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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elf-regul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pupils of grade 1, 
grade 3, and grade 5 in a primary school were selected and their parents finished the tests of at-
tention focusing and inhibition control for them. And there was a one-year follow-up study with 
the same subjects and the same test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High-grade students demon-
strated higher attention focusing,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rades of students’ in-
hibition control; 2) Younger children’s inhibition control was better than attention focusing, but 
this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in grades 5-6; 3) The developmental stability of inhibition con-
trol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rade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rades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bility of attention focusing. Although inhibition control was rela-
tively stable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attention focusing presented an increasing tendency. 
Therefore, the cultivation and promotion of children’s self-regulation should be done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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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测查小学生自我调节的发展情况，采用家长评定问卷，对某小学一年级、三年级、五年级共240名学

生的注意集中和抑制控制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测试。结果发现：1) 高年级小学生的注意集中水平更高，

但抑制控制的年级差异不显著；2) 低年级小学生的抑制控制显著优于注意集中，但5-6年级小学生自我

调节维度间的差异不显著；3) 随着年级的升高，抑制控制的发展稳定性逐渐增强，但注意集中发展稳定

性的年级差异不显著。结论：尽管小学阶段，抑制控制的发展稳定性逐渐增强，但儿童的注意集中仍在

持续发展，可见儿童自我调节的培养与促进需及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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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的自我调节，主要体现为努力控制，即抑制优势反应并表现出非优势反应、计划以及觉察错误

的能力(Rothbart & Bates, 2006)。自我调节水平较高的儿童能够根据需要主动控制自己的注意、情绪和行

为，能够实现积极的社会适应。当前有关儿童自我调节发展特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童年早期，针对较大

年龄儿童的研究相对较少。 
童年早期是自我调节发展的关键时期(Wiebe, Sheffield, & Espy, 2012)，但在小学阶段，自我调节也具

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一方面，大脑执行网络结构的逐渐成熟为童年早期自我调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生

理基础(Rothbart, Sheese, Rueda, & Posner, 2011)，但也有研究发现执行网络结构在小学阶段持续发展

(Posner & Rothbart, 2000)；另一方面，幼儿园生活为童年早期自我调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环境条件

(Tominey & McClelland, 2011)，但小学阶段的课堂生活要比幼儿园生活更需要自我调节。Zhou 等(2007)
用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分析了 5~10 岁儿童注意集中、注意和行为坚持性的发展轨迹，结果发现儿童

注意集中的发展相对稳定，但注意和行为坚持性在一个亚组上表现出“由低到高”的发展轨迹(Zhou et al., 
2007)。相对于西方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国内小学的教育理念和学校氛围更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的自我调

节表现。为此，在国内教育背景下，小学生的自我调节水平可能会随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增强。 
此外，从发展稳定性的角度上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调节可能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

特征。首先，自我调节的早期表现能够显著预测后期表现，例如儿童在学步儿期的注意调节能够显著预

测他们 5 岁时的延迟满足(Sethi, Mischel, Aber, Shoda, & Rodriguez, 2000)，儿童在 22~45 个月时的努力控

制能够显著预测他们在 56 个月时的良心内化(Kochanska & Knaack, 2003)；其次，自我调节子成分间的相

关性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强，例如 Kochanska, Murray 和 Harlan (2000)研究发现，从 22 个月到 33 个月，

儿童自我调节维度间的相关性变强(Kochanska, Murray, & Harlan, 2000)。在小学阶段，随着年级的升高，

儿童自我调节的相对稳定性也可能会逐渐增强。 
为验证上述两个假设，笔者以我国小学生为被试，从两个方面来测查儿童自我调节的发展特点，一

是从个体发展角度，测查高年级小学生的自我调节水平是否显著优于低年级小学生，二是从年级间相关

性发展的角度，测查高年级间自我调节的相关性是否显著强于低年级间的相关性。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

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儿童自我调节发展的关键期问题，为儿童自我调节的促进和干预提供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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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研究设计 

采用横纵交叉设计，首先测试小学生在一年级、三年级、五年级时的自我调节表现，然后追踪一年

后他们在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时的自我调节表现。 

2.2. 被试 

选取山东省青州市某小学 280 名小学生为被试，并追踪他们一年后的表现。第一次、第二次测试均

参与的被试视为有效被试，共 240 人。其中：一年级(二年级)有效被试 86 名，平均年龄为 6.45 岁，标准

差为 0.38，男生 38 人，女生 48 人；三年级(四年级)有效被试共 94 人，平均年龄为 8.43 岁，标准差为 0.56，
男生 46 人，女生 48 人；五年级(六年级)有效被试共 60 人，平均年龄为 10.46 岁，标准差为 0.29，男生

27 人，女生 33 人。 

2.3. 工具 

《小学生自我调节的家长评定问卷》：是由家长来完成对小学生自我调节水平的评价，具体题目源

自 Rothbart 等人编制的儿童行为问卷(Child Behavioral Questionnaire)和童年中期气质问卷(Temperament in 
Middle Childhood Questionnaire)中的注意集中和抑制控制分问卷(Rothbart, Ahadi, Hershey, & Fisher, 2001; 
Simonds & Rothbart, 2004)。组合后的问卷共包含 42 个题目，其中注意集中包含 14 个题目，例如“听故

事的时候容易分心”、“有时会沉迷于一本图画书并长时间阅读它”；抑制控制包含 28 个题目，例如“谈

话时爱打断别人的话”、“容易发脾气”等。该问卷采用 5 点计分，“1 分”表示“从不”，“5 分”表

示“总是这样”。 
项目区分度分析发现，一个测试题目与测试总分之间的相关不显著，予以删除。剩余 41 个项目与测

试总分的相关系数在 0.146~0.962 之间，p 值均小于 0.05，分维度分数与测验总分的相关系数如下表 1。 
项目信度分析发现，注意集中、抑制控制和自我调节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3、0.89和0.92。 

3. 结果 

3.1. 小学生自我调节的发展趋势分析 

计算第一次和第二次测试数据的平均数，从横断研究的角度分析不同年级小学生自我调节的发展情

况，见图 1。 
 

 
Figure 1. The developmental tendency of children’s 
self-regul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图 1. 小学生自我调节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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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questionnaire 
表 1. 问卷维度间的相关性分析 

 注意集中 抑制控制 自我调节 

注意集中 1.00   

抑制控制 0.71*** 1.00  

自我调节 0.88*** 0.96*** 1.00 

注：自我调节表示测试问卷总分；“***”表示 p < 0.001。 
 

方差分析发现，注意集中的年级差异显著，F(2,209) = 4.01，p < 0.05。事后检验表明，5~6 年级小学生

的注意集中平均分(3.71 ± 0.56)显著高于 1~2 年级(3.44 ± 0.52)和 3~4 年级(3.51 ± 0.54)，p 值均小于 0.05。
抑制控制的年级差异不显著，F(2,235) = 1.01，p > 0.05。 

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1~2 年级小学生的抑制控制平均分(3.61 ± 0.49)显著高于注意集中平均分(3.44 
± 0.52)，t(73) = 3.70，p < 0.001，d = 0.61；3~4 年级小学生的抑制控制平均分(3.70 ± 0.45)显著高于注意集

中平均分(3.51 ± 0.54)，t(82) = 4.98，p < 0.001，d = 0.78；5~6 年级小学生的抑制控制得分(3.70 ± 0.45)与注

意控制得分(3.71 ± 0.56)差异不显著，t(53) = 0.90，p > 0.05。可见，在小学低年级，儿童的抑制控制要比

注意集中的起点高；在整个小学阶段，儿童的抑制控制要比注意控制的增长幅度小。 

3.2. 小学生自我调节发展的一致性分析 

3.2.1. 不同年级儿童自我调节的相关性分析 
为分析小学阶段儿童自我调节发展的相对稳定性，对两次测试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并进一步比较

相关系数的年级差异，若高年级间的相关系数显著高于低年级间的相关系数，则说明小学生自我调节发

展的稳定性逐渐增强，分析结果如下表 2。 
相关分析发现，一年前后两次测试中的注意集中、抑制控制和自我调节间的相关均极其显著，p 值

均小于 0.001。 
相关系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发现，五年级与六年级抑制控制平均分的相关系数显著高于一年级与二

年级(r(56) = 0.71, r(12) = 0.38, Z = 2.84)，也显著高于三年级与四年级(r(56) = 0.71, r(34) = 0.45, Z = 2.36)，单侧

检验 Z(0.01) = 2.33，即 p 值均小于 0.01；五年级与六年级自我调节平均分的相关系数显著高于一年级与二

年级(r(56) = 0.75, r(12) = 0.41, Z = 2.89)，也显著高于三年级与四年级(r(56) = 0.75, r(34) = 0.54, Z = 2.06)，单侧

检验 Z(0.01) = 2.33，Z(0.05) = 1.64，即 p 值分别小于 0.01 和 0.05。而注意集中平均分的相关系数在三个年龄

段上差异均不显著。可见，随着年级的升高，年级间抑制控制和自我调节的相关系数逐渐增大，相对稳

定性逐渐增强。 

3.2.2. 不同年级儿童自我调节的变化分析 
为了解不同时间点小学生自我调节在班级同学中的排名变化情况，以班级为单位，将小学生的注意

集中、抑制控制和自我调节的原始得分转化为标准分(平均数为 0，标准差为 1)。以平均数加减 0.5 个标

准差为基准，计算一年前后小学生自我调节标准分的极端变化情况，其中，“上升变化”是指“第一次

测试标准分低于−0.5，第二次测试标准分高于 0.5”；“下降变化”是指“第一次测试标准分高于 0.5，
第二次测试标准分低于−0.5”。变化情况见下表 3。 

在正态分布中，从−0.5 s 到 0.5 s 的全距包括 38.29%的个案。标准分由“低于−0.5”变为“高于 0.5”
相当于从“班级后 30.86%”变为“班级前 30.86%”，标准分由“高于 0.5”变为“低于−0.5”相当于从

“班级前 30.86%”变为“班级后 30.86%”，这两种变化被看作为极端变化。由上表可见，1~2 年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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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hildren’s self-regu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表 2. 不同年级间儿童自我调节的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 

 一年级与二年级 三年级与四年级 五年级与六年级 

注意集中 0.47*** 0.63*** 0.65*** 

抑制控制 0.38*** 0.45*** 0.71*** 

自我调节 0.41*** 0.54*** 0.75*** 
注： “***”表示 p < 0.001。 
 
Table 3. The analysis of changes of children’s self regu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表 3. 不同年级间儿童自我调节的变化性分析 

  1~2 年级 
(共 86 人) 

3~4 年级 
(共 94 人) 

5~6 年级 
(共 60 人) 

注意集中 

标准分由“低于−0.5” 
变为“高于 0.5” 

4 (4.7%) 5 (5.3%) 2 (3.3%) 

标准分由“高于 0.5” 
变为“低于−0.5” 

4 (4.7%) 3 (3.2%) 2 (3.3%) 

抑制控制 

标准分由“低于−0.5” 
变为“高于 0.5” 

3 (3.5%) 5 (5.3%) 1 (1.7%) 

标准分由“高于 0.5” 
变为“低于−0.5” 

3 (3.5%) 1 (1.1%) 1 (1.7%) 

自我调节 

标准分由“低于−0.5” 
变为“高于 0.5” 

4 (4.7%) 3 (3.2%) 0 

标准分由“高于 0.5” 
变为“低于−0.5” 

1 (1.2%) 1 (1.1%) 1 (1.7%) 

 
年级和 5~6 年级小学生在间隔一年的两次测试中，注意集中、抑制控制和自我调节标准分极端变化的人

数百分比较小，最高值仅为 5.3%。 

4. 讨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自我调节由依赖外部的、他人的调节逐渐转向依赖内部的、自我的调节

(Bernier, Carlson, & Whipple, 2010)，这一过渡在小学阶段持续进行。有研究发现，约 50%的学前儿童没

有做好入学准备，其中自我调节问题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注意控制能力较差，难以服从指导等问题

(Rimm-Kaufman, Pianta, & Cox, 2000)。在教育主体形式转变为学校课堂后，儿童需要不断提高自我调节

水平以适应学校环境。 
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Posner & Rothbart, 1998; Zhou et al., 2007)，笔者以我国小学生为被试分析了儿

童自我调节的发展趋势，结果发现小学阶段儿童的注意集中持续发展，这与国外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

能是因为国内的小学教育更鼓励儿童在课堂上的自我调节。学龄期儿童所接受的教育任务往往涉及注意

集中和维持、任务间的注意转移等要求，这将会促进儿童注意控制的发展，并且儿童所接受的这类教育

任务越多对注意控制的促进作用越强。但笔者并未发现小学阶段儿童抑制控制的持续发展，这可能是因

为抑制控制的成熟时间相对较早。数据分析也发现，低年级小学生的抑制控制要优于注意集中，但高年

级小学生的抑制控制与注意集中差异不显著，也就是说，小学阶段儿童的抑制控制要比注意集中的起点

高、增长幅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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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稳定性上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自我调节发展的相对稳定性会逐渐增强。国外研究发现

从学步儿期到幼儿期乃至小学初期(6 岁以前)，儿童自我调节的发展相对稳定(Kochanska, Murray, & Coy, 
1997)。在此基础上，笔者以我国小学生为被试(6.5~10.5 岁)，对不同年级间自我调节的相关性进行了差

异分析，结果发现随着年级的增长，抑制控制发展的相对稳定性逐渐增强、变异性逐渐减弱，即小学阶

段抑制控制逐渐成为一个更为稳定的特征。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年级间小学生自我调节的班级排名波

动较小。 
综上，笔者从个体发展的角度和年级间相关性发展的角度测查了我国小学生自我调节的发展情况，

是对自我调节发展关键期问题的验证与延伸。在小学阶段，注意集中持续发展，但抑制控制逐渐成为一

个更为稳定的特征。可见，自我调节的培养与促进应及早进行。一方面，高水平的自我调节有助于儿童

积极的社会适应(Matthews, Ponitz, & Morrison, 2009)；另一方面，年龄越小，儿童自我调节的相对稳定性

越弱、变异性越大，可塑性也就越强，例如 Rueda 等人(2005)的执行控制训练研究发现，训练后高年龄

组儿童的执行控制提升幅度要明显小于低年龄组(Rueda, Rothbart, McCandliss, & Posner, 2005)。 
研究的局限在于，对儿童自我调节水平的测查仅采用家长评价，测查方式单一。尽管问卷的区分度

和信度较为理想，能够反应小学生的自我调节水平，但将来可结合个别测试、同伴提名、教师评价、模

拟情景等多主体、多途径的测量方式进一步测查验证。 

5. 结论 

1) 在小学阶段，儿童的注意集中持续发展。 
2) 在小学阶段，儿童的抑制控制要比注意集中的起点高、增长幅度小。 
3) 随着年级的升高，小学生抑制控制发展的相对稳定性逐渐增强、变异性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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