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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统合训练对儿童认知与执行功能影响的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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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讨感觉统合训练对执行功能的影响，笔者从福建省龙岩市某注意力培训学校中选取6-7岁学龄前儿童28名，

所有儿童接受《儿童感觉统合检核表》和执行功能的认知测验，并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接受不同的干预训练。结果发

现：1)64.3%的儿童存在不同程度的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2)运动与认知配合的训练方案要比单纯的认知训练方案在儿童执行

功能的提升方面有更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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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vention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Sensory Integration Training
on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Execu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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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ensory integration training on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 28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6-7 years were selected from an attention training school in Longyan City, Fujian Province. All children are re⁃
quired to finish a Children’s Sensory Integration Checklist and some cognitive tests on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they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hich receive different intervention training.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64.3% of children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sensory integration disorders；2）a training program that combines exercise with
cognition training has a more obvious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 than a pure cognitive train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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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

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这一观点再次强调

了儿童是未来的希望。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

变，越来越多儿童出现了种种“时代疾病”，这不

仅制约着儿童本身的身心发展，也是教育现代化

建设面临的一大难题。有这样一群儿童，他们比

较好动，坐不住，对不感兴趣的事情很难集中注

意力，做事情经常缺乏目的性，话只听一半或没

有听完就急着反应，动作笨拙，喜欢以跑代走，又

容易受伤，到了学龄阶段，对新的知识学习总是

比别的孩子慢，容易分心，抄写功课漏字漏行，阅

读过程跳字跳行，不仅成绩不好，容易冲动，无法

收稿日期：2020-07-09；修回日期：2020-08-11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9C064）

作者简介：谢腾,男，福建龙岩人，龙岩学院师范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儿童认知与发展；杨云,女，福建龙岩人，龙

岩学院党委宣传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10期

克制自己，人际交往也很差，这些行为可能就是

感觉统合失调的表现。

感觉统合失调本身并不可怕，但也不会随着

时间推移逐渐“消失”，而是逐渐由“外显”的症状

向“内隐”的认知问题转变，变成影响儿童认知和

学习能力的重要因素，执行功能障碍就是其中重

要的代表之一。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

tion)是一种受额叶调节的高级认知功能，源自

于对前额叶皮层损伤后果的研究，在早期研究中

又被称为“额叶功能”。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

现，执行功能不仅涉及额叶，还涉及边缘系统等

其他皮质区以及小脑等，从而将执行功能的概念

与人类的认知功能相关联。这引起了认知心理

学对执行功能的关注。早期的认知心理学观点

倾向于将执行功能看做是一个整体，是一种单一

的工作记忆的中央执行系统。现在大多数研究

者倾向于认为，执行功能是个体对思想和行为进

行有意识监督和控制的心理过程[2]。见表1。

表1 不同的执行功能的概念取向

概念

狭义

广义

神经生理学(功能取向)

额叶功能

多个神经生理
系统的综合功能

认知心理学(结构取向)

工作记忆的中央执行系统

多种认知成分的组成

笔者在本研究中采用的是广义的认知心理

学取向的执行功能的概念，认为执行功能是一种

多种认知成分组成的总称。从现有的研究中发

现，从4岁开始，儿童中的执行功能快速发展，与

之相关的学习品质也获得了快速发展[3]。

综合来看，感觉统合与执行功能是一种相互

影响的关系，二者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已有

研究发现，感觉统合的干预训练对个体认知能力

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执行功能作为个体

认知过程的指挥官，决定着个体对复杂信息的处

理能力，执行功能的损害，是注意力缺陷儿童的

核心缺陷，而感觉统合失调与儿童的注意力缺陷

又有着密切的影响。因此，将感觉统合干预训练

应用于儿童执行功能的研究，可以作为生理对心

理相互影响的一个有效佐证，也是对目前相对较

少实证研究的一个补充。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取立意取样的方法，从龙岩市某儿童注意

力培训学校中选取幼儿园大班儿童28名，年龄为

6.54±0.51。选取该培训学校主要基于以下三

点原因：首先，该培训学校中有较多幼儿园大班

的学员，方便选取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其次，该

培训学校具备感觉统合训练教室，本身也有开设

感觉统合训练课程，方便家长了解感觉统合训练

相关的课程；最后，培训学校中的儿童家长大多

具有比较强烈的提升儿童学习能力的动机与需

求，从而保证研究计划的开展。最终将被试分为

两组，实验组16人（男生10人，女生6人），控制组

12人（男生9人，女生3人），分别接受为期两个月

共30次的合计60小时的干预训练。

（二）研究工具

1.感觉统合测评工具

儿童感觉统合能力的评定使用台湾地区郑信

雄编制的经过祖国大陆学者修订的《儿童感觉统

合检核表》，由58个问题组成。由儿童的父母或

知情人根据儿童最近1个月的情况填写。量表的

评分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在国内经过较长时间

的使用，表现出较好的信效度，同质信度为0.44-

0.63，分半信度为0.68-0.77，重测信度为0.47-

0.73，并根据年龄及性别建立了标准化常模[2]。

尽管近年来有新的感觉统合评定工具，但尚缺乏

足够的推广和使用，在信效度证据方面有所不足。

2.执行功能测评工具

执行功能评定工具常见的有两类，一类是认

知功能测验，一类是执行功能量表。由于执行功

能量表在本土化的应用相对较少，缺乏比较系统

全面的信效度的证据，故本研究参照经典的认知

功能测验，采用e-prime自编实验范式，根据儿童

的年龄特点设置1种抑制功能的测量任务（Simon

任务），1种转换功能的测量任务（Local-Global

任务）和1种工作记忆功能的测量任务（N-back任

务），主要围绕执行功能的抑制控制、认知转换和

工作记忆这三个核心认知功能进行测试。

Simon任务主要诱发目标呈现位置和反应方

位之间的冲突，如果二者是一致的，那么反应时

间会较不一致条件（即冲突条件）大大缩短，这种

现象被称为Simon效应。在该任务中，颜色刺激

（或形状刺激）呈现在荧幕的右侧或者左侧，每一

个颜色（形状）对应键盘上的一个按键，呈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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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应方位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二者的反

应时之差作为抑制能力的指标。笔者选用红绿

两种颜色作为刺激呈现材料，反应方位对应键盘

按键的“F”和“J”。由于本研究中的被试年龄较

小，对键盘按键的方位不一定熟悉，所以在键盘

“F”键贴上红色的圆点，键盘“J”键上贴上绿色的

圆点，建立反应方位的左右之分。

Local-Global任务首先在荧幕上出现一个

大图形，由许多小图形组成。比如，小圆形组成

的一个三角形，任务根据背景颜色来判断，白色

背景判断大图形是什么形状，黑色背景判断小图

形是什么形状。本研究中儿童并不认识过于复

杂的多边形，故选用三角形和正方形两种最常见

的图形作为材料，包括两种组合，一种是小三角

形组成的大正方形，另一种是小正方形组成的大

三角形。判断任务也有两种，一种是判断大图形

的形状，另一种是判断小图形的形状，对应键盘

的不同按键，“F”代表三角形，“J”代表正方形。

为了避免被试记错形状，在对应的按键上贴上形

状贴纸。因变量为转换任务时和基线任务时的

反应时之差。

N-back是经典的工作记忆的测验之一，任务

要求被试将刚刚出现过的刺激与前面第n个刺激

相比较，通过控制当前刺激与目标刺激间隔的刺

激个数来操纵负荷[4]。当n=1时，要求被试者比

较当前刺激和与它相邻的前个刺激；当n=2时，则

比较当前刺激和与它前面第二个位置上的刺激；

当n=3时，要求比较的是当前刺激和它前面第三

个位置上的刺激；依此类推获得不同程度的任务

难度。在本研究中，选用数列长度在6-12位，n=2

的难度量级，一共20题，以孩子通过的题目数作

为孩子工作记忆的评价指标。见图1。

指导语1

+
练习

+
红or绿

绿or红

指导语2

+

+

指导语3

+

8521466

反应窗

1000ms

3000ms

10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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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任务3000ms

1000ms

语音信息

图1 执行功能任务流程

3.实验流程

研究起始于2019年6月，因为7，8月份暑假

正是儿童接受集中训练的好时机。首先在培训

学校内招募被试，在前台处留放宣传资料，与家

长当面沟通研究的目的并征求家长的同意，签署

《知情同意书》。共取得28名家长的同意，但其中

12名家长无法确保暑假期间孩子的出勤率，因此

将能保证出勤的作为实验组，共16人，无法保证

出勤的作为对照组。让两组儿童的家长都填写

《感觉统合检核表》和执行功能的认知测验，收集

干预前的基线水平能力。接着对实验组被试进

行为期30次的干预（两个月），干预的内容包括感

觉统合训练和认知干预训练，控制组被试则按照

既有的安排接受启点教育培训学校的注意力训

练课程。干预结束后再次让家长填写《儿童感觉

统合检核表》，并对儿童进行执行功能的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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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流程如图2。

前测

筛选被试

儿童感觉统合检核表

实验组（16人）

控制组（12人）

执行功能认知功能测验

两个月干预

后测

抑制控制

认知弹性

工作记忆

感觉统合

认知干预

Simon

Local-Global

N-back

图2 研究流程

4.训练方案

本研究自2019年7月初至8月，合计30次课

程作为干预周期。在此期间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3：00-5：00的时间，对28名儿童进行2节课的训

练，每节课各1个小时，先进行认知能力训练，后

进行感觉统合训练。认知能力训练包括视听觉

集中、视听觉分辨、视听觉记忆和视听觉转移；感

觉统合训练包括前庭觉训练、本体觉训练和触觉

训练。控制组只接受认知能力课程的训练，但是

将认知能力课程训练的内容上进行翻倍，每节课

也是各1个小时。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际接受的训

练时长是相同的。课程训练方案如表2，表3。

表2 感觉统合课程方案

指标

前庭觉

本体觉

触觉

课程目标

平衡、协调

协调、灵活

控制，稳定

包含的子维度

跳

手眼协调

触觉刺激

翻

四肢协调

深压刺激

滚

反应速度

温度刺激

旋转

肌肉耐力

摆荡

双侧协调

课时安排

每次课程均

包 含 前 庭

觉、本体觉

和触觉的训

练内容

项目举例

大滑梯滑行，俯卧网缆

插棍，走线，平衡台站

立，跳跳龙，滑板爬行，

旋转陀螺，独角凳，金

鸡独立，袋鼠跳，蹦床，

脚踏车，万象组合，阳

光隧道，串珠，踩踏石

……

表3 认知能力课程方案

指标

集中

分辨

记忆

转移

课程目标

看/听得
快速、稳定

看/听得
正确、精准

看/听得
牢固、明白

看/听得
协调、联动

包含的子维度

视觉警觉

视觉空间

视觉理解

视动统合

听觉警觉

方位知觉

听觉理解

听觉分配

视觉平顺

视觉思维

手眼协调

视觉广度

听觉思维

听动统合

视觉追踪

工作记忆

手耳协调

课时安排

第1-10次课

第11-15次课

第16-20次课

第21-30次课

二、研究结果

（一）感觉统合能力分析

由于本研究选取的对象为6-7岁儿童，所以

大年龄儿童的特殊问题分量表的3个题目不作为

正式测试的选项，将感觉统合检核表的原始数据

录入后，对照标准t分数转换表，将原始分数转换

成为标准t分数后进行数据分析。根据检核表的

评分标准，即四个项目中只要有一项标准分低于

40分即评为感觉统合失调，40以下为轻度，30分

以下为中度，20分以下为重度[5]。

表4 干预前各组儿童的感觉统合能力情况

实验组

控制组

百分比

N

16

12

100%

正常

6

4

35.7%

轻度

9

6

53.6%

中度

1

2

10.7%

重度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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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干预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儿童的感觉统

合能力情况可以发现，64.3%儿童存在轻度或中

度的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只有35.7%儿童的感

觉统合是正常水平。见表4。从干预前各组儿童

得分情况来看，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儿童在干预前

感觉统合的各项得分虽然都低于标准分常模的

平均值，但是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二者存

在差异的可能并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

水平，说明干预前两组的分组是合理的，感觉统

合能力基本相当。在干预后的独立样本t检验

中，虽然两组的差异同样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上

的显著水平，但二者的得分的差距有拉大的趋

势。从前后测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来看，实验

组在前庭功能、本体感、触觉防御和学习能力四

个维度的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控制组只

有在学习能力这个维度的得分上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见表5。

表5 干预前后各组儿童的感觉统合得分情况

前庭功能(前测)

前庭功能(后测)

配对样本t检验

本体感(前测)

本体感(后测)

配对样本t检验

触觉(前测)

触觉(后测)

配对样本t检验

学习能力(前测)

学习能力(后测)

配对样本t检验

实验组

41.94±8.42

44.12±6.45

-3.487**

41.06±9.07

42.12±8.05

-2.262*

44.69±4.85

45.56±4.13

-3.050**

40.63±5.69

42.25±4.40

-3.105**

控制组

41.42±7.83

41.67±7.13

-0.897

41.00±7.45

41.42±7.32

-1.101

43.75±4.99

43.83±4.59

-0.248

40.25±6.88

40.83±6.16

-2.548*

独立样本t检验

0.167

0.955

0.019

0.239

0.500

1.046

0.158

0.711

注：*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下同

（二）执行功能水平分析

从干预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儿童的执行功

能水平的对比可以发现，虽然干预前控制组儿童

在各项能力上与实验组有所不同，但差异并没有

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干预后在抑制

控制和认知弹性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

在这两项能力上的指标要优于控制组。从前后

测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来看，实验组在执行功

能各项任务上的前后测差异均达到统计学意义

上的显著水平，而控制组只有在工作记忆这一维

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6。

表6 干预前所有儿童的执行功能水平统计

抑制控制(前测)

抑制控制(后测)

配对样本t检验

工作记忆(前测)

工作记忆(后测)

配对样本t检验

认知弹性(前测)

认知弹性(后测)

配对样本t检验

实验组

762.81±194.18

524.06±156.40

5.017***

6.69±2.70

8.43±3.14

-2.621*

719.31±206.07

445.13±121.36

5.103***

控制组

827.25±171.06

736.67±174.37

1.992

7.67±2.23

9.42±2.02

-2.434*

786.83±119.63

688.83±134.49

1.833

独立样本t检验

-0.913

-3.390**

-1.021

-0.941

-1.012

-5.022***

注：抑制控制和认知弹性的指标为反应时之差△R，工作记忆的指标为正确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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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

（一）感觉统合能力

研究发现，64.3%的儿童存在不同程度的感

觉统合失调的现象，这一比例比之尹可可[6]、黄

娟[7]、曹秀蓄[8]、任桂英[5]、胡怡萍[9]等人的研究

中所发现的22.3%-62.3%之间，本研究所发现的

感统失调的比例相对较高。究其原因，与本次

研究所选取的对象有关，由于本次研究选取的

研究对象来自注意力培训学校，所以较多儿童

存在感觉统合失调的问题。实验组比控制组

在干预后感觉统合各项能力均有明显的提升，

说明实验组的训练方案在效果上是优于控制

组的方案，即实验组的运动+认知的训练方案

要比控制组的认知+认知训练课程有更明显的

效果。不过，这也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控制

组的注意力训练课程并没有涉及感觉统合的

训练，因此儿童在感觉统合能力上没有提升也

是合理的，其课程本身在儿童学习能力提升上

仍是有明显效果的。

（二）执行功能水平

从执行功能水平的变化来看，干预前实验组

和控制组两组儿童的执行功能能力水平是没有

显著差异的，干预后实验组在执行功能各项能力

上均和干预前有明显提升，而控制组只在工作记

忆这一维度上有比较明显的提升。这同样说明

了实验组的训练方案对执行功能的提升有更好

的效果。这一现象与传统观点有较大的不同。

传统观点认为，接受更多的认知训练的控制组在

认知能力的提升方面应该要更好，但事实却是

“动中有静”的训练效果反而更明显。这说明运

动训练更加契合孩子喜欢玩的天性，让孩子通过

科学、适当、正确地玩，在认知训练中才能学会静

下来听，静下来看，静下来学。这种模式对孩子

的执行功能发展起到了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

不过在工作记忆方面，两组的儿童都有比较明显

的提升，两种训练方案在这方面效果的差异并不

明显。究其原因，工作记忆与感觉统合训练的关

联性并不大，感觉统合训练更多的和执行功能的

抑制控制能力和认知弹性有关。

四、结论与不足

笔者对28名学龄前儿童的感觉统合能力和

执行功能水平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64.3%的儿

童存在不同程度的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对28

名被试进行为期两个月共30次合计60小时的训

练，结果发现，“动中有静”的运动+认知训练方案

要优于单纯认知的训练方案，说明感觉统合搭配

执行功能训练对提升儿童认知能力起到了1+1大

于2的效果。

由于人力和时间的限制，也担心后期被试流

失的问题，本研究未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追踪

研究，如了解儿童升入小学后的学习表现等；也

未对训练效果的保持进行研究，如追踪干预结束

后三个月儿童的执行功能的表现等，这些都是今

后有待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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