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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身体活动对儿童的体质健康至关重要，了解儿童对身体活动的态度能够更有效地培养儿童积极的身体活动习惯。笔者

通过实验程序对儿童的外显和内隐身体活动态度进行测量，结果发现，无论是外显态度还是内隐态度，儿童都更加偏好于中高

强度的身体活动，且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由此可以发现，儿童对身体活动保持着较为积极的态度，在生

活中应更多地为儿童提供丰富的活动材料和充分的活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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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icit and Implicit Attitudes to Physical Activity in Children Aged 3-6
WANG C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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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sical activity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attitudes towards physical activi⁃
ty can be helpful to cultivate children’s positive habits of physical activity more effectively. In this study，children’s explicit and im⁃
plicit physical activity attitudes were measured by experimental procedur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ldren preferred moderate-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MVPA）regardless of explicit or implicit attitudes，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explicit
and implicit attitudes. Therefore，it’s found that children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physical activity，and they should be provid⁃
ed with abundant activity materials and sufficient activity opportunities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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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身体活动不足是影响儿童健康非常重要的

危险因素之一。我国最新颁布的《中国儿童青少

年身体活动指南》中指出，身体活动是机体骨骼

肌收缩引起的高于基础代谢水平的能量消耗活

动，其中包括：职业工作、家务、休闲活动、体育运

动以及健身和健康为目的的身体锻炼［1］。身体活

动评价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活动类

型、频率、持续时间、强度和其他因素。根据不同

的代谢当量将身体活动的强度划分为四个等级，

静态行为、低强度身体活动、中等强度身体活动、

高强度身体活动。在国际上，以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世界卫生组织（WHO）等为首的国家、国际组

织纷纷出台身体活动推荐量，对儿童的日常身体

活动时间和强度作了详细说明，如：世界卫生组

织推荐儿童每日的身体活动量为60分钟以上的

中高强度身体活动［2］，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国家也在身体活动指南中建议学龄前儿童每天

不同强度身体活动时间至少达到180分钟，每天

连续的静坐时间不宜超过60分钟。我国也制定

了《学龄前儿童（3-6岁）运动指南》和《中国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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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其中指出学龄前儿童每

天24小时内的累计运动时间应至少达到180分

钟，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运动应累计不少于60分

钟［3］。

近年来，儿童身体活动不足、体质健康下降、

超重和肥胖率持续上升等问题仍不断凸显。众

多的研究都已经表明了身体活动对于儿童健康

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应重视学龄

前儿童积极身体活动习惯的培养，保证儿童拥有

充足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减少儿童静态行为的

持续时间。儿童对于身体活动的态度很大程度

上代表了儿童对于参与身体活动所展现出的兴

趣和意愿，以往研究中普遍更加关注父母及教师

对于儿童身体活动的态度，而儿童自身的态度则

极少有人调查。本研究通过外显态度与内隐态

度两个方面对儿童身体活动的态度进行调查，以

了解儿童自身的真实态度，使家长和教育者了解

儿童的现有想法进而更有效的培养儿童积极的

身体活动习惯。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预实验被试选择沈阳市一所公办幼儿园的

中班幼儿，共33名幼儿，其中男孩20名，女孩13

名。正式实验的调查对象选择沈阳市一所公办

幼儿园的大、中、小班幼儿共120名。实验由一名

主试现场施测，剔除无效数据后共得到114人。

（二）研究工具

1.外显态度测验

本研究使用图片选择的方式进行测量。通过

看图片的方式进行选择，其中10张静态活动图

片、10张中高强度身体活动的图片。所选取的图

片与内隐态度的测量图片在活动项目上相同，但

图片的呈现内容不同。主试者随机呈现两类图

片，由幼儿选择更喜欢哪一张图片。测试共20个

试次，通过幼儿选择中高强度的百分比作为外显

指标。通过图片的形式进行呈现能够使儿童更加

直观的感受，减少言语表述与理解的差异和困难。

2.内隐联想测验（PSF-IAT）

幼儿友好型内隐联想测验（Preschooler-

friendl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PSF-IAT）是由钱

淼在幼儿内隐种族态度的研究中建构和应用的，

并验证了它对社会概念和非社会概念内隐态度

测量的有效性［4］。PSF-IAT根据IAT的核心原理

进行编制，因此两者在核心的测量原理上是相同

的，两者的不同在于它将属性刺激与按键相融

合，并且以图片化的方式代替语词的形式来呈现

属性刺激，减少了儿童对于文字阅读和理解能力

的要求。同时，程序的简化使实验的整体试次减

少，大幅缩减了实验所需的时间，符合儿童在注

意力发展上的特点，减少了儿童长时间集中注意

力的困难。

实验采用E-Prime2.0心理学实验软件呈现

剌激，程序将自动记录被试的错误应答率和按键

反应时间。电脑屏幕中间会随机出现一张静态

活动或者中高强度身体活动的目标图片，屏幕的

左下方和右下方会分别出现一个笑脸和一个哭

脸。在实验中，将相容任务界定为笑脸与中高强

度身体活动图片、哭脸与静态行为活动图片的结

合，而不相容任务界定为哭脸与中高强度身体活

动图片、笑脸与静态行为活动图片的结合。PSF-

IAT测验一共分为4个步骤：第一步，随机呈现目

标图片与属性图片进行匹配，即“中高强度身体

活动-笑脸、静态行为活动-哭脸”。进行8次作为

第二步的练习。第二步，正式的相容任务。与第

一步操作相同，进行20次。第三步，随机呈现目

标图片，对目标图片进行反转判断，即“中高强度

身体活动-哭脸、静态行为活动-笑脸”。进行8次

作为第四步的练习。第四步，正式的不相容任

务。与第三步的操作相同，进行20次。左右两侧

的按键次数相同，即笑脸和哭脸的按键次数相

同。表1呈现了任务和按键的具体情况。
表1 IAT程序测验任务及按键情况举例

步骤

1

2

3

4

任务

相容任务（练习）

相容任务（正式）

不相容任务（练习）

不相容任务（正式）

次数

8

20

8

20

反应键

如：跳绳—笑脸 看书-哭脸

同上

如：看书—哭脸 跳绳—笑脸

同上

反馈

有反馈（选择正确才继续进行）

无反馈

有反馈（选择正确才继续进行）

无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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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验当中，屏幕上会首先出现一个“+”，持

续800毫秒，接下来给被试呈现练习阶段的任

务。练习部分的任务在每个试次反应后都会得

到反馈，正确的反馈是一个蓝色的对号，错误的

反馈是一个红色的错号。如果反应错误，会重新

出现此试次要求被试进行更正，选择正确才能进

入下一个试次，在全部做对后进入正式实验。正

式实验的任务与练习阶段的任务相同，但不会再

出现对错的反馈，如图1所示。

被试进行正确反应后
才能进入一下试次

被试进行相容任务或
不相容任务，选择笑
脸或哭脸

1000ms

800ms

图1 实验流程（以练习阶段的错误反应试次为例）

同时，每个阶段有指导语，不同阶段的指导

语在形式上是相同的，只是为了让幼儿清楚每个

阶段的任务所以在内容上有所差别。实验图片

中相关的活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关于身

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进行选择，所有图片由

同一人所画，并使用图片处理软件photoshop进行

处理，保证以下几点：（1）所有图片的人物和物体

居中，并且将图片处理成同样大小；（2）所有图片

均保证清晰且为黑白，线条粗细基本相同；（3）为

了避免正式实验中相貌的影响，所有图片中的人

都没有五官和发型等修饰。经过以上的图像处

理步骤，形成最终的30张图片。随后，对于图片

的筛选任务通过问卷评分来实现。由30名幼儿

教师和家长对图片中身体活动的强度进行0-3的

评分，分别对应静态、低、中、高四个等级。根据

评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挑选出静态活动和中高

强度身体活动各10张。

采用个体单独施测的方式，场地选择在儿童

熟悉班级的角落，防止被试由于环境的陌生感而

紧张焦虑，也避免其他人员的出现转移被试的注

意力。为避免顺序效应对实验产生干扰，一半的

被试先进入相容任务，另一半被试先进入不相容

任务。

对实验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在信度上，

实验总体的正确率为90.46%，其范式在儿童身体

活动的态度调查中具有一定可行性。同时，在儿

童测量的一个月后，随机对部分儿童进行重测，

测量结果发现重测结果与第一次实验结果之间

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r=0.958，P<0.01）。同时，

为了验证实验的有效性，使用身体动觉智力量表

对部分儿童进行测量，将两者的结果进行对照比

较。身体动觉智力量表来自于多元智力评定量

表，其中身体动觉智力的分量表共有10道题目。

该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77，内容效度为

0.871［5］。量表由被测儿童的主班教师填写，对儿

童的身体动觉智能进行评估。将身体动觉智力

测量的结果与PSF-IAT的测量结果（Ｄ值）求相

关，发现两者存在着极其显著的正相关（r=0.522，

P＜0.01）。

（三）统计分析

对调查数据采用统计软件 SPSS20.0 进行分

析。外显态度根据儿童选择图片的百分比为指

标，选择中高强度身体活动的百分比越大则说明

被试对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有更加积极的态度。

内隐态度根据Greenwald等人提出的IAT数据处

理和分析方法，若被试符合以下三条标准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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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该被试将被剔除：（1）低于300毫秒的试次超

过10%；（2）整体的错误率大于等于35%；（3）平均

反应时间在所有被试平均反应时加减3个标准差

以外。经过以上步骤，实验数据中共剔除被试6

人。数据结果采用Ｄ值作为儿童内隐态度的测

量指标：

（1）计算不同任务正确反应时的平均值，对

于任务内的错误试次采用正确试次平均反应时

加上600毫秒作为反应时，同时剔除反应时超过

10000毫秒的试次。

（2）将两个正式任务的所有数据放在一起求

标准差。

（3）再求出每个任务（任务2和任务4）的平均

反应时。

（4）计算两个任务的平均反应时之差，即任

务4—任务2。

（5）将第4步计算出的差值除以第2步计算

出的标准差，得到商数，即D值。

Ｄ值的大小代表了内隐态度的强弱，且D值

有正有负。D值为正值说明在中高强度身体活动

和静态行为活动中被试对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有

更加积极的内隐态度，D值为负值说明被试对静

态行为活动有更加积极的内隐态度。根据Gre-

enwald提出的D值的程度划分，D值的绝对值在

0-0.15代表程度几乎为无；0.15-0.35代表轻微强

度；0.35-0.65代表中等强度；大于0.65代表强烈

强度的态度。

三、研究结果

（一）外显态度

3-6岁儿童在外显态度上偏好中高强度身体

活动的均分为0.56。不同年级偏好中高强度活动

的得分分别为M小班=0.55，M中班=0.55，M大班=

0.58。对总均分和不同年级儿童的均分分别进行

单样本t检验，发现他们与中数“0.50”之间有差异

性显著（t总=3.934，P＜0.01；t小=2.130，P＜0.05；t中=

2.052，P＜0.05；t 大=2.592，P＜0.05），具体见表2。

同时，对每个年级儿童的外显态度数据进行卡方

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年级的儿童不存在外显态度

的显著差异（P＞0.05）。这表明3-6岁儿童在外

显态度中显著性的偏向于中高强度身体活动，也

就是说3-6岁儿童在静态行为活动和中高强度身

体活动中更加喜欢中高强度身体活动。
表2 不同年级儿童的外显态度

年级（N）

小班（35）

中班（39）

大班（40）

中高强度得分

0.55±0.18

0.55±0.14

0.58±0.18

静态得分

0.45±0.18

0.46±0.14

0.42±0.18

在性别分组上，男女儿童的外显态度百分比

也不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这说明儿童的性

别并没有对儿童的外显态度产生明显的影响。

（二）内隐态度

1.反应时

在相容和不相容任务中，相容阶段的平均反

应时为2227.25ms，不相容阶段的平均反应时为

3253.18ms，各年级的平均反应时如表3所示。对

不同年级被试在相容阶段和不相容阶段的反应

时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发现三个年级的儿童在不

相容阶段的反应时均显著大于相容阶段的反应

时，所有的t＞3.062，所有的P＜0.01。这说明3-6

岁儿童对于“中高强度身体活动—笑脸、静态行

为—哭脸”的联结更加紧密。
表3 不同年级儿童的平均反应时

班级（N）

小班（35）

中班（39）

大班（40）

总体（114）

相容（ms）

2529.63±1009.80

2285.85±706.19

1905.55±1010.98

2227.25±952.82

不相容（ms）

3611.46±1360.49

3454.28±1510.33

2743.63±965.15

3253.18±1349.02

随着儿童年级的增长，无论是相容阶段还是

不相容阶段其平均反应时都在逐渐减少。对不

同年级儿童在相容阶段的反应时进行方差分析，

发现不同年级的儿童在相容反应时上存在着显

著的差异（F=5.814，P＜0.01），在三个年级的两两

比较中小班和大班之间存在着极其显著的差异

（P＜0.01），而其他年级的比较并不显著；对不同

年级的儿童在不相容阶段的反应时进行方差分

析，发现不同年级的儿童在不相容反应时上也存

在着显著的差异（F=5.144，P＜0.01），在三个年级

的两两比较中，小班和中班都与大班之间存在着

显著的差异（P＜0.05）。这说明不同年级会对儿

童的内隐态度反应时产生影响，儿童的年级越

高，其反映的时间越短。在性别差异上，男女被

试无论是在相容阶段的反应时，还是不相容阶段

的反应时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性别对于儿

童内隐态度的反应时并没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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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隐态度的偏好

对3-6岁儿童所测的PSF-IAT的数据进行分

析，结果发现儿童在实验中的总均分为0.61。D

值的取值范围为［-1.59，1.83］，其中对中高强度

身体活动持有更加积极态度的有82人，对静态行

为活动持有更加积极态度的有32人。各个年级

儿童的D值都大于0.41，如表4所示，对D值总均

分和不同年级儿童的D值分别进行单样本t检验，

发现D值总均分和不同年级儿童的D值与“0”都

具有显著差异。D值的结果表明，3-6岁儿童在

内隐态度上明显更加偏好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

其态度的强度处于中等强度范围。在儿童的性

别差异上，男生与女生在内隐态度上不存在显著

的差异（t=1.340，P>0.05）。对三个年级儿童的D

值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年级的儿

童在内隐态度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F=0.971，P>

0.05）。
表4 不同年级儿童D值与“0”的差异检验

班级（N）

小班（35）

中班（39）

大班（40）

总（114）

D值

0.41

0.68

0.70

0.61

SD

1.15

1.02

1.06

1.08

t

2.151*

4.161**

4.125**

5.956**

（三）外显与内隐态度之间的关系

为了探索儿童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之间的

关系，对于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进行了配对性的

测验，并且运用皮尔逊积差相关计算两者之间的

关系，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r=

0.214，P＜0.05）。

四、分析讨论

（一）儿童更偏好中高强度身体活动

在对儿童的外显态度测量中，不同年级的儿

童在偏好的百分比上都显著高于50%，说明3-6

岁儿童在总体上偏好于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

在内隐态度中，将不相容阶段和和相容阶段的反

应时相比，不同年级的被试在相容阶段的反应时

都更短，儿童总体的D值显著高于0，即相对于静

态行为来说儿童对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表现出

更加积极的内隐态度。同时，根据D值所处的数

值范围，可以知道儿童对于中高强度活动的态度

处于中等强度。

同时，在内隐态度的测量中，不同年级的儿

童在相容阶段和不相容阶段的反应时都存在显

著差异，整体呈现出年级越高其反应时越短的趋

势。但是在儿童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的D值强

度上，不同年级的儿童并没有表现出年级间的差

异。因此，造成不同年级儿童在反应时上产生显

著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儿童的执行功能发展有

关。有学者研究表明，3-6岁儿童执行功能及各

要素发展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提高。随着儿童身心的不断成长，其反应的

速度在不断的增强，导致反应时出现差异，尤其

是大班儿童与小班儿童相比，两者在反应速度上

差距更为明显。

无论是在外显态度还是内隐态度上，3-6岁

儿童在性别上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可能是由

于3-6岁儿童并没有过多的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

影响，无论男女普遍都是比较活泼好动的，与静

态的活动相比都更加喜欢动态的活动。从儿童

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的测量结果来看，两者的

结果是较为一致的。无论是外显还是内隐态度，

相对于与静态行为，儿童都更加偏向中高强度的

身体活动。

在已有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态度的调查

中，不同研究者的调查结果有所差异。如：戈莎

的调查发现我国儿童青少年与美国相比缺乏参

加活动的自信心，其消极结果预期对身体活动的

影响要比积极结果预期更为显著，儿童青少年可

能缺乏对身体活动参与的正面认识［6］；孙雨在调

查中发现大部分儿童普遍都对身体活动表现出

正面的态度但依旧认知不足、缺乏参与动机［7］。

本研究与已有研究相比，被试所表现出的态度结

果较为积极。其原因可能是已有研究通常是通

过问卷或访谈的形式进行调查，研究工具的不统

一和调查区域的局限性导致了不同学者调查结

果的差异。除此之外，年龄段的不同也导致了结

果上的差异，学龄前儿童与其他阶段的儿童青少

年相比更加活泼好动，对积极身体活动拥有更多

的兴趣。

（二）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之间相关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外显态度

和内隐态度依赖于不同的心理机制，所以两者之

间是相互分离的、不存在相关性。也有一部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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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之间是相互影响

的，两者是存在相关性的。Nosek等人通过网络

调查所获得的大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内隐态

度和外显态度之间的相关会根据态度对象有所

不同，其范围在0.01-0.62之间［8］。我国的一些学

者在研究中也支持了两者的相关性，如吴明证在

研究中发现态度强度会对内隐和外显态度产生

影响，外显和内隐态度之间的一致性会随着态度

强度的增强而变大，且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也会随

着态度强度的减弱而随之变小［9］。刘永芳等人在

研究中发现，态度对象带来的社会期许压力可能

是导致外显和内隐态度不一致的重要变量［10］。

当态度对象是不带有社会期许压力的物品时，内

隐和外显态度会更容易趋于一致。这些发现对

于我们探讨外显和内隐关系之间的关联也提供

了一些新的视角，也说明内隐态度并不是完全无

意识的，两者之间是存在某些关系的。

在本研究中，为了进一步探索儿童对身体活

动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的关系，对两者进行相

关分析发现3-6岁儿童对身体活动的外显态度与

内隐态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这可能是

由于家庭和幼儿园对于儿童的身体活动并没有

施加具有导向性的压力，因此儿童在面对身体活

动这一态度对象时没有受到社会期望对自身态

度的影响，所表达的就是自身真正的态度。

五、结论与建议

无论是外显态度还是内隐态度，儿童都更加

偏好于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且儿童对身体活动

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

不同年级的儿童在内隐态度的反应时上存在显

著差异，而不同性别的儿童在外显态度和内隐态

度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儿童对于身体活动有着较为积极地态度，教

育者和家长应当意识到儿童的积极性并促进其

积极身体活动习惯的培养。如创设积极的活动

环境，为儿童提供丰富的活动材料和适宜的活动

空间；提供充足的活动机会，带孩子尝试其感兴

趣的户外活动或游戏等。教育者和家长要充分

了解儿童身体活动的重要性，了解儿童生活中的

身体活动量，进而更好的帮助儿童提高身体活动

水平、增进体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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