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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肺能力和执行功能是影响青少年成长发育的重要内容，11~12岁是身体、心理、情感发展的

敏感时期，是从幼儿开始过渡到成人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大脑功能执行功能和心肺能力发展

的转折期。有研究表明开放式运动对于执行功能和心肺适能有较好的促进效果。基于此本研究选

取来自池州市某小学60名学生，在实验干预前，根据运动技能水平、运动技能学习兴趣水平不同将60
名学生进行开放式运动干预，在运动干预前与干预完成后对2组青少年进行执行功能测量，实验结果表

明：(1) 运动干预后的执行功能测量成绩均显著提高(P < 0.05)。(2) 开放式运动相较于封闭式运动更利

于儿童执行功能的提高(P < 0.01)。(3) 封闭式运动组与对照组相比的执行功能干预后测试成绩较干预前

有一定提高，但不显著。因此，在教育教学训练中可以通过组织开放式运动形式的体育活动来锻炼提高

学生的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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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diopulmonary ability and executive function are important contents that affec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11~12 years old is a sensitive period of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young children to adults, and a transi-
tional period of executive function of brain function and cardiopulmonary ability development. Stu-
dies have shown that open exercise has a better effect on executive function and cardiorespiratory 
fitness.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selected 60 students from a primary school in Chizhou City. Before 
the experimental intervention, 60 students were subjected to open exercise intervention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levels of motor skills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motor skills. Executive function mea-
surement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two groups of teenag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ercise interven-
tion. (1) The executive function measurement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exercise in-
tervention (P < 0.05). (2) Open exercise was more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children’s execu-
tive function than closed exercise (P < 0.01). (3)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est scores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the closed exercise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improved to some extent, but 
not significantly. Therefore, students' cognitive function can be improved by organizing sports activ-
ities in the form of open movement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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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在现代社会中，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发展对他们的学习、行为和社交能力至关重要[1]。执行功能

包括注意力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等认知过程，对儿童青少年的学业成就和生活适应能力具有重

要影响[2]。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儿童青少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电子娱乐选择和久坐行为，这可

能导致执行功能的下降和相关问题的增加。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究运动干预对安徽省池州市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影响效益。通过实施针对执行功能

的运动干预措施，评估其对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改善效果，并进一步探讨干预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通

过这项研究，为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提升提供实证依据，并为制定相关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3.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改善安徽省池州市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促进其学业成就和生活适应能力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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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通过明确运动干预对执行功能的影响效益，可以为学校、家庭和社会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推动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此外，本研究还可以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实证数据和理论支持，

拓展对运动干预与儿童青少年认知发展关系的认识。 

1.4. 研究方法 

1.4.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实验设计，将参与者随机分配到开放式运动干预组和对照组、封闭式运动干预

组和对照组。开放式和封闭组运动干预组接受为期八周的定期运动干预，而对照组则不接受特定的运动

干预。 

1.4.2. 受试者选择与样本量 
受试者选择：从安徽省池州市的中小学校抽取 60 名儿童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包含年龄、性别

和执行功能水平等因素的筛选标准，确保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 

1.4.3. 干预措施与方案 
运动干预组：参与者将接受为期八周 40 个学时定期运动干预[3]。干预措施包括开放式运动(篮球)，篮

球基本知识学习(3 学时)、运球练习(5 学时)、投篮练习(5 学习)、体能训练(5 学时)、技术训练(22 学时)；封

闭式运动(游泳)游泳基本知识学习(3 课时)、蛙泳练习(15 课时)、自由泳联系(15 课时)、仰泳练习(7 课时)。 
对照组：对照组将维持日常的学校体育课程和生活方式，不进行特定的运动干预。 

1.4.4. 数据分析方法 
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样本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包括均值、标准差和频数等。 
组间比较分析：使用适当的统计方法(如独立样本 t 检验或非参数检验)比较运动干预组和对照组在执

行功能上的差异。 
相关分析：探究运动干预与执行功能、年龄、性别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多因素分析：使用多元方差分析(ANOVA)等方法，进一步探究运动干预对不同子群体的影响效果。 
数据解释与结果讨论：根据统计分析结果，解释研究结果，并与现有研究进行比较和讨论。 

2. 文献综述 

2.1. 运动对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影响 

运动对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多项研究表明，参与适度和定期的体育运动可以

促进儿童青少年的注意力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等执行功能的提升[4]。 
注意力控制：有氧运动，如跑步、游泳和球类运动，被发现能够改善儿童青少年的注意力控制能力。

例如，研究发现，参与定期体育锻炼的学生在注意力测试中表现出更好的表现和更高的专注度[5]。 

2.2. 工作记忆 

研究显示，长期参与体育活动与工作记忆能力的提升有关。例如，跳绳、击剑等需要高度注意力和

记忆的运动项目，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工作记忆能力的发展[6]。 
认知灵活性：运动对儿童青少年的认知灵活性也有积极影响。进行体育活动可以增强大脑的神经可

塑性，促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从而提高认知灵活性和问题解决能力[7]。 
综上所述，运动对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参与适度和定期的体育运动可以提升

他们的注意力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等执行功能，对其学业成就和生活适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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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对于运动干预对安徽省池州市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影响还缺乏针对性的研究。因此，本研

究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探究运动干预对该地区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影响效益。 

2.3. 池州市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现状 

目前对于池州市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研究相对较少，以下是一些相关的研究和调查结果的综述： 
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水平：一项针对池州市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研究发现，执行功能在不同年龄

段存在差异。较小年龄组的儿童执行功能相对较低，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执行功能逐渐提升。然而，整

体上池州市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水平还有待提高[8]。 
影响因素：池州市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项研究发现，生活习惯和家

庭环境对执行功能有重要影响。缺乏身体活动、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和不规律的作息时间等不良生活习

惯可能会导致执行功能下降。 
学校体育教育：池州市儿童青少年在学校体育教育方面的执行功能状况也值得关注。一些研究发现，

学校体育课程的频率和内容对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当前一些学校可能存在

体育教育资源不足、课程设置不合理等问题，对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9]。 
综上所述，池州市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水平存在一定的改善空间。生活习惯、家庭环境和学校体

育教育等因素可能对其执行功能的发展产生影响。因此，运动干预作为一种干预措施，有望提高池州市

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水平，并对其学业成就和生活适应能力产生积极影响。本研究将进一步探究运动

干预对该地区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具体效益。 

2.4. 已有运动干预研究的综述 

已有的研究对于运动干预对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以下是一些相关的研究综述： 
系统综述和 Meta 分析：一些系统综述和 Meta 分析研究对于不同类型的运动干预对儿童青少年执行

功能的影响进行了综合评估。这些研究发现，包括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协调性训练在内的各种类型的

运动干预都可以显著提高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水平[10]。 
长期干预研究：一些长期的运动干预研究跟踪了儿童青少年在接受运动干预后的执行功能变化。这

些研究发现，长期参与运动干预的儿童青少年在执行功能方面的表现明显优于未接受干预的对照组[11]。 
比较研究：有一些研究比较了不同类型的运动干预对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效果。例如，比较有氧

运动和力量训练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发现两者都可以改善执行功能，但效果略有差异。这些比较研究为

选择最适合的运动干预方式提供了参考[12]。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于运动干预对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综述。不同类型的运

动干预都可以显著提高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水平。然而，对于安徽省池州市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影

响的具体研究还相对缺乏。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运动干预对该地区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影响效

益，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2.5. 研究的研究空白 

尽管已有研究对于运动干预对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影响进行了综述，但在安徽省池州市的儿童青

少年领域仍存在以下研究空白： 
地域特异性：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或其他地区的儿童青少年中进行，对于安徽省池州市的儿

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影响的具体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有必要在该地区开展针对性的研究，以了解运

动干预对当地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影响。 
干预方案和持续时间：现有研究对于运动干预的具体方案和持续时间的选择存在差异。对于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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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儿童青少年而言，需要进一步探究适合该地区特点和文化背景的运动干预方案，并确定合适的持

续时间以获得最佳的执行功能改善效果。 
长期效果：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短期运动干预的执行功能效果，对于长期效果的研究相对较少。了解

运动干预对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长期影响，有助于评估其持久性和稳定性，并为制定长期干预策略提

供依据。 
具体执行功能维度的研究：现有研究在执行功能中涵盖了多个维度，如注意力控制、工作记忆和认

知灵活性等。然而，针对安徽省池州市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不同维度之间的差异以及其对学业和生

活适应的影响尚不清楚。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各个执行功能维度的具体影响效益[13]。 
填补上述研究空白，将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运动干预对安徽省池州市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影响效

益，并为制定相关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3. 结果 

在完成运动干预对安徽省池州市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影响效益研究后，可以进行以下结果分析： 
被试者基本情况如下表 1。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表 1. 被试者基本情况 

 性别 
总计 

男 女 

组别 
对照组 

人数 

11 9 20 
开放组 12 8 20 
封闭组 10 10 20 

合计 33 27 60 
 

Table 2.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dicators after three groups of tests 
表 2. 三组测试后执行功能指标方差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后测抑制控制 
组间 0.590 2 0.295 3.284 0.044* 
组内 5.406 60 0.090   
总计 5.996 62    

后测定时转换 
组间 134.310 2 67.155 3.130 0.043* 
组内 1216.280 60 20.271   
总计 1350.590 62    

后测工作记忆 
组间 6.220 2 3.110 1.220 0.303 
组内 153.040 60 2.551   
总计 159.260 62    

注：*表示平均值差值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下同。 
 
Table 3.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post-test executive function indicators in three groups 
表 3. 三组后测执行功能指标事后多重比较 

因变量 (I)组别 (J)组别 平均值差别(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后测定势转换 对照组 
开放组 3.570* 1.389 0.012 0.78 6.35 
封闭组 1.950 1.389 0.164 −0.82 4.74 

后测抑制转换 对照组 
开放组 0.20416* 0.09262 0.0.30 0.0188 0.3894 
封闭组 −0.00274 0.09262 0.975 −0.1880 0.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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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the three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measure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 
表 4. 三组执行功能前后测提高量方差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提升量定势转换 
组间 448.127 2 224.063 4.469 0.016* 
组内 3008.286 60 50.138   
总计 3456.413 62    

提升量抑制控制 
组间 5.555 2 2.776 3.800 0.027* 
组内 43.860 60 0.731   
总计 49.415 62    

注：*表示平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Table 5.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the three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measure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 
表 5. 三组执行功能前后测提高量事后多重比较 

因变量 (I) (J)组别 平均值差值
(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提升量定势转换 对照组 
开放组 −5.235* 2.185 0.020 −9.60 −0.87 
封闭组 0.760 2.185 0.729 −3.61 5.13 

提升量抑控制 对照组 
开放组 0.67490* 0.26388 0.013 0.1471 1.2028 
封闭组 0.57240* 0.26388 0.034 0.0446 1.1003 

注：*表示平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3.1. 研究结果 

在测试 3 个子测验结果中，如表 2、表 3 所示，开放式运动技能组、封闭式运动技能组及对照组在

抑制控制与定势转换维度呈现出显著差异(P < 0.05，R2 = 0.099 (调整后 R2 = 0.069))，事后多重比较结果

显示，开放式运动组在抑制控制与定势转换维度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而封闭式运动组相对于对照组成

绩并未产生显著差异。 
如表 4、表 5 所示，相对于对照组的定势转换与抑制控制成绩提高量，开放式运动干预组的成绩表

现出了显著的差异性(P < 0.05，定势转换维度 R2 = 0.130，调整后 0.101，抑制控制维度 R2 = 0.112，调整

后 0.083)。 

3.2.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究运动干预对安徽省池州市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影响效益。以下是对研究结果的讨

论： 
运动干预对执行功能的改善效果：根据结果分析，我们观察到运动干预组在执行功能上表现出显著

的改善，与对照组相比有明显差异。这表明适当的运动干预可以有效促进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发展。 
干预的长期效果：在此研究中，我们关注了短期运动干预的执行功能效果。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可

以探究运动干预对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长期影响。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干预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并为

长期干预策略的制定提供更多依据。 

3.3. 研究的局限性和建议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样本规模较小、干预期间的控制变量等。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规

模，并控制更多潜在影响因素，以提高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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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运动干预对安徽省池州市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改善具有积极的影响效

益。然而，还有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的空间，以更好地了解运动干预在提升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方面的

作用，并为相关政策和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运动干预对执行功能有积极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运动干预可以显著改善安徽省池州市儿童青

少年的执行功能。通过参与适当的运动活动，儿童青少年可以提高认知灵活性、注意力控制、工作记忆

和执行规划等执行功能能力。 
运动干预可促进儿童青少年全面发展：除了对执行功能的影响，运动干预还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的

身体发育和心理健康。参与运动活动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高心肺功能、增强自信心和社交能力，对儿

童青少年的整体发展具有综合性的益处。 
运动干预在儿童青少年中的推广价值：本研究结果为在安徽省池州市以及其他地区的教育机构、家

庭和社会组织提供了推广运动干预的依据。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多样化的运动机会和活动计划，可以改善

他们的执行功能水平，并对他们的学业、生活和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进一步研究的建议：本研究仅探索了短期运动干预对执行功能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进行长

期干预和跟踪，以评估干预效果的持久性。此外，比较不同类型、强度和时长的运动干预对执行功能的

影响，可以进一步指导运动干预策略的制定。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强调了运动干预在提升安徽省池州市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方面的重要性。在

儿童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应重视并促进他们参与适当的运动活动，以全面提升他们的执行功能和综合

发展。 

4.2. 建议 

本研究对于运动干预对安徽省池州市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影响效益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以下是

本研究的实际意义和推广建议： 
增强儿童青少年的学习和认知能力：研究结果表明，适当的运动干预可以提高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

能，如注意力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这些能力在学习、解决问题和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推广运动干预可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果和认知能力。 
促进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健康：运动干预不仅对执行功能有益，还有助于促进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健康。

参与运动活动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高心肺功能、维持健康体重，预防和管理慢性疾病。因此，鼓励儿

童青少年参与适宜的运动可以提高他们的整体健康水平。 
心理社交发展的支持：运动干预还有助于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和社交发展。参与团体运动活动可

以培养合作精神、团队合作能力和社交技巧，增强自信心和自尊心。这对于儿童青少年的社交互动、人

际关系和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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