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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对六盘水3~6岁幼儿的粗大动作测试，了解六盘水市3~6岁幼儿的粗大动作发展现状，为相

关部门对幼儿动作发展提供正确的干预和引导，以形成正确而良好的动作发展，为更好地适应体育强国

打下坚实的基础。方法：参照TGMD-3测试表，对六盘水市151名幼儿进行测试，测量结果采用SPSS26.0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1) 在移动性项目当中，跑动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得分呈

现逐渐增多，并且女童的平均分高于男童。2) 在单脚跳，立定跳远以及侧滑步三个方面不存在差异性。

3) 操作性项目中，击打反弹球，双手接球，踢固定球以及男童的击打固定球和下手抛球的得分中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结论：1) 六盘水市3~6岁幼儿在移动性项目测试的得分比操作性项目要高，并且在跑动中

的得分中，女童要比男童的得分要高。2) 操作性项目中，由于动作难度较大，大部分幼儿成绩较低，并

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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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test of gross movements of 3 - 6-year-old children in Liupanshui City, the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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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status of gross movements of 3 - 6-year-old children in Liupanshui City is understood, so as 
to provide correct intervention and guidance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ovements, so as to form a correct and good movement development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better adaptation to sports power. Methods: According to TGMD-3 test table, 151 
children in Liupanshui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SPSS26.0 software and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1) In the mobility project, the score of running increased with age, 
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girl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boys. 2)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single foot 
jump, standing long jump and sideslip step. 3) In the operational item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hitting the rebound ball, catching the ball with both hands, kicking the 
fixed ball and hitting the fixed ball and throwing the ball under the hands of the boys. Conclusion: 1) 
The scores of 3 - 6-year-old children in Liupanshui Cit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operational items, 
and in the running score, girls’ score higher than boys’. 2) In the operational items, due to the diffi-
culty of movement, most of the children’s performance is low,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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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幼儿时期是人一生中最脆弱和最关键的时期，在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之下，幼儿的身体健康越来越受

到重视[1]。2010 年以来，政府又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等一系

列教育政策文件来促进我国学前事业的发展，又颁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首次将动作发展

列为幼儿健康领域目标之一，此目标的确立将给幼儿动作的发展以及幼儿体育教育带来深远的影响[3]。
因此，做好幼儿体质健康工作已是教育工作过中的重中之重，对幼儿动作发展进行正确的干预和引导，

以形成正确而良好的动作发展，对儿童日后参与各种体育活动有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六盘水市某幼儿园小、中、大班共 151 名幼儿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童 63 名，小班 22，
中班 33，大班 18。女童 59 名，小班 33，中班 20，大班 6 名。其中幼儿的体质数据争得幼儿园领导以及

幼儿家长的同意后测试并收集，3~4 岁，4~5 岁，5~6 岁各为一个组，如表 1。 
 
Table 1. Research objects 
表 1. 研究对象情况表 

年龄组 
样本量 

总计 
男 女 

3~4 35 43 78 

4~5 26 18 44 

5~6 22 7 29 

总计 83 68 151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0.8404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胡立 等 
 

 

DOI: 10.12677/aps.2020.84043 267 体育科学进展 
 

2.2. 研究方法 

2.2.1. 测试法 
采用 2013 年 TGMD 第 3 版测试表格进行测试[4]，目前国内外已有诸多研究使用 TGMD-3 进行测试

[5] [6] [7]。如表 2。 
 
Table 2. TGMD-3 test items 
表 2. TGMD-3 测试项目表 

测试类型 测试内容 

移动性动作技能 跑，前滑步，单脚跳，蹦跳，立定跳远，侧滑步 

操作性动作技能 击打固定球，击打反弹球，双手接球，踢固定球，单手原地运球，肩上头球，下手抛球 

2.2.2. 数理统计法 
采用 excel2010 录入数据，运用 SPSS2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结果以 X S± 表示。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描述性统计对测试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其中 P < 0.05 为显著性差异，P < 0.01 为非常显著性差

异。 

3. 结果 

3.1. 六盘水市 3~6 岁幼儿移动性项目对比结果分析 

粗大动作的移动性项目包括跑动，前滑步，单脚跳，蹦跳，立定跳远，侧滑步，体现幼儿在下肢爆

发力，身体协调性方面，以及灵敏素质的得分状况。 
通过描述性统计与单因素方差分析，如表 3 可得知，跑动方面 4~5 岁男童的成绩非常显著性高于 3~4

岁，P = 0.000；5~6 岁男童得分非常显著性高于 4~5 岁男童，P = 0.002；4~5 女童在跑动项目的得分中非

常显著性高于 3~4 岁女童，P = 0.00。前滑步当中 4~5 岁女童成绩显著性高于 3~4 岁女童，P = 0.024。蹦

跳的得分当中，4~5 岁幼儿非常显著性高于 3~4 岁，P = 0.00。单脚跳，立定跳远以及侧滑步，3~6 男童

和女童的得分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得分幅度相对较小。 

3.2. 六盘水市 3-6 岁幼儿操作性项目对比结果分析 

粗大动作的操作性项目包击打固定球，反弹球，双手接球，脚踢固定球，原地单手运球，肩上投球，

和下手抛球。 
如表 3 可知女童除了在击打固定球之外，反弹球，双手接球，脚踢固定球的得分之中，3~6 岁女童

在年龄上的得分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单手原地运球中，4~5 岁男童和女童得分显著高于 3~4 岁男童和

女童，P = 0.00。肩上投球中的得分当中，4~5 岁男童成绩非常显著高于其他两组，P = 0.00。下手抛球当

中，4~5 岁女童得分显著高于 3~4 岁女童，其中 P = 0.00。 
 
Table 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cores of mobility and operability of children aged 3 - 6 
表 3. 3~6 岁幼儿移动性和操作性项目得分对比分析表 

项目/年龄 男 X s±  女 X s±  项目 男 X s±  女 X s±  

跑 

3~4 5.1 ± 1.4 5.5 ± 1.6 

击打固定球 

6.2 ± 3.3 5.1 ± 1.9 

4~5 6.8 ± 1.4* 7.5 ± 1.2* 6.0 ± 1.8 6.2 ± 2.1@ 

5~6 7.9 ± 0.5& 8.0 ± 0.0 6.8 ± 1.6 6.9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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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前滑步 

3~4 7.4 ± 1.2 6.6 ± 1.9 

击打反弹球 

4.2 ± 1.7 3.8 ± 1.5 

4~5 7.5 ± 1.0 7.7 ± 0.8@ 4.5 ± 1.5 3.7 ± 1.1 

5~6 7.7 ± 0.8 8.0 ± 0.0 4.7 ± 1.3 4.3 ± 0.8 

单脚跳 

3~4 4.8 ± 1.2 4.7 ± 1.4 

双手接球 

5.9 ± 0.6 5.6 ± 1.0 

4~5 5.2 ± 1.0 4.5 ± 1.2 5.7 ± 0.8 5.2 ± 1.1 

5~6 5.3 ± 1.0 4.9 ± 1.6 5.7 ± 0.8 6.0 ± 0.0 

蹦跳 

3~4 2.8 ± 1.0 2.6 ± 1.0 

踢固定球 

6.3 ± 1.5 5.8 ± 1.9 

4~5 4.1 ± 1.2* 3.6 ± 1.2* 6.9 ± 1.3 5.3 ± 2.0 

5~6 4.0 ± 1.4 4.3 ± 2.2 6.3 ± 1.7 6.3 ± 1.8 

立定 
跳远 

3~4 7.0 ± 1.4 6.6 ± 1.5 

单手原地运球 

3.5 ± 1.4 3.2 ± 1.3 

4~5 6.4 ± 2.0 6.0 ± 1.8 5.6 ± 0.9* 5.3 ± 1.3* 

5~6 6.4 ± 1.7 5.8 ± 2.2 5.3 ± 1.0 5.2 ± 1.6 

侧滑步 

3~4 7.6 ± 1.0 7.2 ± 1.2 

肩上投球 

6.5 ± 1.0 6.9 ± 1.1 

4~5 7.5 ± 0.9 7.7 ± 0.8 7.5 ± 1.2*# 7.2 ± 1.2 

5~6 7.9 ± 0.5 7.8 ± 0.8 6.5 ± 1.5 6.9 ± 1.6 

下手 
抛球 

3~4 6.0 ± 1.6 6.0 ± 1.2    

4~5 6.4 ± 0.8 7.5 ± 1.0*    

5~6 6.9 ± 1.6 6.9 ± 1.1    

注：*与 3~4 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与 5~6 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与 4~5 存在显著性差异。@与 3~4 存在显著性差异。 

4. 讨论 

孩子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同样是国家的希望，他们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兴衰，3~6 岁

的幼儿正是人体快速生长发育的阶段，对他们今后的发展甚至是一生的健康都至关重要。幼儿早期的动

作发展，不仅会影响个体成长后动作技能的学习与发展，还会对自身的体质、认知、感知、神经系统发

育、创造性思维、理解能力、自我表达和社会能力等诸多方面产生推动作用[8]。 
胡水清，王欢[9]等人在 2018 年对于北京市 3~6 岁幼儿的体质测试与幼儿的粗大动作的研究中发现，

3~4 岁幼儿的粗大动作得分相对于其他组的得分较差。此外还得出，对于北京市幼儿的得分较差，是因

为缺乏专业的体育教师，并且是按照《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进行培养，对儿童童健康领域中对

儿童动作发展的要求并未对基本动作未做说明。 
1) 在移动性项目包括跑动，前滑步，单脚跳，蹦跳，立定跳远，侧滑步。 
其中在跑动方面，男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得分差异也就也明显；女童的得分当中只有 4~5 岁的与 3~4

岁呈现显著性差异。蹦跳的项目的得分当中 4~5 岁的女童和男童均与 3~4 岁的呈现显著性差异。前滑步

中 4~5 岁女童与 3~4 岁女童呈现显著性差异。单脚跳，立定跳远以及侧滑步，3~6 男童和女童的得分上

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得分幅度相对较小。 
2) 粗大动作的操作性项目包击打固定球，反弹球，双手接球，脚踢固定球，原地单手运球，肩上投

球，和下手抛球。 
其中 3~6 岁女童在击打固定球之外，反弹球，双手接球，脚踢固定球的得分之中均不存在显著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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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说明在操作性项目中，男同以及女童的差别较小。单手原地运球中，4~5 岁男童和女童得分显著高

于 3~4 岁男童和女童；肩上投球中的得分当中，4~5 岁男童成绩非常显著高于 3~4 岁和 5~6 岁的男童；

下手抛球项目当中，4~5 岁女童得分显著高于 3~4 岁女童，符合年龄增长情况。 
本研究进一步的揭示了六盘水市幼儿的粗大动作发展现状，其中，对于幼儿的粗大动作的得分做出

了比较分析显示。在移动性项目当中，跑动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得分呈现逐渐增多，并且女童的平均分

高于男童，但是在单脚跳，立定跳远以及侧滑步三个方面不存在差异性。在操作性项目中，击打反弹球，

双手接球，踢固定球以及男童的击打固定球和下手抛球的得分中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5. 结论 

① 六盘水市 3~6 岁幼儿在移动性项目测试的得分比操作性项目要高，并且在跑动中的得分中，女童

要比男童的得分要高。 
②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不断的提高，幼儿表现在跑动中的得分也就越高。 
③ 由于动作的难度较大，大部分幼儿在操作性项目中的得分较低，并且没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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