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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粗大动作发展量表（ＴＧＭＤ－２）测试学前儿童基本动作技能发展，验证量表在学前儿童中使用

的信效度。研究方法：通过实验法测试学前儿童粗大动作发展水平，采用数理统计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研究结果：粗大

动作量表（ＴＧＭＤ－２）在本研究中表现出较好的信效度，其中身体移动技能分值较高，物体操作技能分值较低，年龄组与性别

不同呈现得分差异。结论：ＴＧＭＤ－２量表基本适合国内学前儿童粗大动作发展测试；测试总分与发达国家相比偏低，物体操

作技能测试结果优于身体移动技能；相比较女童，男童表现出更高的粗大动作发展水平与更熟练的基本动作技能；大龄组粗

大动作水平明显高于小龄组。建议：后续研究应扩大样本选取的范围，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建议

对不同身体发育水平及动作发展有障碍的学前儿童采用粗大动作量表的测试指标进行针对性实验，验证干预效果；本次研究

对量表的组成信度、收敛效度及区别效度进行了验证性分析，建议在后续研究中对评分者信度及量表的建构效度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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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从１９世纪初开始，对学前儿童（３－６岁幼儿）

发展的观察与评价都以动作为主要指标。进入２１

世纪，国内大部分学前儿童动作发展评价研究主要

集中在动作技能学习方法与特征的研究，而关于系

统的研究儿童早期动作发展评价方法与测量工具少

有鲜见。儿童早期动作发展的特殊性与敏感性决定

了动作发展的评价应采用该年龄段特有的工具与方

法。可以说观察、记录与评价儿童早期活动内容和

方法的过程是各种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教育决策的

基础。

国外成熟的学前儿童动作发展测试工具层出不

穷，但国内学龄前儿童动作发展测量工具研制相对

比较落后。本文对粗大运动发展测试量表第二版

（ＴｈｅＴｅｓｔｏｆＧｒｏｓｓＭｏｔ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ｎｄＥ

ｄｉｔｉｏｎ）测试学前儿童的基本动作技能发展，在此基

础上验证量表的信效度，研究可为国内学前儿童基

本动作技能发展的评价提供理论参考与实验指导。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１　受试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选取了西安市区的６所市区公立幼儿

园的６６４名４－６岁学龄前儿童参与本次研究，其中

２５名受试对象中途缺席未能完成全部实验，１５受试

对象由于个人原因中途退出测试，１０名受试者成绩

无效，最后保留６１４名有效的实验样本，平均年龄

５．００岁（标准差０．５５岁），其中受试样本中男童３３２

名，女童２９４名。对实验收集的数据采用数理统计

法分析。

２．２　研究设计与量表简介

“ＴＧＭＤ－２”粗大动作量表主要用于儿童早期

（３－１０岁）基本动作技能的检验。该量表由１２个

题目组成，分成两个分量表：身体移动能力与物体操

作能力。身体移动量表集中在六个技能：跑、立定

跳、跨步跳、滑动、快跑和单／双脚跳技能。物体操作

量表则集中在投掷、踢球、接球、击打球、运球、地滚

球技能。每项技能由３－５个动作标准来评估（测试

指标见表１，表２）。

表１　ＴＧＭＤ－２量表—身体移动技能分量表题目得分与测试标准

题目 项目得分 测试标准 题目 项目得分 测试标准

跑 ８ １．肘弯曲，单臂向相反的腿移动 前滑步 ８ １．起跑时，肘部弯曲在在腰部位置

２．跑步时，双脚腾空时间 ２．摆动退着地时脚后跟过渡到前脚掌

３．脚后跟或前脚掌着地 ３．有很短的腾空期，且双脚离开地面

４．非支撑腿折叠大约９０度 ４．保持有节奏四次连续快跑

立定跳 ８ １．准备起跳时，两膝弯曲，双臂在身后 跨步跳 ６ １．一只脚起跳，相反脚落地

２．双臂强有力伸展，前后摆动过头顶 ２．有很短腾空期，双脚离开地面

３．双脚起跳，双脚同时着地 ３．用摆动腿对侧的手臂摆动向前跳

４．着地时身体保持平衡

侧滑步 ８ １．身体转向一侧，双肩呈一条线与地面平行 单脚跳 １０ １．支撑腿向前摆动提供辅助力量

２．向一侧滑步，双脚依次进行 ２．非支撑腿的脚在身体后面

３．最少向右或左侧做四次滑步 ３．双臂弯曲，一起向前摆动产生辅助力量

４．双臂辅助腿的运动 ４．前脚掌着地

５．用自己习惯的脚连续三次起跳落地

３　研究过程与结果分析

３．１　数据收集

在进行粗大动作测试（ＴＧＭＤ－２）时，为确保

受试儿童能更好的理解如何完成这些测试动作，及

其确保测试工作的顺利有效完成，研究者依据量表

的指标要求做了几项特别说明：首先，工作人员必须

带领受试儿童进行热身练习，每组２０人分别进行。

在受试儿童动作测试前进行动作示范，进而由测试

人员带领受试儿童尝试练习２－３次以熟悉测试过

程。测试进行时评分人员必须站在受试儿童完成动

作测试的正前向，以便更清晰、准确的评分，同时，受

试者正前方架设摄像机全程录取测试过程以备修正

测试数据。其次，单脚跳、脚踢球、下手滚球都会涉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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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受试儿童惯于使用某只手或脚的问题，那么如何

界定是否偏爱或习惯使用某只手或脚完成练习，根

据Ｆａｇａｒｄ的文献提到：是否习惯使用某只手或脚的

界定是在练习中连续至少３到４次使用到的那只手

或脚。因此可以认为习惯使用的手或脚是儿童动作

发展的潜在影响因素，本研究只做概念说明，不作为

变量引入实验中分析。

表２　ＴＧＭＤ－２量表—物体操作技能分量表题目得分与测试标准

题目 项目得分 测试标准 题目 项目得分 测试标准

肩上投球 ８ １．由手臂向下摆动开始带动身体扭转 接球 ６ １．准备动作：肘弯曲，手在体前

２．臀部与肩部旋转以便身体对侧面对投掷目标 ２．当球接近时，上臂伸展迎接球

３．很自然地、恰到时机投球出手 ３．用手或手指轻松接住球

４．胳膊向前随挥动作明显

地滚球 ８ １．头部、胸部面对前方，手臂向躯干后下方摆动 击打球 １０ １．击球后协调的转体

２．手臂在身体垂直面活动 ２．双脚平行站立，非优势侧面对前方击打

３．膝盖弯曲、重心下降 ３．胳膊的动作在球拍活动的水平面

４．球出手时贴近地面，弹起不高于１０厘米 ４．球接触到了球拍

５．击球后有随挥动作

脚踢球 ８ １．快速地跑动接近球 原地运球 ８ １．胳膊的活动独立于躯干

２．在踢球前迈一大步或跨一步准备踢球 ２．球与手接触时在腰间的高度

３．后摆与向前摆动的动作协调 ３．用手指按压球，而不是用手掌拍

４．踢球后，腿有向前摆动的动作，未停顿 ４．控制运球连续四次，同时双脚未动

３．２　描述性统计与量表的验证分析

研究将测试的原始数据录入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

行数据梳理，按照量表的的分类进行描述性统计。

表４中，粗大动作量表测试的两个维度按照受试者

年龄分为３个组，其中４岁年龄组身体移动技能与

物体操作技能得分比较低，５岁年龄组次之，６岁年

龄组最高。表３为测试得分的描述性统计。

表３　粗大动作量表测试的描述性统计 （Ｎ＝６１４）

题目 平均值 标准差 偏度 ｐ 峰度 ｐ

单脚跳 ５．４１ ２．６６ －０．３７ ０．００ －０．７０ ０．００

滑步 ５．５０ ２．６７ －０．８２ ０．００ －０．６２ ０．００

加速跑 ５．９８ ２．４５ －１．１４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２４

立定跳 ６．６９ １．７１ －１．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００

跨步跳 ４．２１ ２．０２ －０．８４ 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００

跑步 ７．１２ １．３３ －１．３１ ０．００ ０．４３ ０．０５

运球 ４．４９ ２．７１ －０．１３ ０．２０ －１．３２ ０．００

踢球 ５．２７ ２．６２ －０．３６ ０．００ －１．３２ ０．００

接球 ２．３５ １．６９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４８ ０．００

肩上投球 ２．９９ ２．００ ０．７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７１

地滚球 ３．１４ １．９０ ０．８５ ０．００ ０．１６ ０．４０

击打球 ５．３７ ２．９９ ０．２４ ０．０２ －１．２９ ０．００

　　本次才是采用标准分数测量，所有的观测值均

在正负３倍标准差（Ｍ !３ＳＤ＆ Ｍ ＋３ＳＤ）区间

内。经检验，测试各题目数据与测试总分数据分布

符合单项正态分布与多元正态分布。

表４结果显示：１２个测试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

０．５以上，身体移动技能与物体操作技能克隆巴赫

阿尔法系数为０．７６与０．６９，基本高于０．７的标准。

运用因子载荷计算两个维度的组成信度（ＣＲ）为

０．７５与０．６７。两个维度的平均方差萃取量为０．５３

与０．６２，均高于０．５的标准。同时，平均方差萃取量

均高于与两维度的皮尔森相关值，可以认为本研究粗

大动作量表两个维度具有区别效度。Ｘ２显著性概率

值Ｐ＝０．０００＜０．０１、Ｘ２＝６２．６８３、Ｘ２／ｄｆ＝１．２３９＜３、

ＧＦＩ＝０．９７４＞０．８、ＲＭＳＥＡ＝０．０３１＜０．０８；增值拟合

度ＡＧＦＩ＝０．９３２＞０．９０、ＣＦＩ＝０．９８０＞０．９０，据此粗

大动作量表在本次研究中的信效度验证通过。

表４　粗大动作测试量表题项因子

载荷、误差方差与相关报表

维度 题目

因子载荷

身体移

动技能

物体

控制能

误差

方差

皮尔森

相关

身体移

动技能
单脚跳 ０．７１ — ０．５ ０．５６

滑步 ０．７８ — ０．６

加速跑 ０．６８ — ０．４６

立定跳 ０．５７ — ０．３３

跨步跳 ０．５６ — ０．３１

跑步 ０．６４ — ０．４２

物体操

作技能
运球 — ０．５８ ０．４６ ０．５６

踢球 — ０．５ ０．２５

接球 — ０．５４ ０．４１

肩上投球 — ０．６６ ０．４３

地滚球 — ０．６２ ０．５２

击打球 — ０．６３ ０．３９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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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　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学前儿童中进行粗大动作量

表测试的验证性分析。研究的结果证实，粗大动作

量表的基本适用国内３－６岁幼儿动作发展的评估，

测试结果表现出较好的信效度。１２个题项中立定

跳、跨步跳与踢球的得分较低，对量表测试总分的影

响较大，在幼儿园的实际调研中也发现，该年龄段幼

儿的下肢爆发力、协调性相对较差，尤其是上下肢协

调性表现较差。

测试过程中，男童表现出更熟练的动作技能，对

测试项目表现出更高的兴趣与更高的参与度。这些

性别上的差异可以归因于环境影响与社会文化的因

素。许多女童对动作测试器材表现出畏惧、较低的

参与兴趣。总体上看，测试总分男童均高于女童，但

部分项目（跨步跳、击打球）表现出女童稍高于男童

的优势。

学前早期所表现出的动作技能的差异支持研究

量表中所特别设定的动作测量标准。幼儿园对于这

种指令性与发展性并举的特定动作技能学习程序也

是适合的。特定的动作技能干预相比较随意的自由

活动对提升学龄前儿童的动作技能发展更加有效。

因此，依据粗大动作测试的指标，设定学前儿童参加

特定指令、发展性的适宜动作练习，可以减少或消除

代偿动作的约束。本次研究学前儿童基本动作技能

的三个方面（粗大动作量表总分，物体控制技能与身

体控制技能）显示出中度的相关性。与Ｓｔｏｄｄｅｎ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关于学前儿童的基本动作技能分量表与

总量表密切关系的研究观点相一致。

在最近２０年里，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生活水

平的提高，学前儿童成长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可能

潜在影响他们基本动作技能的发展。本次研究所采

用的粗大动作评价量表引自国外，国内关于学前儿

童动作发展水平量表使用相对较少，对不同地区、不

同民族人群使用的信效度的参考文献相对较少。本

研究使用该量表也证实了较好的信效度。最后，本

次实验过程中发现平时身体活动参与较多的学前儿

童表现出更高的基本动作技能水平，这也为后续研

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５　小结与讨论

本此研究对学前儿童粗大动作量表进行了验证

性因素分析，量表表现出较好的信效度，基本适用国

内学前儿童的动作技能评价，但物体操作技能表现

出较差的测试效果。男童的测试结果优于女童，且

表现出更高的基本动作技能水平与身体活动参与

度。从年龄分组看，大龄组基本动作技能优于高于

小龄组；物体操作技能中部分项目，类似击打球、抛

接球受试人群接触较少，项目测试效果较差，对总体

得分影响较大。

本次样本选取范围较为局限，建议后续研究扩

大样本选取的区域，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更为

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次研究的受试群体均为身体发

育正常的学前儿童，后续研究建议对不同身体发育

水平及动作发展有障碍的学前儿童进行针对性干预

实验；本次研究对量表的组成信度、收敛效度及区别

效度进行了验证性分析，建议在后续研究中验证评

分人员的评分者信度及量表的建构效度。

［参考文献］

［１］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Ｔ．Ａ．，Ｊａｃｋｓｏｎ，Ａ．Ｓ．，Ｍａｈａｒ，Ｍ．

Ｔ．，＆Ｒｏｗｅ，Ｄ．Ａ．Ｍ．（２００６）．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８ｔｈｅｄ．）［Ｍ］．Ｂｏｓｔｏｎ：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２］　Ｂｒａｓｅ，Ｃ．Ｈ．，＆Ｂｒａｓｅ，Ｃ．Ｐ．（２００５）．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

ｂｌ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８ｔｈｅｄ．）［Ｍ］．Ｂｏｓｔｏｎ：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Ｍｉｆｆ

ｌｉｎ．１０７，２３８!２４６．

［３］　ＰＡＹＮＥ，耿培新．人类动作发展概论［Ｍ］．北京：人民

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７－８．

［４］　任园春，赵琳琳，王芳等．不同大肌肉动作发展水平儿

童体质、行为及认知功能特点［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１３（３）７９－８４．

［５］　王绮，肖农，任永平等．婴幼儿脑性瘫痪粗大运动功能

评价量表信度与效度研究［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１，４０

（２６）：２６４３－２６４４．

［６］　Ｈａｙｗｏｏｄ，Ｋ．Ｍ．，＆Ｇｅｔｃｈｅｌｌ，Ｎ．（２００５）．Ｌｉｆｅｓｐａｎ

ｍｏｔ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４ｔｈｅｄ．）［Ｍ］．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ＩＬ：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７］　Ｅｖａｇｇｅｌｉｎｏｕ，Ｃ．，Ｔｓｉｇｉｌｉｓ，Ｎ．，＆Ｐａｐａ，Ａ．（２００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ｏｆｇｒｏｓｓｍｏｔ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Ａｄａｐｔｅｄ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４８３!４９５．

［８］　花静，孟炜．儿童发育协调障碍评估工具在我国应用效

度的初步分析［Ｊ］．中国儿童保健杂志，２０１０，１８（７）：

５５９－５６２．

［９］　李静，梁国力．大肌肉群发展测试（ＴＧＭＤ－２）信度和

效度的研究［Ｊ］．中国体育科技，２００５，４１（２）：１０５

－１１４．

［１０］李卓，席宇诚，黄真．ＰＤＭＳ－２运动发育量表与ＧＥ

ＳＥＬＬ儿童发育量表一致性研究［Ｊ］．中国康复医学杂

志，２００８（２３）：１０７１－１０７３．

［责任编辑　沈正军］

８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