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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是体育运动领域常见的干预策略，以往研究更多关注音乐在竞技运动中的功效，较少关注音乐干预

与运动类型的匹配关系。基于以往研究经验，研究探讨了幼儿群体中音乐特质与运动类型的匹配关系。

以64名大班幼儿为研究对象，采用2 × 2混合实验设计，实验1考察了音乐类型与音乐节奏对幼儿精细类
任务的影响，实验2考察了音乐类型与音乐节奏对幼儿粗放类任务的影响。结果发现，激励型快节奏音

乐更有利于幼儿粗放类技能表现，但在精细类任务中快节奏音乐均有利于幼儿的技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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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ic is a common intervention strategy in the field of sports.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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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fficacy of music in competitive sports and less on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intervention and sports type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experience, the study explored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traits and exercise types in the young children group. Using 
64 large class childre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 2 × 2 mixed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adopted. 
Experiment 1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music type and rhythm on fine tasks of young children, 
while Experiment 2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music type and rhythm on rough tasks of young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tivational fast-paced music was more conducive to children’s 
extensive skill performance, but fast-paced music was also beneficial for children’s skill perfor-
mance in fine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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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音乐是体育运动中重要的一种辅助手段。长期运动实践表明，音乐以其独特的音质、节奏、旋律等

特质，在增强运动的感染力，提高运动表现，消除运动疲劳等诸多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音

乐干预已经成为体育运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运动领域音乐干预研究广泛应用于各类运动项目，如跑步、皮划艇、游泳、橄榄球等[1] [2] [3] [4]。

结果发现，音乐干预对运动员的运动表现都具有促进作用。音乐在体育运动领域中的应用，不仅仅局限

于竞技运动，还包括大众健身，如体育锻炼、运动损伤后的康复等。对大众健身领域的研究也表明，音

乐干预能影响个体的运动频率、坚韧性等，并提高个体的运动表现[5] [6] [7]。总之，音乐干预的作用效

果在不同运动项目之间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在不同特质音乐的作用功效方面，大多数研究者依据音乐节奏的特点将其分为同步性音乐和异

步性音乐。前人研究发现，同步性音乐能通过节奏的影响，进而提高人体的运动表现[8] [9]。Rendi
等(2008)对异步性音乐的研究则发现，在短时间和高强度的运动中，个体更倾向于快节奏和激励型音

乐[2]。也有研究者对两者之间的差异作了进一步的探索，结果发现，与异步性音乐相比，同步性音

乐对个体的作用效果更佳[5] [10]。另外，对不同类型音乐的研究发现，音乐类型的不同也会造成个

体运动表现的差异。如杨三峡等(2013)指出，与镇静性音乐相比，刺激性音乐更能促进个体的运动表

现[11]。 
体育运动领域音乐干预研究的开展已经较为成熟。然而通过梳理发现，以往相关研究选取的对象主

要集中于成年人，而对幼儿的相关探索偏少。幼儿期是个体发育的关键期，适当的运动能促进幼儿各项

素质的发展。同时，幼儿天性活泼，对音乐的反应较为敏感。那么是否能通过音乐影响幼儿的运动技能

表现？以及幼儿在不同特质的音乐中的运动技能表现又具有怎样的特征？赵伟等(2018)探讨了音乐速度

对幼儿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慢速音乐能促进幼儿低强度体力活动，中速或快速音乐对幼儿

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的作用效果更佳[12]。然而该研究仅探究了音乐速度对幼儿的影响，并未考虑音乐类型

(抒情式与非抒情式)造成的差异。在体育运动领域，音乐类型能够影响个体的运动表现。因此，有必要深

入探究不同音乐类型对幼儿动作表现作用效果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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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相关研究在运动项目的选择上更倾向于粗放类运动(如跑步、游泳等)，而较少探究音乐干预对精

细类运动项目(如钉板试验)的影响。Marta 等(2018)研究发现，音乐训练能提高儿童手眼协调能力，进而

促进精细类任务表现[13]。音乐干预对于精细类运动项目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功效。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

采用 2 个实验探究不同特质音乐对幼儿动作技能表现的影响。实验 1 考察不同特质音乐对幼儿精细类运

动的影响。实验 2 考察不同特质音乐对幼儿粗放类运动的影响。 
从注意资源理论的角度来看，任务过程中音乐会占用个体的注意资源，进而影响到运动表现。尤其

是对于精细类运动项目来说，个体需要专注于任务操作。在此情景下，音乐可能会对个体的专注度产生

影响，反而会降低个体的运动表现。因此，相对于慢节奏的音乐来说，快节奏音乐的干扰作用可能更加

明显，不利于幼儿的表现。从情绪唤醒理论的角度而言，相对于抒情式音乐来说，激励式音乐更能提高

个体的生理唤醒水平，有利于降低主观疲劳感。因而，在高强度运动中激励式音乐的作用效果更佳。基

于以上观点，本研究提出假设：(1) 抒情式慢节奏音乐更有利于幼儿在精细类运动中的表现；(2) 激励式

快节奏音乐更有利于幼儿在粗放类运动中的表现。 

2. 研究方法 

2.1. 实验对象 

根据研究内容，选取青岛市 1 所幼儿园大班学生，在家长知情同意并考虑学生实际后，选取幼儿 64
名(男生 38 人，女生 26 人)，被试年龄范围在 5~6 岁之间(M = 5.37, SD = 1.823)。经智力和体质健康初步

筛选发现，所有幼儿均无异常表现。 

2.2. 实验设计 

采用 2 × 2 混合实验设计。音乐节奏(慢、快节奏)作为组内变量；音乐类型(抒情式和激励式)作为组

间变量。为减少实验误差，组内变量使用平衡设计。即根据实验差异将被试分为均等 2 组，按照激励式

慢节奏、激励式快节奏、抒情式快节奏、抒情式慢节奏的顺序依次进行播放音乐，同质音乐采用了随机

播放模式。 

2.3. 实验材料 

实验 1 钉板试验中的材料主要包括 16 套普渡钉板材料，按照标准进行记分[14]；不同特质的音乐各

4 首，共计 16 首(见表 1)。其中快节奏选择标准为 100~140 拍/min，慢节奏音乐标准为 60~80 拍/min；安

静的幼儿园室内活动场地。实验 2 的游戏活动中的材料则包含 16 个小米腕带手环，并记录基本活动时间

的心率变化[15]。为消除熟练度的影响，游戏活动以幼儿园常见类型为主，整个活动时长为 35 min，除

热身和结束部分外，基本活动时间为 20 min；不同特质的音乐各 4 首，共计 16 首(同上)；宽敞的幼儿园

户外活动场地。其他实验材料还包括音响 1 个，笔记本 1 台。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 
表 1. 不同特质音乐统计表 

音乐类型 节奏 项目 

激励式音乐 

慢 《让世界因我而美丽》《拔萝卜》《粉刷匠》《读书郎》 

快 《加油鸭》《卡路里》《健康歌》《劳动最光荣》 

抒情式音乐 

慢 《虫儿飞》《金色童年》《你笑起来真好看》《我们的田野》 

快 《亲亲小兔子》《春晓》《种阳光》《采蘑菇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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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验流程 

实验 1 是探究音乐干预对幼儿精细动作表现的影响。选取一组幼儿，在室内开展钉板试验测试。实

验前向幼儿进行简单的指导教学，主要是如何操作钉板试验教具，以及计分标准等。4 次指导练习后，

要求幼儿在不同节奏的激励式音乐中进行 2 次钉板试验测试，并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测试成绩并用于实

验分析。然后另选一组幼儿在不同节奏抒情式音乐中也进行 2 次钉板试验测试，同样记录测试成绩用于

实验分析。实验 2 是探究音乐干预对幼儿粗大动作表现的影响。其操作与实验 1 大致相同，先进行任务

讲解，然后进行游戏活动，并记录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心率变化。与前者不同的是，实验前需要记录幼

儿的基础心率，同时游戏过程中仅记录基本活动中的心率指标，每 4 分钟记录一次(包括基础心率共计 5
次)，幼儿基本活动心率的均值表示运动参与度。 

3. 研究结果 

3.1. 幼儿钉板试验表现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reschool nailboard test  
表 2. 幼儿钉板试验描述性统计 

分组 激励式快节奏 激励式慢节奏 抒情式快节奏 抒情式慢节奏 
成绩 25.50 ± 3.540 23.44 ± 5.046 25.75 ± 4.312 24.44 ± 3.483 

 
由幼儿钉板试验测试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见表 2)，快节奏音乐背景下幼儿的钉板试验均值表现表现

明显优于慢节奏音乐背景，这表明快节奏音乐更有利于幼儿的精细动作表现。快节奏音乐背景中，激励

式音乐和抒情式音乐背景下幼儿钉板试验的均值差异并不明显，表明音乐类型在快节奏音乐中的作用功

效的差异并不明显。而在慢节奏音乐背景中，激励式音乐和抒情式音乐背景下幼儿钉板试验的均值出现

较大差异(△ = 1.00 分)，表明音乐类型在慢节奏音乐中的作用功效的差异较大。此外，从 4 组幼儿钉板

试验的标准差表现可以看出，激励式慢节奏音乐组的标准差最大(SD = 5.046)，表明该组内个体表现差异

较大，幼儿表现相对不稳定。而激励式快节奏组和抒情式慢节奏音乐组的标准差相对较小(SD = 3.540 和

3.483)，表明两组幼儿的表现相对稳定。 
 
Table 3. Analysis of variance in the nailboard test for young children  
表 3. 幼儿钉板试验方差分析 

差异来源 SS df MS F Sig 

音乐类型 6.250 1 6.250 0.529 0.478 

音乐节奏 45.563 1 45.563 5.065 0.040 

误差(类型) 177.250 15 11.817   

音乐类型 × 音乐节奏 2.250 1 2.250 0.083 0.777 

误差(节奏) 134.938 15 8.996   

 
从幼儿钉板试验方差分析结果可知(见表 3)，音乐类型不存在主效应(p = 0.478, η2 = 0.034)，音乐节奏

的主效应出现显著性(p = 0.040, η2 = 0.252)，具体表现为快节奏音乐表现优于慢节奏音乐，音乐类型和音

乐节奏不存在交互作用(p = 0.777, η2 = 0.016)。由此可见，音乐类型对幼儿钉板试验表现的影响不明显，

音乐节奏对幼儿钉板试验表现的影响较为明显。综上所述，快节奏音乐更有利于幼儿钉板试验的表现，

音乐类型并不影响幼儿钉板试验的表现，这与研究假设 1 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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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幼儿游戏活动表现结果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heart rate in children’s play activities  
表 4. 幼儿游戏活动心率描述性统计 

分组 激励式快节奏 激励式慢节奏 抒情式快节奏 抒情式慢节奏 
静态心率 82.08 ± 2.432 81.79 ± 1.989 82.24 ± 2.635 82.50 ± 2.110 
运动心率 127.22 ± 4.146 125.47 ± 3.844 125.28 ± 3.77 120.03 ± 3.332 

 
由幼儿静态心率均值和标准差表现可知(见表 4)，4 组幼儿的静态心率并未发现明显差异，且组内幼

儿的静态心率的表现相对稳定。同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幼儿静态心率进行同质性检验，结果并未发

现显著性差异(F = 0.266, P = 0.850)，表明四组幼儿的静态心率具有同质性。此外，从幼儿运动心率的描

述性统计结果可知(见表 4)，激励式快节奏音乐背景下幼儿的运动心率最大(M = 127.22)，激励式慢节奏

音乐组和抒情式快节奏音乐组的幼儿运动心率均值表现差异不明显，抒情式慢节奏音乐组幼儿运动心率

的均值表现最差(M = 120.03)，由此可见激励式快节奏音乐对幼儿运动的作用功效给最明显，而抒情式慢

节奏音乐对幼儿运动的作用功效最小。同时从标准差表现来看，所有组标准差的差异并不明显，表明所

有组的幼儿运动表现相对稳定。 
 
Table 5.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heart rate during children’s play activities and exercise 
表 5. 幼儿游戏活动运动心率方差分析 

差异来源 SS df MS F Sig 
音乐类型 217.563 1 217.563 12.005 0.003 
音乐节奏 196.000 1 196.000 20.874 0.000 
误差(类型) 271.844 15 18.123   

音乐类型×音乐节奏 49.000 1 49.000 4.774 0.045 
误差(节奏) 140.844 15 9.390   

 
由幼儿游戏活动运动心率的方差分析结果可知(见表 5)，音乐类型主效应显著(p = 0.003, η2 = 0.445)，

音乐节奏主效应显著(p = 0.000, η2 = 0.582)，音乐类型和音乐节奏存在交互作用(p = 0.045, η2 = 0.241)。由

此可见，音乐类型对幼儿游戏活动表现的影响较为明显，音乐节奏对幼儿游戏活动表现的影响较为明显。

同时由于音乐类型和音乐节奏存在交互作用，故需要对其进行简单效应分析。从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可以

发现，使用快节奏音乐干预不存在音乐类型方面的差异(△ = 1.938, p = 0.153)。而使用慢节奏音乐干预则

存在音乐类型方面的差异(△ = 5.438, p = 0.000)，具体表现为激励式慢节奏音乐背景下的幼儿心率，优于

抒情式慢节奏音乐背景下的幼儿心率。综上所述，激励式快节奏音乐干预更有利于提升幼儿在有心活动

中的心率表现，这与研究假设 2 相符。 

4. 分析与讨论 

以往研究认为，激励式和快节奏音乐更有利于个体的粗放类运动技能，抒情式和慢节奏音乐更有利

于舒缓个体在运动后的疲劳[11]。虽然前人对此进行了大量验证，但鲜有研究对音乐与动作技能类型的匹

配关系进行相关探索。同时前人研究更多选用成年群体，缺乏对幼儿群体的相关探究。基于以往研究的

不足，本研究采用实验法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在精细类任务活动中，快节奏

音乐均有利于幼儿的任务表现，该结果与研究假设 1 不符；而在粗放类任务活动中，激励式快节奏音乐

更有利于幼儿的活动表现，该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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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钉板试验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音乐节奏存在主效应，具体表现为快节奏音乐背景显著优于慢

节奏音乐背景中的幼儿表现，这与以往研究结果恰好相反。同时激励式音乐和抒情式音乐的作用功效并

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同样与前人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前人研究虽然并未明确指出抒情式慢节奏音乐能促

进个体精细类任务表现，但却指出放松性音乐更能有效缓解有氧运动后的疲劳状态[16]。本研究之所以未

验证研究假设，其可能原因在于活动任务的差异。以往对抒情式和慢节奏音乐的研究大多是以有氧类运

动而并非精细类活动[17]。显然两种活动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前者在表现形式上仅是动作缓慢，但仍旧属

于粗放类技能，而后者主要依赖于手眼协调能力。同时本研究选取的钉板试验虽然属于精细类技能，但

考察的是幼儿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的能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幼儿的表现动机，此时音乐功效

相对减弱，目标动机发挥主导作用。由以往研究经验可知，激励型和快节奏音乐更有利于促进个体的表

现动机，因而造成幼儿在快节奏音乐中表现更佳[11]。与此同时，在慢节奏音乐中，虽然抒情式和激励式

音乐未表现出明显差异，但从两组均值表现结果来看，显然抒情式音乐作用效果更为明显。笔者认为，

在慢节奏音乐背景中，激励式和抒情式音乐之间的效应差异更为明显。尤其是对于精细类项目而言，其

操作过程需要个体更多注意资源的参与，外界信息对个体的作用更多是干扰效应。因此相对于抒情式音

乐而言，激励式音乐的干扰效果更加明显，并由此造成个体的表现相对较差。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式慢节

奏音乐组的标准差表现最高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释，正是由于激励式音乐的干扰，并结合幼儿个体间

的差异，造成了组内表现得不稳定。 
幼儿游戏活动运动心率的方差结果显示，音乐节奏存在主效应，音乐类型存在主效应，同时两者存

在交互作用。进一步分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快节奏音乐背景下不存在音乐类型方面的差异，而慢节

奏音乐背景下激励式音乐作用效果显著优于抒情式音乐。幼儿游戏活动中的实验结果与前人一致，也验

证了研究假设 2。以往研究指出，激励式和快节奏音乐更有助于激发个体的运动唤醒水平，同时也降低

了个体对运动疲劳的感知[2] [18]。对此，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实验过程中，幼儿在激励式快节奏音乐背

景中表现地更为活跃也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解释。因而，相对于抒情式慢节奏音乐而言，幼儿在激励式快

节奏背景中的运动心率表现最高。对于简单效应分析结果的解释，笔者同样认为，是由于在快节奏音乐

背景中音乐类型的作用效应相对减弱，从而导致幼儿更多受到音乐节奏的影响，并由此导致在快节奏音

乐背景中未能表现除音乐类型的差异。而在慢节奏音乐背景中，音乐类型的作用功效相对增强，因而带

来幼儿任务表现方面的差异。 
综上所述，在精细类任务中，快节奏音乐更有利于幼儿的活动表现，而在粗放类任务中，激励式快

节奏音乐更有利于幼儿的活动表现。本研究的实验结果验证了音乐干预在粗放类活动中的功效，但未能

证实音乐干预在精细类活动中的作用效果 

5. 小结 

音乐是运动中常见的干预策略，前人虽然对此进行了大量探究，并明确指出了音乐在运动中的作用

功效，但鲜有研究对音乐和任务类型的匹配关系进行探索。对此，本研究采用两个实验，旨在探究音乐

类型和音乐节奏与幼儿动作技能类型之间的匹配关系。实验结果表明，激励型快节奏音乐更有利于幼儿

粗放类技能表现，但在精细类任务中快节奏音乐均有利于幼儿的技能表现。虽然实验结果与研究假设存

在一定的偏差，但作为音乐与动作技能匹配关系的初步探索，本研究对相关研究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同时，鉴于研究者及研究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本研究采用的钉板试验虽

然属于精细类任务，但其在操作过程中要求幼儿在规定时间内最大限度完成任务，并由此造成实验结果

的偏差。由此推测，音乐干预功效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因而未来研究在任务活动的选择方面需要

认真考虑。此外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在粗放类任务中选取的运动手环不够精确，因而幼儿的运动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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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与实际存在一定的误差，未来研究应采用更加精确的测量设备，并能实时同步监测幼儿心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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