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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ecutive functions refer to a series of top-down control processes that individuals present when 
their automated, instinctive or impulsive responses are inappropriate. Inhibiting control, working 
memory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are three core executive function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adaption. Executive functions de-
velop rapidly in the preschool stage and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training. Based on the inherit-
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gam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lk games that can promote the de-
velopment of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s. The enlightenment for the training of executive func-
tions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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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执行功能是指个体在自动化、本能或冲动性的反应不合时宜时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控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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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功能包括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三个核心成分，是个体心理和身体健康、学业和事业成

功的必备技能。执行功能在学前阶段快速发展，并且是可以通过训练提高的。本研究在弘扬民间游戏的

基础上，发掘能够促进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民间游戏，为发展出符合幼儿发展特点的执行功能训练提供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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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执行功能是认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 EFs)也被

称为执行控制或认知控制(Executive Control or Cognitive Control)，是个体在自动化、本能或冲动性的反应

不合时宜时表现出的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控制过程，包括抑制控制(Inhibition Control)、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和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三种核心成分。抑制控制是个体通过控制自己的注意、行为、

想法或情绪来抵制强烈的内在反应倾向或外在诱惑的心理过程；工作记忆是个体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对信

息暂时保持与操作的心理过程；认知灵活性指的是认知活动的灵活转换，即从一种认知活动灵活地转换

到另一种认知活动，或在同一种认知活动中能够实现不同认知角度的转换[1]。执行功能在个体发展中起

重要作用，对个体的学习、事业、婚姻、友谊以及身心健康都有积极的影响作用[2] [3]。 
幼儿的执行功能是可以通过训练提高的。丁芳(2004)研究发现卡片分类任务训练及其他抑制控制任务

训练能够明显改善 3~4 岁幼儿的抑制控制[4]；Rueda 等人(2005)研究发现持续 2~3 周为期 5 天的注意训

练能够积极影响 4 岁和 6 岁儿童的执行网络系统[5]；赵蕾(2016)研究发现持续 10 天每天 30 分钟的视空

工作记忆训练能够明显改善幼儿的视空工作记忆和听觉注意能力等[6]。尽管上述研究中的训练任务对部

分执行功能成分有明显的训练效果，但这些训练任务多为静坐式的认知训练任务，不符合幼儿活泼好动

的年龄特点。 
有研究者论证了体育活动对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 Davis 等(2011)将坐惯的、超重

的 7 到 11 岁的幼儿随机分配到无训练的控制组、每天 20 分钟有氧运动的训练组和每天 40 分钟有氧

运动的训练组，结果发现仅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组在执行功能(仅在执行功能需求量最大的测验上)和数

学成绩上得到了提高[7]。为此，可以借鉴这类体育活动的训练设计，发展出贴合幼儿发展特点的训练

任务。 
民间游戏可能是促进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有效途径。游戏是幼儿生活中的主要活动，是获得认知发

展的主要途径[8]。民间游戏是流传于人们生活中的嬉戏娱乐活动[9]，应成为幼儿园游戏的重要内容[10]。
一方面，民间游戏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另一方面，民间游戏的活动材

料具有普遍性和低成本性，便于随时随地对幼儿进行训练。张伟芳等人(2012)指出民间游戏可能会促进幼

儿执行功能的发展，例如教师和家长可以借助捉迷藏游戏，从完整表达游戏的规则和想法、灵活运用游

戏策略、运用丰富的情绪表达等方面入手，促进幼儿执行功能的发展[11]。此外，Slot 等人(2017)检验了

假装游戏与幼儿执行功能的相关关系，像“过家家”这类民间游戏可能有助于幼儿执行功能的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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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目前尚缺乏通过民间游戏促进幼儿执行功能的实证研究。本文将梳理有助于改善幼儿执行功能的

民间游戏，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启示。 

2. 促进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民间游戏分类 

不同学者对民间游戏的分类各不相同，分类标准因人而异。例如张新立(2006)从教育人类学方法学的

角度，将黎族民间游戏分为身体活动类、借助器物类、生活生产类以及语言计算类四类[13]；吕逸(2006)
将民间游戏分为智力游戏、运动游戏、语言游戏、生活游戏、科技游戏，文艺游戏六大类[14]；智学和张

建岁(2012)根据民间游戏的内容和形式，将民间游戏分为生活类、体育类、益智类和语言类四大类[15]。
在学习和借鉴上述分类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促进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民间游戏分为智力游戏、运动游戏、

语言游戏和生活游戏四类。 

2.1. 促进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民间智力游戏 

民间智力游戏是运用逻辑关系或数学知识，按照特定规则进行的游戏，例如“1 + 1 拍手”游戏、“反

向剪刀石头布”游戏、“猜手指”游戏、“上课”游戏、“司马光砸缸”游戏等[16] [17]，这些游戏能够

促进幼儿认知灵活性、工作记忆等执行功能成分的发展。下面将以“1 + 1 拍手”游戏和“反向剪刀石头

布”游戏为例，具体介绍这类游戏对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作用。 
在“1 + 1 拍手”游戏中，需要两名幼儿用手指进行简单的加法计算，最先加到“10”者为胜者。例

如，幼儿甲用伸出一根手指的手去碰幼儿乙伸出一根手指的手后，幼儿甲的这只手则变为伸两根手指；

接下来，幼儿乙用伸出一根手指的手去碰幼儿甲伸出两根手指的手后，幼儿乙的这只手则变为伸三根手

指；两名幼儿轮流进行。该游戏需要幼儿记忆游戏规则并灵活运用数字运算规则，力求最先完成游戏任

务，这有助于锻炼幼儿的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 
在“反向剪刀石头布”游戏中，幼儿需要根据对方的手势来决定自己的手势，游戏规则与幼儿熟悉

的“剪刀石头布”规则相反。比如，当对方出“石头”时，幼儿需要出“剪刀”才能获胜。该游戏需要

幼儿克服已有的规则习惯、灵活应对，这能够锻炼幼儿的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 
“猜手指”游戏、“上课”游戏、“司马光砸缸”游戏等都是幼儿先伸出不同的手势后再依据规则

来判断输赢。这些游戏的输赢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对此类游戏进行改编，一是在

定局前让孩子有争取赢的思考过程，如一方先出，另一方根据对方的手势决定自己出什么；二是简化游

戏过程，有些游戏手势复杂、难度较大，需要改编成符合幼儿年龄的难度水平，更好促进幼儿执行功能

的发展。 

2.2. 促进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民间运动游戏 

民间运动游戏主要与幼儿的身体动作有关，是需要消耗一定体力、有一定活动强度的游戏。例如“跳

飞机/跳房子”游戏、“老狼老狼几点了”游戏、“丢手绢”游戏、“盲人摸象”游戏、“猫捉老鼠”游

戏、“木头人”游戏、“打纸板”游戏等[16] [18] [19] [20] [21]，这些游戏能够促进幼儿抑制控制、认知

灵活性等执行功能成分的发展。下面将以“跳飞机/跳房子”游戏和“老狼老狼几点了”游戏为例，具体

介绍这类游戏对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作用。 
在“跳飞机/跳房子”游戏中，幼儿需要控制自己的身体动作，包括扔沙包时的手部动作和起跳、落

地时的身体平衡。具体来看，在游戏开始前，需要在地面画出如图 1 所示的 9 个格子；游戏中幼儿轮流

扔沙包、跳格子，如果沙包未扔到指定位置或跳格子时踩线，则轮到下一名幼儿。精准控制自己的身体

动作是完成游戏的关键，该游戏为幼儿抑制控制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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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hopscotch 
图 1. 跳飞机/跳房子示意图 
 

在“老狼老狼几点了”游戏中，幼儿需要根据不同的指令做出不同的反应。当幼儿问“老狼老狼几

点了”时，“老狼”随意说出除“12”外的任意数字，此时幼儿可以随意活动；当“老狼”说出“12 点”

时，幼儿就要马上四散跑开，避免“老狼”的抓捕。这有助于幼儿控制自己行动，锻炼抑制控制能力。 

2.3. 促进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民间语言游戏 

民间语言游戏借助汉语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规律编制而成[14]，例如“王母娘娘取珍珠”游戏、“吹泡

泡”游戏、“红绿灯”游戏、“你拍一我拍一”游戏、“炒黄豆”游戏等[16] [18] [21]。这类游戏需要幼

儿记住歌谣，并需要在唱到歌谣的特定部分时，做出特定的动作，这有助于幼儿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

的发展。下面将以“王母娘娘取珍珠”游戏和“吹泡泡”游戏为例介绍民间语言游戏对幼儿执行功能发

展的作用。 
“王母娘娘取珍珠”游戏需要两名幼儿手口并用，边拍手边念歌谣。例如，当念到“王母娘娘取珍

珠，珍珠珍珠拜佛祖”中的“取珍珠”时，幼儿需要握起对方一只手并抬起形成拱形，另一只手在其下

方进行剪刀石头布。输的一方作揖，口中还要喊着“恭喜佛祖”[16]。游戏过程中，幼儿需要合理分配在

手和口上的注意资源，要记忆儿歌、规则及固定动作等，依据规则猜测对方出什么，哪个动作相克，这

锻炼了幼儿的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 
“吹泡泡”游戏是 8~10 名幼儿根据教师的指令做出相应的动作。例如，当教师喊到“吹泡泡”时，

幼儿就要手拉手围成一圈；当教师喊到“泡泡变大”时，幼儿就要扩大围成的圈，等等。在游戏过程中，

我们还可以利用与幼儿原本认知相反的规则来锻炼幼儿认知的灵活性以及抑制控制能力，例如当教师喊

到“泡泡变大了”时，幼儿需要向中间靠拢，使围成的圈变小。幼儿需要记住规则并在游戏中灵活运用

规则，这有助于锻炼幼儿的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 
总结来看，民间语言游戏需要幼儿记忆歌谣并做出相对应的动作。根据维果斯基的内化理论，我们

可以尝试将日常生活规则编成歌谣，让幼儿在游戏过程中将外在规则转化为内在规则，更好的促进幼儿

执行功能的发展。 

2.4. 促进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民间生活游戏 

民间生活游戏是指幼儿自发地模仿社会生活内容而进行的游戏，是幼儿实现社会化过程的有效方式

[14]，例如“老鹰捉小鸡”游戏、“过家家”游戏等[16] [18] [20]。在这类模仿游戏中，幼儿要表现出所

模仿角色的典型行为并抑制与该角色不相符的行为，这有助于促进幼儿抑制控制的发展。 
“过家家”游戏主要是幼儿模仿大人们的生活，例如做饭、洗衣、娶媳妇等等。游戏需要幼儿进行

角色扮演，用简易道具代替角色需要的物品，模仿生活中常见的情境，这有助于锻炼幼儿的认知灵活性。 
在“老鹰捉小鸡”游戏中，幼儿扮演不同的角色——老鹰、鸡妈妈和小鸡，幼儿需要根据特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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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期望表现出特定的行为。并且，在追捕的过程中，扮演“小鸡”的幼儿要学会及时使用自救策略，

例如抱头蹲在地上或者躲到“鸡妈妈”怀里，以使“老鹰”停止捉捕。这有助于促进幼儿抑制控制和认

知灵活性的发展。 

3. 总结与展望 

目前幼儿执行功能的训练任务多为静坐式的认知训练任务，虽能促进幼儿执行功能的发展，但不符

合幼儿的年龄特点。本研究总结并梳理了有助于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民间游戏，并对部分游戏提出了改

进方向，能够为发展出更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执行功能训练提供借鉴。但本研究的游戏分类还有待完善，

文中四种分类虽已涉及了大部分相关游戏，但像“弹玻璃球”、“抓石子”、“挑香棍”、“扒沙乐”

等游戏却难以归类，未来还需进一步优化分类标准，使之更加全面。 
虽然要重视现有的民间传统游戏，但也不能死板的采用固定游戏，可以对传统民间游戏进行改编与

创新。一方面，现有的很多民间游戏更适合高年龄儿童，难度调整是游戏改编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

面，现有的很多民间游戏主要有助于促进某一种执行功能成分的发展，但需要多种执行功能成分协作的

游戏更有助于促进执行功能的发展[22]，未来有必要改编现有的民间游戏使其更为综合化。此外，教师培

训是未来执行功能训练实施的重要环节。Walk 等人(2018)对幼儿园教师进行了为期 9 周共 8 次的培训，

通过提升教师对幼儿执行功能的敏感度、教授具体的训练方法来促进幼儿的执行功能发展，这为将来基

于民间游戏的执行功能训练提供了借鉴[23]。 
民间游戏符合幼儿的发展特点、幼儿感兴趣，并且取材方便、成本低。未来执行功能的训练任务可

以在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民间游戏模式的基础上，采用简单易得的材料，针对幼儿的实际情况，改编现

有的民间传统游戏或创造新游戏，设计适合他们玩耍的游戏规则，最大限度的发掘民间游戏对执行功能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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