 组共 8 人袁其中

男生 4 人袁女生 4 人袁男女分布率均为 50%曰A 组共

65 人袁其中男生 33 人袁女生 32 人袁男女分布率分别

为 50.8%和 49.2%曰P 组共 8 人袁其中男生 3 人袁女生

5 人袁男女分布率分别为 37.5%和 62.5%遥由此可知袁
粗大动作发展水平处于 A 组的幼儿较多袁且幼儿的

粗大动作发展无明显的性别差异遥
表 4 幼儿粗大动作发展水平分布情况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不同性别幼儿的粗大

动作得分袁结果如表 5 所示遥 男尧女幼儿的移动动作得

分尧操作动作得分以及粗大动作总分均无显著性差异遥
表 5 幼儿粗大动作得分比较渊X依SD冤

采用卡方检验比较 3 组不同粗大动作发展水平

幼儿的气质类型分布情况袁结果见表 6遥 在 P 组中袁
气质偏消极型的幼儿占 100%渊字2=7.73袁P＜ 0.05冤袁但
由于样本量较小袁此结果代表性不强曰在 G 组中袁气
质偏消极型的幼儿占 37.5%袁 气质偏积极型的幼儿

占 62.5%遥 可见袁气质偏积极型幼儿的粗大动作发展

一般处于较好水平袁 而气质偏消极型幼儿的粗大动

作发展更多处于较差水平遥
表 6 不同气质类型幼儿的粗大动作发展水平分布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不同气质类型幼儿的

粗大动作得分袁结果如表 7 所示遥两种气质类型幼儿

的移动动作得分和粗大动作总分均无显著性差异曰
但两种气质类型幼儿的操作动作得分存在显著性差

异袁 气质偏积极型幼儿的操作动作得分高于气质偏

消极型气质的幼儿渊P＜ 0.05冤遥
表 7 不同气质类型幼儿的粗大动作得分比较渊X依SD冤

注院*表示不同气质类型幼儿动作得分差异具有显著性袁P＜0.05

分别以幼儿的气质维度为自变量尧 粗大动作得

分为因变量袁 进行无性别和有性别比较的相关性分

析遥 如表 8 所示袁 幼儿移动动作得分与其活动水平

渊r=0.34袁P＜0.05冤和坚持度渊r=0.31袁P＜0.05冤气质维

度得分呈低度正相关曰幼儿操作动作得分与其反应强

度渊r=-0.34袁P＜ 0.05冤和情绪本质渊r=-0.35袁P＜ 0.05冤
气质维度得分呈中度负相关曰 幼儿粗大动作总分与

活动水平渊r=0.19袁P＜0.05冤和坚持度渊r=0.32袁P＜0.05冤
气质维度得分也呈低度正相关遥

如表 9 所示袁进行性别间比较发现袁男幼儿的移

动动作得分与其活动水平渊r=0.25袁P＜ 0.05冤尧坚持度

渊r=0.39袁P＜ 0.05冤气质维度得分的相关性有显著性意

义曰 女幼儿的移动动作得分与其活动水平渊r=0.26袁
P＜0.05冤尧趋避性渊r=0.44袁P＜0.05冤尧反应阈渊r=-0.48袁
P＜ 0.05冤气质维度得分的相关性有显著性意义遥 而

操作动作得分与其反应强度渊r=-0.43袁P＜ 0.05冤及情

绪本质渊r=-0.43袁P＜ 0.05冤气质维度得分的相关性仅

在女幼儿中有显著性意义遥

粗大动作

发展水平

男 女 字2 P
N % N %

G 组 4 50.0 4 50.0

0.50 0.78A 组 33 50.8 32 49.2

P 组 3 37.5 5 62.5

动作得分 男 女

移动动作得分 18.77依3.54 19.97依2.75
操作动作得分 18.45依3.38 17.78依2.56
粗大动作总分 37.22依6.34 37.75依4.56

粗大动作水平
男 女 字2 P

N % N %

G 组 5 62.5 3 37.5

7.73 0.02*A 组 31 47.7 34 52.3

P 组 0 0.0 8 100.0

动作得分 气质偏积极型 气质偏消极型

移动动作得分 19.73依2.65 18.91依3.75

操作动作得分 19.66依2.22 17.72依3.66*

粗大动作总分 39.40依4.25 36.63依6.54

气质维度 男 女

活动水平 3.87依0.82 3.44依0.87*

规律性 4.51依0.83 4.46依0.89
趋避性 4.85依0.92 4.70依0.85
适应度 5.03依0.59 4.92依0.74

反应强度 3.62依0.75 3.70依0.85
情绪本质 4.98依0.68 4.96依0.73
坚持度 3.93依0.57 4.15依1.21

注意分散度 4.52依0.75 4.48依0.83
反应阈 3.53依0.74 3.07依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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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幼儿气质维度与粗大动作发展得分的相关性

注院* 表示相关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袁P＜ 0.05

表 9 不同性别幼儿气质维度与粗大动作发展得分

的相关性

注院* 表示相关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袁P＜ 0.05

气质与个性不同袁个性通常被定义为思想尧情感

和行为的统一模式袁通常被认为范围更广袁其包括了

思想尧技能尧价值观尧防御尧道德尧信念以及社会认知

等方面遥而气质是指从出生起就出现的个体差异袁代
表的是个性中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情感尧 活动及注意

力等核心问题 [24]遥 由于幼儿的气质在学龄前时期仍

处于发育阶段袁故气质维度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 [25]遥

本研究发现袁男幼儿活动水平和反应阈等气质

维度得分均高于女幼儿袁 此结果与著名心理学家

Thomas 的理论相符遥 Thomas 认为袁即使在婴儿期袁
男幼儿的运动活动水平也比女幼儿高袁且性别差异

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逐渐增加 [26]遥 本研究还发现袁
男女幼儿的情绪维度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遥 Olino 的

研究与之不同袁其研究认为女孩的活动水平低于男

孩袁且女孩更容易表现出较低的消极情绪 [27]遥 造成

此差异性的原因可能和幼儿的年龄特点有关袁研究

表明袁幼儿的情绪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会逐渐发展

完善 [28]袁因而在幼儿时期袁男女幼儿的情绪维度差

异并不明显遥 另外袁本研究结果显示袁处于不同动作

发展水平的幼儿不存在性别差异遥 戴雯等人得到相

同的研究结论袁认为学龄前儿童身体移动能力和物

体控制能力在各个年龄段都未发现明显的性别差

异 [29]遥 然而袁国外学者研究表明袁5 岁日本儿童的粗

大动作发展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袁女孩移动技能更

好袁而男孩目标控制技能更好 [30]遥 另一项研究也指

出袁缅甸幼儿在跑和前跨跳等移动技能和除双手接

球之外的目标控制技能中存在性别差异 [31]袁此差异

性可能与不同国家和种族的先天遗传尧文化背景及

教育方式有关遥
此外袁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袁气质偏积极型幼儿

的粗大动作发展一般处于较好水平袁 而气质偏消极

型幼儿的粗大动作发展多处于较差水平遥 这提示幼

儿气质类型可能与粗大动作发展之间有所关联遥 与

本研究相似袁张宁等研究也表明袁气质偏积极型幼儿

体格发育要好于气质偏消极型幼儿[16]遥 这是因为袁气
质偏积极型的幼儿积极向上尧兴奋性强尧唤起水平

高 [32]袁能积极接受新鲜事物袁参与和接受锻炼的机会

也随之增加遥 而气质偏消极型的幼儿恰好相反袁其接

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低袁更容易受挫或愤怒袁甚至可

能不会完全参与测试袁 进而影响其粗大动作测试成

绩遥 此结果也解释了不同气质的幼儿在不同运动项

目中产生差异的原因遥 这对幼儿教育工作者尧家长及

体育活动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的启示遥 在教学过程

中袁 幼儿教育工作者可先筛选出气质偏消极型的幼

儿袁并针对此类幼儿开展趣味的体育运动干预袁有助

于提高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遥 同时袁对于这些容易

受挫或表达消极态度的幼儿袁 幼儿教育工作者应给

与更多关注与鼓励袁培养其接受锻炼的机会袁从而进

一步提升其粗大动作技能水平遥 除此之外袁由于幼儿

身体移动能力与物体控制能力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

互制约[29]袁 因而在幼儿粗大动作的快速发展时期袁家
长及幼儿教育工作者也应重视幼儿移动动作与操作

动作的均衡发展遥

气质维度

男 女

移动动

作得分

操作动

作得分

粗大动

作总分

移动动

作得分

操作动

作得分

粗大动

作总分

活动水平 0.25* 0.14 0.21 0.26* 0.18 0.34*

规律性 -0.20 -0.16 -0.19 0.13 -0.31 0.13

趋避性 0.17 0.39 0.30 0.44* 0.43 0.53

适应度 0.05 0.06 -0.06 0.31 -0.20 0.05

反应强度 -0.14 -0.30 -0.24 -0.08 -0.43* -0.23

情绪本质 -0.10 -0.31 -0.22 -0.04 -0.43* -0.30

坚持度 0.39* 0.36 0.41* 0.21 0.03 0.14

注意分散度 -0.15 0.06 -0.05 -0.03 -0.36 -0.25

反应阈 0.05 0.07 0.06 -0.48* -0.12 -0.35

气质维度 移动动作得分 操作动作得分 粗大动作总分

活动水平 0.34* 0.01 0.19*

规律性 -0.06 -0.22 -0.16

趋避性 0.04 -0.07 -0.16

适应度 0.07 -0.11 -0.02

反应强度 -0.10 -0.34* -0.24

情绪本质 -0.03 -0.35* -0.21

坚持度 0.31* 0.24 0.32*

注意分散度 -0.10 -0.09 -0.11

反应阈 -0.19 0.02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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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部分研究结果来看袁幼儿的活动水平和坚持度

气质维度与其粗大动作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袁这进一步

证明幼儿的活动水平和坚持度气质维度一定程度上

能够预测其粗大动作发展遥此结果验证了前人的研究

结论袁一般而言袁活动水平较低幼儿的运动技能发展

也处于较差水平 [33]袁而有规律性尧坚持度高的幼儿则

更容易达到更高的粗大动作发展水平[32]遥 自我控制水

平作为认知和动作能力之间的调节者袁是解释粗大动

作技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34]遥研究表明袁幼儿对事物

的持久力能够影响其自我控制水平[18]袁而自我控制能力

对于协调身体各部分来执行复杂的动作技能是至关

重要的[35]遥 例如袁在学习击固定球等任意新技能时袁具
有更高自我控制能力的幼儿可以通过协调躯干与上

肢旋转来更好地控制身体袁同时能够集中注意力来精

确击球遥 另一方面袁具有较高控制水平的幼儿不太可

能被击固定球任务以外的其他因素渊例如噪音冤分散

注意力袁并且能够仅专注于手头任务的需求遥
另一研究结果显示袁 幼儿的反应强度和情绪本质

两个气质维度与其粗大动作发展呈负相关关系袁说明幼

儿的反应强度和情绪本质两个气质维度能够负向预测

其粗大动作发展能力袁此结果与 Piek等人[11]的研究相似袁
其研究认为患有情绪障碍的幼儿更容易出现运动障碍袁
且其平衡能力及自我感知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36]遥 有

研究指出袁幼儿在遇到新环境的反应程度及个体情绪表

达的强烈程度越高袁其自我控制水平越低遥 这符合幼儿

自身的实际情况袁幼儿的反应性大尧情绪表达强烈容易

直接导致其多动行为出现袁也说明幼儿具有较低的控制

能力[18]遥 Atsuko 在另一篇研究中指出袁控制力水平较低

的幼儿表现出更差的运动协调性[37]遥 研究结果还指出袁
幼儿粗大动作发展与气质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存在性别

差异袁且女幼儿粗大动作发展与情绪本质气质维度的相

关性更为显著遥 这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袁与男幼儿相

比袁女幼儿的情绪控制能力较差袁且更容易表现出消极

情绪[27]袁进一步解释了产生此差异性的原因遥 由于不同

气质类型的幼儿在粗大动作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

性别差异袁因此袁今后幼儿园在开展体育游戏教学过程

中袁应尽可能为不同性别的幼儿创设不同的情境氛围和

难度要求袁以更好地促进其粗大动作发展遥

两种气质类型幼儿的操作动作发展明显不同袁
气质偏积极型幼儿的操作动作发展好于气质偏消极

型的幼儿遥 建议幼儿教育工作者给予此类幼儿更多

的关注与鼓励袁培养其接受锻炼的兴趣袁从而进一步

提升其粗大动作技能水平遥
幼儿气质维度与粗大动作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相关

性袁且此相关关系在不同性别的幼儿中存在差异遥建议

幼儿园今后在开展体育游戏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为各

类学习者创设不同的情境氛围和难度要求袁 以更好地

促进不同气质类型尧性别幼儿的粗大动作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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