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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粗大动作技能对 ３~ ６ 岁幼儿身体活动的影响ꎬ为幼儿健康行为干预提供依据ꎮ 方法　 选取上海

市翔殷幼稚园 ３３２ 名幼儿作为调查对象ꎬ通过大肌肉动作发展量表(ＴＧＭＤ－２)测量幼儿粗大动作发展情况ꎬ利用国际身体

活动问卷短卷(ＩＰＡＱ－ＳＦ)由家长代理报告身体活动情况ꎮ 结果　 上海市 ３ ~ ６ 岁幼儿粗大动作发展水平较低[(５４.７６±
１３.８６)分]ꎻ幼儿身体活动主要以低强度身体活动为主ꎬ每天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时间(５８.６２±５２.７３) ｍｉｎꎮ 位移技能对幼儿

高强度身体活动(β＝ ０.１９)、身体活动总时间(β＝ ０.１２)的影响效应最大(Ｐ 值均<０.０５)ꎬ贡献率分别为 ３.３％和 １.１％ꎻ操作

技能对中高强度身体活动(β＝ ０.１７)、中等强度身体活动(β ＝ ０.１２)影响效应最大(Ｐ 值均<０.０５)ꎬ贡献率分别为 ２.５％和

１.２％ꎮ 粗大动作技能与身体活动的关系与性别、年龄均无关ꎮ 结论　 在 ３ ~ ６ 岁人群中重视和发展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ꎬ
可能是促进幼儿身体活动的有效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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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阶段是形成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关键期ꎬ以发
展粗大动作技能为基础手段ꎬ增加身体活动为主要目
的ꎬ可有效改善幼儿身体成分、身体活动习惯ꎬ提高心
肺耐力和心血管适能[１] ꎮ 目前ꎬ国外学者普遍认同发
展粗大动作技能对幼儿身体活动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的观点ꎬ但在性别、年龄以及亚类技能方面对身体活
动影响的认识存在分歧[２－３] ꎮ 笔者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１２

月ꎬ以上海某幼儿园 ３ ~ ６ 岁幼儿为调查对象ꎬ通过研

究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现状特征及其对身体活动的

影响ꎬ以期为幼儿健康促进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排除残疾或重大健康问题幼儿后ꎬ共募集

上海市翔殷幼稚园 ３５５ 名 ３ ~ ６ 岁幼儿ꎬ进行粗大动作

技能测试ꎮ 由于幼儿无法准确回顾自己行为ꎬ研究采

用父母代理报告方式测量幼儿身体活动水平ꎮ 在获

得知情同意后ꎬ问卷由监护幼儿时间最长的家长进行

填写ꎬ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且对家长填写资料进行

保密ꎮ 最终完成粗大动作技能测试并有效填写问卷

(排除漏填、乱填等无效问卷)的幼儿共 ３３２ 名ꎬ其中

男童 １９４ 名(５８.４％)ꎬ女童 １３８ 名(４１.６％)ꎻ３ ~ <４ 岁

７４ 名ꎬ４ ~ <５ 岁 １０７ 名ꎬ５ ~ ６ 岁 １５１ 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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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大肌肉动作发展量表(ＴＧＭＤ － ２) 　 ＴＧＭＤ － ２
由美国学者 Ｕｌｒｉｃｈ 于 ２０００ 年编制ꎬ专门用于评估 ３ ~
１０ 岁儿童粗大动作技能发展情况ꎬ已被证明在中国儿
童人群应用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４] ꎮ 量表由 ６
项位移技能(跑、立定跳、跨跳、前滑步、侧滑步和单脚
跳)和 ６ 项操作技能(击固定球、踢球、接球、上手投
球、原地拍球、地滚球)构成[５] ꎮ 其中位移技能( ＬＯ)
和操作技能(ＯＣ)得分范围均为 ０ ~ ４８ 分ꎬ粗大动作技
能总分(ＦＭＳ)值为 ０ ~ ９６ 分ꎮ 在获得幼儿园负责人、
幼儿父母同意后ꎬ测试前提前统计好幼儿优势手和优
势脚ꎬ其中单脚跳、踢球以优势脚为准ꎬ地滚球以优势
手为准ꎮ 测试前ꎬ为幼儿提供技能讲解示范、注意事
项及练习机会ꎬ每个测试项目共完成 ２ 次ꎬ所有动作技
能均由 ２ 名体操专业运动员背景且具有国家一级裁判
员资质的运动技能专家进行评估ꎮ 所有测试由 ２ 名评
分人员评分ꎬ不同技能间评分者信度为 ０.４２ ~ ０.７８ꎮ
１.２.２　 国际身体活动问卷 　 身体活动采用国际身体
活动问卷—短卷(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ｍꎬ ＩＰＡＱ－ＳＦ)进行调查ꎬ此问卷公认
有效且在国际身体活动水平测量中使用较为广泛[６] ꎮ
问卷由家庭基本情况以及身体活动情况 ２ 个部分共计
１３ 个题目构成ꎬ报告幼儿过去 ７ ｄ 内低强度身体活动
(ｌｉｇｈ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ＬＰＡ )、 中等强度身体活动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ＭＰＡ)、高强度身体活动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ＶＰＡ) [７] ３ 种不同强度身体
活动的频率和每天累计时间(ｍｉｎ)ꎬ并利用过去 ７ ｄ 中
３ 种身体活动时间计算中高强度身体活动(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ｏ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ＭＶＰＡ)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３ ~ ６ 岁幼儿
粗大动作技能和身体活动情况ꎬ独立样本 ｔ 检验比较
粗大动作技能和身体活动时间的性别差异ꎬ单因素方
差分析比较粗大动作技能和身体活动时间的年龄差
异ꎬ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检验粗大动作技能与身体活动的相关
关系ꎮ 线性回归分析考察性别、年龄对各类型技能与
不同身体活动关系的交互效应及粗大动作技能、位移
技能、操作技能对不同身体活动水平的影响ꎮ 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粗大动作技能与身体活动情况　 ３ ~ ６ 岁幼儿粗
大动作技能总分为(５４.７６±１３.８６)分ꎬ幼儿整体的 ＬＯ、
ＭＰＡ、ＭＶＰＡ 性别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其中女童的 ＬＯ 优于男童ꎬ男童每天 ＭＰＡ、
ＭＶＰＡ 时间多于女童ꎮ ＦＭＳ、ＬＯ、ＯＣ 和 ＶＰＡ、ＭＶＰＡ
各年龄分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年龄幼儿粗大动作技能和身体活动时间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粗大动作技能得分

ＦＭＳ ＬＯ ＯＣ
每天身体活动时间 / ｍｉｎ

ＬＰＡ ＭＰＡ ＶＰＡ ＭＶＰＡ
性别
　 女 １３８ ５５.４４±１２.３５ ３１.０４±７.１３ ２５.５３±７.７３ ４１.０２±３８.４３ ３２.０５±３３.００ １９.８２±３１.８８ ５１.８７±５６.１６
　 男 １９４ ５４.２７±１４.８５ ２８.７５±８.０６ ２４.４０±６.５３ ４３.９６±３３.７１ ３９.８７±３３.８０ ２３.５６±２８.０４ ６３.４３±４９.７４

ｔ 值 －０.７８ －２.７４ １.４４ ０.７４ ２.１０ １.１３ １.９８
Ｐ 值 ０.４４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４６ ０.０４ ０.２６ ０.０５

年龄 / 岁
　 ３ ~ <４ ７４ ３９.４１±１０.１９ ２１.５７±６.２９ １７.８４±５.４５ ３８.３０±２３.５６ ２８.２６±３６.２９ １０.００±１５.３７ ３８.２６±４０.７６
　 ４ ~ <５ １０７ ５４.９７±９.７４ ３０.２８±６.０２ ２４.６９±５.６６ ４１.６４±３０.７７ ３９.８６±３７.６０ ２１.６４±２９.７３ ６１.５０±５９.６８
　 ５ ~ ６ １５１ ６２.１３±１１.６２ ３３.２８±６.４９ ２８.８５±６.２６ ４５.７０±４３.０９ ３８.４２±２８.５０ ２８.１５±３３.１４ ６６.５７±５０.３６

Ｆ 值 １１１.４２ ８６.４８ ８７.０３ １.１４ ３.０４ ９.７７ ７.６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１

总体 ３３２ ５４.７６±１３.８６ ２９.７０±７.７６ ２５.０６±７.２７ ４２.７４±３５.７２ ３６.６２±３３.６４ ２２.００±２９.７１ ５８.６２±５２.７３

２.２　 性别、年龄对粗大动作技能与身体活动关系的影

响　 性别在位移技能与 ＭＶＰＡ 关系中在第 １ 步(β ＝
０.１７ꎬ△Ｒ２ ＝ ０.０４ꎬＦ ＝ ６.６７ꎬ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ꎬ在
第 ２ 步(β ＝ －０.０６ꎬ△Ｒ２ ＝ ０.０５ꎬＦ ＝ ５.１９ꎬＰ>０.０５)中无

统计学意义ꎬ说明性别与 ＬＯ 对 ＭＶＰＡ 之间不存在交
互效应ꎮ

年龄在 ＦＭＳ 与 ＶＰＡ( △Ｒ２ ＝ ０.０６ꎬＦ ＝ ７.０８)、ＭＶ￣
ＰＡ(△Ｒ２ ＝ ０.０５ꎬＦ ＝ ５.５３)的关系中第 ２ 步均无统计学

意义ꎻ在 ＬＯ 与 ＶＰＡ ( △Ｒ２ ＝ ０. ０６ꎬＦ ＝ ７. ４９)、 ＭＶＰＡ
(△Ｒ２ ＝ ０.０５ꎬＦ ＝ ５.７７) 的关系中第 ２ 步无统计学意

义ꎻ在 ＯＣ 与 ＶＰＡ(△Ｒ２ ＝ ０.０６ꎬＦ ＝ ６.８８)、ＭＶＰＡ(△Ｒ２

＝ ０.０５ꎬＦ ＝ ５.１５)的关系中第 ２ 步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说明年龄对 ＦＭＳ、ＬＯ、ＯＣ 与 ＶＰＡ、ＭＶＰＡ
之间不存在交互效应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幼儿年龄 ＦＭＳ 位移技能操作技能

对 ＭＶＰＡ 与 ＶＰＡ 的逐步线性回归分析(β 值ꎬｎ ＝ ３３２)

自变量
ＶＰＡ

不含交互项 含交互项

ＭＶＰＡ
不含交互项 含交互项

年龄 ０.２０∗∗ ０.１９∗∗ ０.１６∗ ０.１４∗

ＦＭＳ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２１
ＬＯ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０５ ０.２４
ＯＣ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１５
ＦＭＳ×年龄 －０.０２ －０.１５
ＬＯ×年龄 －０.０８ －０.２０
ＯＣ×年龄 ０.０５ －０.０８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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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粗大动作技能对身体活动关系的影响 　 ＯＣ 与
ＭＰＡ 呈正相关ꎬＦＭＳ、ＬＯ、ＯＣ 与 ＶＰＡ 呈正相关ꎬＦＭＳ、
ＬＯ、ＯＣ 与 ＭＶＰＡ 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幼儿粗大动作技能与身体活动的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３３２)

自变量 ＭＰＡ ＶＰＡ ＭＶＰＡ
ＦＭＳ Ｒ２

ａｄｊ值 ０.０３ ０.０３
β 值 ０.１９∗∗ ０.１７∗∗

ＬＯ Ｒ２
ａｄｊ值 ０.０３ ０.０２

β 值 ０.１９∗∗ ０.１５∗∗

ＯＣ Ｒ２
ａｄｊ值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３

β 值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１７∗∗

　 注:Ｒ２
ａｄｊ值为调整后的决定系数ꎻ∗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分析显示ꎬ上海地区 ３ ~ ６ 岁幼儿粗大动作技能发

展水平较低ꎬ除 ４ ~ ５ 岁 ＦＭＳ、ＯＣ 外ꎬ其余年龄阶段各
技能得分均低于北京同龄幼儿[８] ꎮ 幼儿 ＦＭＳ、ＬＯ、ＯＣ
存在年龄差异ꎬ与吴升扣等[８] 研究结果相似ꎮ 女童
ＬＯ 水平明显优于男童ꎬ与桂春燕等[２] 研究结果一致ꎮ
幼儿 ＭＶＰＡ 时间略显不足ꎬ未能达到运动指南推荐标
准(６０ ｍｉｎ / ｄ) [９] ꎮ 说明上海市 ３ ~ ６ 岁幼儿每天身体
活动主要以 ＬＰＡ 为主ꎬＭＶＰＡ 时间还有待增加ꎮ 每天
ＭＶＰＡ 时间男童优于女童ꎬ与 Ｆｏｗｅａｔｈｅｒ 等[１０] 研究结
果相似ꎮ 幼儿 ＭＶＰＡ 时间存在年龄差异ꎬ与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等[１１]研究结果一致ꎮ

数据显示ꎬＦＭＳ 对 ＭＶＰＡ 贡献率为 ２.６％ꎻ在技能
子域中ꎬＬＯ 对 ＭＶＰＡ 贡献率为 １.９％ꎬＯＣ 对 ＭＶＰＡ 贡
献率为 ２.５％ꎮ 说明与 ＬＯ 相比ꎬＯＣ 对 ＭＶＰＡ 的影响
效应较大ꎮ 研究还发现ꎬＯＣ 与 ＭＰＡ 具有正相关关
系ꎬ且贡献率为 １.２％ꎬ而 ＬＯ 与 ＭＰＡ 的相关性无统计
学意义ꎮ 可能与技能类型特点有关ꎻ位移技能类运动
(如跳跃、跑步)一般不需要器材ꎬ运动完成较为连贯
没有停顿或间歇ꎬ因此身体活动水平一般较高ꎻ操作
技能类运动大多需要通过投掷器械(如球、飞盘)辅助
完成ꎬ运动过程中会涉及更多静止或停顿ꎬ所以通常
活动水平不太高ꎮ

线性回归结果显示ꎬＦＭＳ 对 ＶＰＡ 贡献率为 ３.３％ꎮ
在技能子域中ꎬＬＯ 对 ＶＰＡ 贡献率为 ３.３％ꎬ操作技能
对 ＶＰＡ 贡献率为 ２.２％ꎬＯＣ 对 ＶＰＡ 的影响效应大于
操作技能ꎮ 从幼儿活动特点来看ꎬ幼儿在家及幼儿园
中的身体活动主要以非正式的游戏活动(如跳舞、跑
步、追逐) 为主ꎬ需要高水平的 ＯＣ 而不是 ＬＯ[１０] ꎬ且
ＯＣ 更多涉及大肌肉以及复合动作[１２] ꎬ导致消耗的能
量更多ꎬ从而造成身体活动水平较高或者身体活动的
立即增加[１３] ꎮ 说明在粗大动作技能子域中还存在其
他技能因素对幼儿 ＶＰＡ 时间具有正向促进作用ꎮ 根
据 ２０１６ 年学术界对粗大动作技能的重新定义ꎬ在粗大

动作技能子域部分又新纳入了稳定性技能(如旋转、
转身、弯腰等) [１３] ꎮ 因此ꎬ建议未来研究对我国幼儿进
行粗大动作技能测评时ꎬ需要纳入稳定性技能的测评
内容ꎬ从而更全面反映幼儿粗大动作技能的相关实际
情况ꎮ

综上所述ꎬ上海市 ３ ~ ６ 岁幼儿的粗大动作技能水
平有待提高ꎬ每天 ＭＶＰＡ 时间未达到推荐标准ꎻ就本
研究而言ꎬ３ ~ ６ 岁幼儿中ꎬ粗大动作技能对身体活动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ꎮ 其中 ＯＣ 对幼儿 ＶＰＡ、ＴＰＡ 影响
效应最大ꎬＬＯ 对 ＭＶＰＡ、ＭＰＡ 影响效应最大ꎮ 重视发
展 ３ ~ ６ 岁幼儿不同类型技能ꎬ可能是促进幼儿身体活
动的一个有效途径ꎮ 建议父母及教师对幼儿粗大动
作技能的开发予以重视ꎬ积极进行引导和提供练习的
机会ꎬ促进幼儿健康成长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马瑞ꎬ宋珩.基本运动技能发展对儿童身体活动与健康的影响

[Ｊ] .体育科学ꎬ２０１７ꎬ３７(４):５４－６１ꎬ９７.
[２] 　 桂春燕ꎬ王荣辉ꎬ刘鑫.儿童基本动作技能与体力活动关联性研究

进展[Ｊ] .体育学刊ꎬ２０１９ꎬ２６(２):８９－９５.
[３] 　 ＬＯＰＲＩＮＺＩ Ｐ ＤꎬＤＡＶＩＳ Ｒ ＥꎬＦＵ Ｙ Ｃ.Ｅａｒｌｙ ｍｏｔｏｒ ｓｋｉｌ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ｓ

ａ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Ｊ] . Ｐｒｅｖ Ｍｅｄ Ｒｅｐꎬ
２０１５ꎬ２:８３３ － ８３８. ＤＯＩ: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ｐｍｅｄｒ. ２０１５. ０９.
０１５.

[４] 　 李静ꎬ马红霞.儿童动作发展测试( ＴＧＭＤ－２)信度和效度的研究

[Ｊ] .体育学刊ꎬ２００７ꎬ１４(３):３７－４０.
[５] 　 ＤＡＬＥ Ａ Ｕ.Ｔｅｓｔ ｏｆ ｇｒｏｓｓ ｍｏｔ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

ｅｒ’ｓ ｍａｎｕａｌ[Ｍ].Ａｕｓｔｉｎ ＴＸ:Ｐｒｏ~ 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ꎬ２０００:３.
[ ６] 　 ＶＡＮ ＰＯＰＰＥＬ Ｍ ＮꎬＣＨＩＮＡＰＡＷ Ｍ ＪꎬＭＯＫＫＩＮＫ Ｌ Ｂꎬｅｔ 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２０１０ꎬ４０(７):５６５－
６００.

[７] 　 张云婷ꎬ马生霞ꎬ陈畅ꎬ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 Ｊ] .中
国循证儿科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１２(６):４０１－４０９.

[８] 　 吴升扣ꎬ姜桂萍ꎬ龚睿ꎬ等.３ ~ ６ 岁幼儿本体感觉能力和粗大动作

发展水平的特征及相关性研究[ Ｊ] .体育学刊ꎬ２０１６ꎬ２３(１):１３１－
１３５.

[９]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ꎬ北京体育大学与首都儿科研究

所.幼儿(３ 岁~６ 岁)运动指南(专家共识版)[Ｍ].２０１８.
[１０] ＦＯＷＥＡＴＨＥＲ ＬꎬＫＮＯＷＬＥＳ ＺꎬＲＩＤＧＥＲＳ Ｎ Ｄꎬ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ｅｅｋｄａｙ ａｎｄ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Ｊ Ｓｃｉ Ｍｅｄ Ｓｐｏｒｔꎬ２０１５ꎬ１８(６):６９１－６９６.

[１１]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Ｋ ＡꎬＤＯＷＤＡ ＭꎬＭＣＩＶＥＲ Ｋ Ｌꎬ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Ｐｅｄｉ￣
ａｔｒｉｃ Ｅｘｅｒｃ Ｓｃｉꎬ２００９ꎬ２１(２):１９６－２０８.

[１２] ＷＡＳＥＮＩＵＳ Ｎ ＳꎬＧＲＡＴＴＡＮ Ｋ ＰꎬＨＡＲＶＥＹ Ａ Ｌ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ｒｓ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ｔｏｒ
ｓｋｉｌｌｓ: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ＲＣＴ[Ｊ] .Ｊ Ｓｃｉ Ｍｅｄ Ｓｐｏｒｔꎬ２０１８ꎬ２１(７):７１４－７１９.

[１３]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Ｌ ＭꎬＳＴＯＤＤＥＮ ＤꎬＣＯＨＥＮ Ｋ Ｅꎬｅｔ ａｌ.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ｓ: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ｃｕｓ[Ｊ] .Ｊ Ｔｅａｃｈ Ｐｈｙｓ Ｅｄｕｃꎬ２０１６ꎬ３５(３):
２１９－２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１１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８

９１２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第 ４１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