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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儿童（３～６岁）运动指南

学龄前儿童（３～６岁）运动指南编制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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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运动、饮食和睡眠构成了儿童每天２４ｈ自然养育的３个要素。学龄 前 儿 童 的 运 动 与 其 骨 骼、心 肺 健 康、动

作和认知发展、以及社会心理健康等各方面均密切相关，并且也将持续影响着成年后乃至一生的健康。近几年来，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相继推出儿童早期（涵盖出生至学龄前阶段）的运动指南，而我国尚无学龄前儿童运

动指南。为此，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体育大学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联合运动科学、儿科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

专家组成指南工作组。指南研制全过程遵循了严谨、透明的指导原则，借鉴指南研究与评价工具（ＡＧＲＥＥ　ＩＩ），采用文献资

料法，在全面检索文献和整理国外学龄前儿童 运 动 相 关 指 南 及 研 究 证 据 的 基 础 上，形 成 指 南 推 荐 意 见 的 核 心 内 容。通 过

共识会议反复讨论修订，最终完成《学龄前儿童（３～６岁）运动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该指南是我国首次研制针对学龄

前儿童的运动指南，适用于健康的３～６岁学龄前儿童，应用人群为儿童保健专业人员、幼儿园教师及儿童家长。《指南》遵

循了国际身体活动指南的发展趋势，全面考虑了学龄前儿童１天２４ｈ的各种活动行为，包 括 运 动、久 坐 行 为 以 及 睡 眠，从

学龄前儿童运动原则、运动时间、运动类型以及运动监测与评估４个方面提出１０条推荐意见，为我国学龄前儿童科学和安

全的运动以满足其身体发育需求提供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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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活动是指由骨骼肌收缩 引 起 的、导 致 能 量

消耗的所有身体运动［１］。儿童早期的身体活动水平

与其骨骼、心肺健康、动作 和 认 知 能 力 发 展、社 会 心

理健康以及超重 肥 胖 等 方 面 均 密 切 相 关［２］，并 且 也

将持续影响着青春期乃至一生的健康［３］。
身体活动不足和久坐行为等不良生活方式会导

致肥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心 血 管 疾 病、高 血 压

及２型糖尿病等）的发病风险增加等一系 列 健 康 问

题［４］，２０１６年，全 球 成 人 身 体 活 动 不 足 发 生 率 为

２７．５％［５］。世界卫生组 织（ＷＨＯ）认 定 缺 乏 身 体 活

动已在全球范围 内 成 为 死 亡 的 第４位 危 险 因 素［１］。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成年居民 的 身 体 活 动 水 平

在过 去１８年 间 急 剧 减 少 了４５％［６］。为 此，国 务 院

《国民营养计划（２０３０）》的６项重 点 行 动 计 划 里，明

确提出吃动平衡行动来改善人群身体活动不足的现

状。成人不良的生活方式 源 于 儿 童 期 习 惯 的 培 养。
据调查，全球只有三分之一的儿童 身 体 活 动 量 达 到

推荐 水 平［７］，针 对 这 一 现 状，近 年 来 加 拿 大（０～４
岁）和澳大利亚（０～５岁）等发达国家陆续颁布早期

儿童的身体活动指南［８－９］。２０１９年４月，ＷＨＯ推出

０～５岁儿童身体活动指 南［１０］。我 国 学 龄 前 儿 童 的

身体活动现状也不容乐 观。有 研 究 对 北 京、上 海 等

地的学龄前儿童身体活动进行了 调 查，发 现 多 数 我

国学龄前儿童均未能达到 ＷＨＯ身体活动指南的推

荐［１１－１２］。这一现象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相关学者的极

大关注，但我国尚未有针对学龄前 儿 童 的 身 体 活 动

指南。在“健康 中 国２０３０”规 划 纲 要“体 医 融 合”政

策背景下，本研究组建了运动科学、儿科学和公共卫

生领域的指南工作组，共同研制针 对 我 国 学 龄 前 儿

童的身体 活 动（运 动）相 关 指 南－《学 龄 前 儿 童（３～６
岁）运动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１　研制目的和过程

１．１　研制目的　本《指南》针对健康的３～６岁学龄前

儿童，旨在为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儿童保健专业人员、
幼儿园教师和广大学龄前儿童家长等，提出科学的运

动推荐与指导，帮助学龄前儿童从小培养积极的生活

方式，让运动成为儿童养育文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１．２　研制过 程 与 方 法　２０１８年２月，首 都 儿 科 研

究所联合北京体育大学、国家体育 总 局 体 育 科 学 研

究所成立了《指南》初期研制组，研制过程 主 要 借 鉴

指南研 究 与 评 价 ＡＧＲＥＥ Ⅱ（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Ｉ）工具［９］。

研制方法包括１）文献资料法：以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
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Ｏ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ｎｓｅｎ－

ｓｕｓ在 ＭＥＤＬＩＮＥ，ＰｕｂＭｅｄ，ＥＢＳＣＯ　ＳＰＯＲＴ　Ｄｉｓｃｕｓ
和ＥＭＢＡＳＥ等数据库进行检索，排除重复文献，筛

选 出 所 有 涉 及 ３～６ 岁 儿 童 的 指 南 相 关 文

献［２，８－１０，１３－１７］进行 核 心 信 息 提 取，主 要 包 括：题 目、国

家、发表时间、核心内容 及 具 体 推 荐 意 见、研 制 方 法

和相关证 据 等，并 进 行 汇 总 梳 理。见 表１。２）共 识

会议法：在 相 关 文 献 证 据 基 础 上，结 合 与 幼 儿 园 教

师、儿童保健医生和儿童家长的相关交流经验，形成

《指 南》核 心 内 容。２０１８年４月 成 立 指 南 专 家 工 作

组，汇集运动科学、儿科和儿童保健学及公共卫生等

领域的儿童运动相关专家，先后 组 织 专 家 共 识 会 议

５次，对《指南》的框架和核心内容进行优化调整，修

订完善推荐意见，最终形成《指南》终稿。

２　学龄前儿童运动的指导原则及依据

２．１　学龄前儿童的运动应以发展基本 动 作 技 能 为

核心目标　动作是一切身体活动的基础。基本动作

技能是身体活动最基 本 的 要 素，包 括 行 走、跑 步、跳

跃、投掷和踢等基本动 作，是 许 多 运 动、竞 技 和 身 体

组合动作的基 础。３～６岁 学 龄 前 期 儿 童 正 处 于 基

本动作技能发展的关键时期［１８］，应通过尽可能丰富

多样的 运 动 体 验 来 全 面 发 展 其 基 本 动 作 技 能［１４］。
同时，还可以通过其在活动中的 动 作 表 现 来 发 掘 儿

童的运动能力特点，并 加 以 个 性 化 引 导。但 此 引 导

并非以培养单一运动特长为目 的，而 是 通 过 良 好 的

动作技能使儿童从运动中体验 到 自 身 能 力，增 强 其

参与的信心与兴趣。因 此，良 好 的 基 本 动 作 技 能 可

为其将来运动技能的发展提供更大潜能［１６，１９］，有 助

于其身体活动水平的提高和长期运动习惯的形成。

２．２　运动的选择应满足多样性　多项 指 南 都 强 调

要为儿童 的 运 动 提 供 更 加 丰 富 的 环 境，即：多 种 目

标、多种环境、多种形式、多种强度，以满足更多的身

体生理 活 动 要 求［８－９，１４，１６］。研 制 组 在 此 基 础 上 结 合

学龄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将 运 动 选 择 的 多 样 性

进行不同维度的归纳并提出相应的推荐意见。
多种目标是指学龄前儿童运动的首要目标在于

发展基本动作技能，但与此同时，还应通过中等及以

上强度的运动锻炼心肺，以抗阻 运 动 强 化 全 身 各 部

位的骨骼肌肉［１３］。同时，学龄前期是灵敏、协调和平

衡能力快速发展期［２０］，因此，应着重促进这几种能力的

发展，为今后学习更多、更复杂动作技能奠定基础。
多种环境是指应该尽量为学龄前儿童提供丰富

多样的运 动 环 境，让 其 充 分 体 验 室 内、户 外 活 动 环

境［１６］的变化，以及地面、水中、冰雪等不同运动 界面

的差异［１３，２１］，是在水中或冰雪环境中的运动能够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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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国学龄前儿童运动指南

Ｔａｂ．１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ｒｓ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序号
国家／

国际组织
目标年龄

身体活动

时间推荐量 活动类型
久坐行为 睡眠

１ 美国
（２０１１）

３～５岁［１６］ ６０ｍｉｎ以 上 结 构 化 身 体 活
动，６０ｍｉｎ至 几 小 时 非 结 构
化ＰＡ

大 肌 肉 运 动；
基 本 动 作 技
能发展

每次久坐时间不超过１ｈ。 —

２ ＷＨＯ
（２０１９）

０～４岁＊［１０］ 各 类 身 体 活 动 至 少 花３ｈ，
强度 不 等，其 中 至 少１ｈ中
等强度以上身体活动。

　— 每次被限 制（例 如：婴 儿 车）
或久坐 不 应 超 过１ｈ。久 坐
不动 的 屏 幕 时 间 不 应 超 过

１ｈ，越少越好。

１０～１３ｈ的 高 质 量 睡 眠，包
括午睡。有规律 的 就 寝 和 起
床时间。

３ 英国
（２０１１）

０～５岁［１３］

（可行走）
１８０ｍｉｎ以上身体活动 　— 所有５岁以下儿童应尽量减

少长时间 久 坐（受 限 制 或 久
坐）。

　　　　　　—

４ 日本
（２０１２）

３～６岁［１５］ ６０ｍｉｎ 以 上 愉 快 的 身 体
活动。

愉 快 的 游 戏；
符 合 发 展
特点

　　　　　　— 　　　　　　—

５ 芬兰
（２０１６）

０～８岁［１４］ 不 少 于３ｈ各 种 强 度 身 体
活动。

发 展 基 本 运
动技能；
户外活动

　　　　　　— 　　　　　　—

６ 加拿大
（２０１７）

３～４岁［８］ １８０ｍｉｎ各种 强 度ＰＡ，不 少
于６０ｍｉｎ的活跃玩耍。

　　— 每次 受 限 制 或 久 坐 时 间 不
超过１ｈ（如在婴儿车或汽车
座椅 上）。久 坐 屏 幕 时 间 应
不超过１ｈ为佳。

１０～１３ｈ的 高 质 量 睡 眠，包
括午睡；有 固 定 的 就 寝 时 间
和起床时间。

７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７）

３～５岁［９］ １８０ｍｉｎ各 种 强 度 身 体 活
动，不 少 于６０ｍｉｎ的 活 跃
玩耍。

　　— 每次受限制或久坐不超过１ｈ
（如 在 婴 儿 车 或 汽 车 座 椅
上）。久 坐 屏 幕 时 间 应 不 超
过１ｈ，越少越好。

１０～１３ｈ的 高 质 量 睡 眠，包
括午睡，有 固 定 的 就 寝 时 间
和起床时间。

　　注：＊表中内容仅指３～４岁儿童。

额外的益处，可以让儿童掌握更多样的生存技能，发
展身体控制能力以及适应不同环境的刺激等。

多种形式是指学龄前儿童的运动应兼具独自游

戏、亲子游戏和同伴游戏。同时，根据活动的组织形

式，又分为非结构化活动和结构化活动。
学龄前儿 童 的 运 动 以 游 戏 为 基 本 形 式［１５］。不

同的游戏方式可促进儿童发展的 不 同 方 面，独 自 游

戏有利于提升其专注力、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满足

其个体化选择的需要。亲子游戏可以影响儿童的语

言能力和认知的发展。而与同伴游戏是儿童与同龄

人互动的主要方式，积极的同伴关 系 可 以 帮 助 其 培

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及积极的社会 性 情 感，并 发 展 良

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非结构化活动 是 指 儿 童 自 主 选 择 和 主 导 的、没

有特定目 的、形 式，较 为 随 意 的 各 种 活 动［２２］。由 于

不受组织形式的影响，非结构化活 动 使 儿 童 有 时 更

容易达到 中 等 以 上 强 度 水 平［２３］。而 结 构 化 活 动 是

指根据儿童发展水平而制定的有 教 学 目 的，且 有 成

人指导和 组 织 的 活 动 方 式［２２］。精 心 组 织 的 结 构 化

游戏，可让儿童学会各种体育游戏技能，帮助儿童发

展运动技能，可为儿童进行自主活 动 或 其 他 非 结 构

化体育游戏提供良好的基础。
多种强度是指 运 动 中 不 仅 要 有 低 强 度 的 活 动，

尤其要保证有中等及以上强度活动，且须循序渐进。
运动强度定义为单位时间内身体活动的能耗水平或

对人体生理刺激的程度，一般是 指 进 行 某 项 活 动 或

锻炼时所 用 力 量 的 大 小［２４］。通 常 将 运 动 分 为 低 强

度、中等强度 以 及 高 强 度（也 称 剧 烈 强 度）３类。虽

然各种强 度 的 运 动 均 可 为 儿 童 的 身 心 健 康 带 来 益

处，但只有达到一定强度的运动（即中等 至 高 强 度）
才可带来更多的健康 收 益。研 究 表 明，中 等 强 度 身

体活动与学龄前儿童的脂肪重量呈负相关［２５］；高强

度身体活 动 有 利 于 其 肌 肉 和 骨 骼 健 康［２６］。随 着 高

强度身体活动的增加，儿童在２０ｍ往返跑、立定跳

远、握力和４ｍ×１０ｍ往返跑等体能测试中的表现

也会更好［２５］。

２．３　运动应目标合理、循序渐进　儿童的运动目标

应遵循学 龄 前 阶 段 的 儿 童 基 本 动 作 技 能 的 发 展 规

律，循序渐进，避免过早要求学龄前儿童完成超出其

能力的 运 动。过 早 要 求 儿 童 完 成 超 出 其 能 力 的 运

动，儿童的基本动作技能不仅不会发展得更快，反而

可能更易引起挫折感。同 时，应 避 免 在 学 龄 前 阶 段

过早进行专项化训练，这种早期 训 练 可 能 对 成 长 中

的儿童造成了身心和社会压力，使他们过早“精疲力

竭”，增加运动损伤的危险［２７］。

２．４　运动时需要成人看护，以避免意外伤害　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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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儿童身心发展尚未完善，对意外 情 况 无 法 及 时 妥

善处理。因此，运 动 时 需 要 有 成 人 陪 同 或 看 护。评

估运动的风险，并选择适合儿童身 体 能 力 水 平 和 健

康目标的体育活动，可以减少受伤 和 其 他 意 外 伤 害

的风险［２７］。但不必过多限制其活动方式。

３　学龄前儿童运动的时间推荐

３．１　学龄前儿童每天２４ｈ内的累计运动时间应至

少达到１８０ｍｉｎ　加拿大［８］与澳大利亚［９］儿童身体

活动指南中均建议学龄前儿童每日身体活动总时间

至少１８０ｍｉｎ，其中，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运动应累计

不少于６０ｍｉｎ。同时，大量研究显示儿童每天身体

活动总时间越多，其健康效益就越大［２８－２９］。
研究发现，学龄 前 儿 童 每 天 进 行 一 定 时 间 中 等

强度身体活动对其运动能力以及骨骼发育都有积极

影响［３０］。因此，多项指南均建议学龄前儿童每天应

累计６０ｍｉｎ以上的中等至高强度的身体活动［８－１０］。
目前，研究显示 我 国 部 分 地 区 学 龄 前 儿 童 平 均

每日身体活动时间为１６７．６０ｍｉｎ［１１，３１］，每日中等强度

及以上身体活动时间，男童平均为４６．９３～７４．４２ｍｉｎ，
女童平均为４３．９２～６８．９７ｍｉｎ。因此，研制组结合

各国的身体活动推荐量以及我国学龄前儿童身体活

动现状，提出本推荐。
但应注意，推 荐 中 的“１８０ｍｉｎ”、“６０ｍｉｎ”都 是

全天的累计量，并不要求一次性完成。同时，上述身

体活动时间又是推荐的最低标准，是 促 进 儿 童 更 好

发育和满足其体能储备 的 最 低 要 求。此 外，由 于 存

在个体差异，对于原本就不活跃或体质较弱的幼儿，
也要注意循序渐进。

３．２　每天应 进 行 至 少１２０ｍｉｎ的 户 外 活 动　研 究

发现，３岁学 龄 前 儿 童 户 外 游 戏 时 会 表 现 的 比 室 内

更活跃，有 助 于 增 加 身 体 活 动 量［３２］，若 遇 雾 霾、高

温、高寒等天气，可酌情减 少，但 不 应 减 少 每 日 运 动

总量。而每日２ｈ户外活动也已被国内外研究者认

为是预防儿童近视最简单、有效的方式［３３］。不仅如

此，户外 活 动 还 可 以 通 过 调 节 钙 磷 代 谢 促 进 骨 发

育［３４］。因此，多国指南中都强调了鼓励幼儿户外活

动，或将更多的室内 活 动 转 移 到 户 外 以 获 得 更 多 的

健康效益［８－９，１６］。芬兰明确提出了“每天户外活动２ｈ”

的具体推荐量［１４］。而 我 国《幼 儿 园 工 作 规 程》中 规

定“幼儿户外活动时间在正常情况下每天 不 得 少 于

２ｈ，高温、高寒地区可酌情增减”［３５］。
研究显示，严重 的 雾 霾 天 气 对 健 康 存 在 一 定 影

响，尤其 对 儿 童 和 老 年 人 呼 吸 功 能 的 影 响 最 为 突

出［３６］。运动时 每 分 钟 呼 吸 次 数 增 加，通 气 量 增 多，

可能会吸入更多的颗粒物。然而运动带来的健康效

益是否能抵消大气污染的不良 影 响，目 前 尚 无 明 确

的研究结论。因此，《指南》建议在雾霾、高温或高寒

等恶劣天气下可酌情 减 少 户 外 运 动 时 间。但 同 时，
建议在室内完成每日１８０ｍｉｎ的运动目标。

３．３　学龄前儿童每天应尽量减少久坐 行 为　久 坐

行为是指一系列以坐姿或卧姿 为 主 要 动 作 形 式、能

量消耗较低的个体行为（睡眠除外）。屏幕时间是指

使用电子媒体设备的时间，且大 多 数 是 处 于 坐 位 与

卧位的情 况 下［３７］。学 龄 前 儿 童 每 天 应 尽 量 减 少 久

坐行为。其中每天屏幕时间累计不超过６０ｍｉｎ，且

越少越好。任何久坐行为每次持续时间均应限制在

６０ｍｉｎ以内。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屏幕时间与后

期超重、肥胖之间存在正相关［３８］，已成为儿童超重、
肥胖的高危因素。同时，研究证据充分显示：久坐行

为是独立于身体活动量的一项高危因素，也就是说，
即使身体活动量达到各项推荐 量，但 一 旦 每 天 有 较

长时间的 久 坐 行 为，就 会 对 健 康 产 生 不 利 影 响［３９］。

因此加拿大［８］、美国［１６］等国均提出儿童久坐和屏幕

时间的相应建议，但推荐量不完全相同（久坐时间均

为每次不超过１ｈ，屏 幕 时 间 每 天 不 超 过３０ｍｉｎ～
２ｈ）。不同研 究 显 示，我 国 学 龄 前 儿 童 目 前 平 均 每

日屏幕时间０．６～２ｈ不 等［１１，４０］。故《指 南》结 合 这

一现状，以久坐时间越短越好为原则，提出本推荐。

３．４　每天应有１０～１３ｈ的睡眠以避免在睡前使用

任何电子屏幕设备　睡眠是必 要 的 机 体 生 理 活 动，
每天应有１０～１３ｈ的睡眠（包括１～２ｈ的午休或小

睡时间）；同时应建立规律作息；避 免 在 睡 前 使 用 任

何电子屏幕设备。研究显示睡眠充足和尽早入睡对

儿童的体格和心理的发育、认知、情感的发展和避免

肥胖 都 有 重 要 的 意 义［４１］。ＷＨＯ、加 拿 大［８］以 及 澳

大利亚［９］指南针对学龄前 儿 童 的推荐睡眠时间均为

每日１０～１３ｈ。我国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发布的《０～５
岁儿童睡 眠 卫 生 指 南》［４２］中 提 出 相 同 推 荐。此 外，
有研究显示夜间使用电子设备会减少婴幼儿的夜间

睡眠时间［４３］。目 前 我 国 学 龄 前 儿 童 每 日 平 均 总 睡

眠时间 为１１．２９～１１．６４ｈ，其 中 白 天 睡 眠 时 间 为

１．９８～２．１７ｈ，夜 间 睡 眠 时 间 为９．３２～９．４８ｈ［４４］。
基于现有研究证据，结合我国学龄前儿童睡眠现状，
研制组提出本推荐。

４　学龄前儿童运动的类型推荐

４．１　学龄前儿童的运动类型　学龄前 儿 童 的 运 动

类型主要包括日常活动、玩耍游戏以及体育运动，应
鼓励儿童积极玩游戏，全天处于活跃状态，以促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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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英国指南将身体活动分 为 日 常 活 动（如

日常步行、家务劳动等）、休闲活动（如游戏、跳舞等）
以及体育运 动（游 泳、踢 足 球 等）［１３］，这 种 分 类 对 于

学龄前儿童同样适用。因此研制组借鉴这一分类方

式，针对学龄前儿童在日常活动、玩耍游戏和体育运

动中的运动类型进行了推荐，并鼓励儿童游戏，以达

到全天处于活跃状态。见表２。
表２　学龄前儿童运动类型推荐表

Ｔａｂ．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ｒｓ

类　型 举　例

日常活动 日常生活技能（用筷子吃饭、系鞋带、穿衣服等）
家务劳动（洗小件物品、擦桌子、扫地、整 理 玩 具 和 自 己
的物品等）
积极的交通方式（步行、上下楼梯、骑车等）

玩耍游戏 以发展基本动作技能为目标的游戏

ａ．移动类游戏：障 碍 跑、跳 房 子、跳 绳、爬 绳（杆）、骑 脚
踏车、骑滑板车等

ｂ．姿势控制类游戏：金鸡独立、过独木桥、前滚翻、侧手
翻等

ｃ．物体控制类游戏：推 小 车、滚 轮 胎、扔 沙 包、放 风 筝、
踢毽子等

ｄ．肢体精细控制类游戏：串珠子、捏橡皮泥、折纸、搭积
木等
以发展重要身体素质为目标的游戏

ａ．灵敏：老鹰捉小鸡、抓人游戏、丢手绢等

ｂ．平衡：过独木桥、金鸡独立、秋千、蹦床等

ｃ．协调：攀爬（攀岩 墙、攀 爬 架 和 梯 子 等）、小 动 物 爬 行
（熊爬、猩猩爬、鳄鱼爬等）等

体育运动 游泳、体操、足球、篮球、跆拳 道、武 术、乒 乓 球、棒 球、滑
冰、滑雪等

　　在对不同运动形式进行运动 分 类 的 同 时，还 可

按照运动强度进行分类。有研究显示了运动类型与

运动强度之间较为明确的对应关 系，可 作 为 儿 童 个

性化运动推荐的依据之一。见表３。
表３　学龄前儿童常见活动的能量消耗及强度［５０］（ｘ－±ｓ）

Ｔａｂ．３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ｆｏｒ　ｄａｉｌ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ｒｓ（ｘ－±ｓ）

项　目
能量消耗
（ｋＣａｌ／ｍｉｎ）

ＭＥＴ
（ＥＥ／ＢＭＲ）

强度
分级

坐着看电视 ０．７３±０．１０　 １．２０±０．１２ 静态

坐着涂色、拼图 ０．９６±０．１４　 １．４２±０．１７ 静态

坐着玩电子游戏 ０．９４±０．１８　 １．５５±０．１８ 静态

玩玩具（站／跪姿） １．０４±０．１８　 １．７０±０．２２ 低

快走 １．８０±０．４３　 ２．９０±０．５４ 中

投掷捡球 １．９９±０．５１　 ３．２０±０．６６ 中

慢跑 ２．２５±０．６１　 ３．６６±０．８１ 中

快跑 ２．９６±０．７１　 ４．７０±０．８０ 高

　　此外，我国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对学 龄 前 儿 童

在幼儿园中的身体活动已有较为 明 确 的 统 一 要 求，
造成其身体活动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每天放

学后以及周末的家庭活动安排，难以统一。因此，家
长的行为引导极为重要，要充分发 挥 家 长 的 积 极 性

和伙伴作用，鼓励家长在日常家庭养育生活中，多和

儿童一起亲子运动，培养儿童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同 时，家 长 体 育 锻 炼 对 儿 童

运动也具 有 积 极 影 响，研 究 显 示：家 长 每 天 每 增 加

２０ｍｉｎ的中等强度及以上锻炼时间，儿童的身体活

动时间相应增加５ｍｉｎ［４６］。

５　学龄前儿童运动的监测与评估

采用问卷法、直接观察法、客观评价法等对儿童

运动的强度、累积时间进行监测评估，运动对生长发

育和健康的促进作用应由医学专业人员评估问卷法

通过回忆、访谈或日志等形式，一般记录儿童身体活

动类型、频率、时间、强度等信息，但也有部分工具仅

针对强 度 进 行 评 价，如 幼 儿 体 育 活 动 强 度 自 评 量

表［４７］。见图１。问 卷 法 操 作 简 单，但 受 主 观 因 素 影

响较大。此外，还可以根据呼吸频率，即运动中的儿

童呼吸和语速的变化进行运动强度的简易判断［２４］。
如中等强度运动时，儿童呼吸比较急促，即运动中只

能讲短句 子，不 能 完 整 表 述 长 句 子，而 高 强 度 运 动

时，呼吸急促、费力，不能言语交谈。

图１　幼儿体育活动强度自评量表［４７］

Ｆｉｇ．１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直接观察法是在特定环境 内 观 察、收 集 受 试 对

象身体活动的类型、频 率、持 续 时 间 等 信 息，估 算 受

试对象在特定时间内的运动强 度，如 儿 童 活 动 等 级

量表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ＣＡＲＳ）［４８］。
直接观察法的优点是可以详细记录受试对象身体活

动的各种参数以及环境信息。但由于需要有经验的

测试人员进行一对一的观察，且 评 估 精 度 会 随 着 观

测时间的增加而下降，因此常用 于 小 样 本 的 短 时 身

体活动评估。
客观评价可以采用运动传感装置来测量身体活

动水平，如计步 器、加 速 度 计 等。其 中，可 穿 戴 加 速

度计可客 观 反 映 各 种 身 体 活 动 强 度 下 的 运 动 时 间

量，使用方便且精度较高，广泛用于儿童运动监测与

评估［４９］。但会受到佩戴部位、运动模式等的影响。
尽管心率 可 作 为 成 人 运 动 强 度 评 定 的 客 观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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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但由于学龄前儿童的活动强度 具 有 变 化 速 度 快

且常伴有间歇等特点，心率的反应 往 往 落 后 于 运 动

的变化［５０］。同时，心率也受儿童情绪变化的较大影

响。因此，在学龄前儿童中 较 少 使 用 心 率 进 行 强 度

分类。同时也应注意，评价不同运动强度时，还应兼

顾动作的难度、所用的力量和身体 付 出 的 努 力 程 度

等。运动对儿童生长发育 和 健 康 的 促 进 作 用，应 由

医学专业人员评估。

６　小结

儿童的自然养育是实现儿童的发育潜能和早期

综合发展的重要措施，儿 童 的 运 动、膳 食 营 养、睡 眠

是家庭中落实儿童自然养育任务 的３个 重 要 元 素。
为此，本《指南》遵循了国际身体活动指南 的 发 展 趋

势和国内外的循证依据，全面考虑 了 学 龄 前 儿 童 一

天２４ｈ多种活动行为，包括身体活动、久 坐 行 为 以

及睡眠，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运动 对 学 龄 前 儿 童 发

育和健康的重要性。
《指南》从学龄前儿童运动的原则、运动的时间、

运动的类型以 及 运 动 的 监 测 与 评 估 四 方 面 提 出１０
条推荐意见，可为学龄前儿童科学和安全的运动，满
足此阶段儿童健康发育的需求提供全面指导。期待

《指南》的颁布，将为我国相关领域研究人 员 提 供 新

的思路，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补 充 完 善 我 国 学 龄

前儿童运动与健康相关证据。
参与指南编制专家（按 照 姓 氏 拼 音 排 序）：古 桂

雄（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花静（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保健部）、刘 传 合（首

都儿科研 究 所 附 属 儿 童 医 院 变 态 反 应 科）、童 梅 玲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王海俊（北京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妇幼卫生学系）、徐刚（北京体 育 大 学 运

动解剖学教研室）、周越（北京体育大学运 动 生 理 学

教研室）、朱宗涵（中国医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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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Ｊ］．Ｏｂｅｓ　Ｒｅｖ，２０１２，１３
（８）：６５９－６８０．

　［７］　Ｅｋｅｌｕｎｄ　Ｕ，Ｔｏｍｋｉｎｓｏｎ　Ｇ，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Ｎ．Ｗｈａ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ａｒ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ｔｒｅｎｄｓ［Ｊ］．Ｂｒ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２０１１，４５（１１）：

８５９－８６５．

　［８］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２４－Ｈｏｕ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０－４Ｙｅａｒｓ）：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Ｒ］．２０１７．

　［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２４－Ｈｏｕ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ｂｉｒｔｈ　ｔｏ

５ｙｅａｒｓ）：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Ｒ］．２０１７．

　［１０］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５岁以下儿童身体活动、静坐行为和睡

眠的指南［Ｒ］．Ｇｅｎｖａ：ＷＨＯ　２０１９．

　［１１］　Ｇｕａｎ　Ｈ，Ｚｈａｎｇ　Ｚ，Ｗａｎｇ　Ｂ，ｅｔ　ａｌ．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ｉｐｏｓｉ－

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ＢＭＣ　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２０，２０（１）：７０．

　［１２］　Ｑｕａｎ　Ｍ，Ｚｈａｎｇ　Ｈ，Ｚｈａｎｇ　Ｊ，ｅｔ　ａｌ．Ａｒｅ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ｃ－

ｔｉｖ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ＢＭＪ　Ｏｐｅｎ，２０１９，９（４）：ｅ０２４０９０．

　［１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ｒｔ　Ａｃｔｉｖｅ，Ｓｔａｙ　Ａｃｔｉｖｅ：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ｈｉｅ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Ｒ］．２０１１．

　［１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Ｊｏｙ，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ｄｏ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Ｒｅｃｏｍ－

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２０１６
［Ｒ］．２０１６．

　［１５］　日本文部科学省 幼 儿 期 运 动 指 南 制 定 委 员 会．幼 儿 期 运 动

指南［Ｒ］．２０１２．

　［１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ｃ－

ｔｉｖｅ　Ｓｔａｒｔ：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Ｆｒｏｍ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Ａｇｅ　５，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２０１１．

　［１７］　Ｐｏｉｔｒａｓ　ＶＪ，Ｇｒａｙ　ＣＥ，Ｊａｎｓｓｅｎ　Ｘ，ｅｔ　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０－４ｙｅａｒｓ）［Ｊ］．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７，１７（Ｓｕｐｐｌ　５）：８６８．

　［１８］　Ｐａｙｎｅ　Ｇ，耿培 新．人 类 动 作 发 展 概 论［Ｍ］．北 京：人 民 教 育

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９］　Ｒｅｉｌｌｙ　ＪＪ，Ｐｒｏｓｓｅｒ　Ｌ．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ＵＫ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ｒａｆｔ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Ｒ］．２００９．

　［２０］　ＭａｃＣａｌｌｕｍ　Ｌ，Ｈｏｗｓｏｎ　Ｎ，Ｇｏｐｕ　Ｎ．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ｍｏｖｅ：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ｄａ［Ｒ］．２０１２．

　［２１］　Ｂａｌｙｉ　Ｉ，Ｗａｙ　Ｒ，Ｈｉｇｇｓ　Ｃ，ｅｔ　ａｌ．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Ｌｉｆ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ｔｈｌｅ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ｐｅｒ　２．０［Ｍ］．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ｐｏｒ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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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刘大维，胡向红，曾 小 玲．非 结 构 化 儿 童 体 育 游 戏 的 价 值 及

其开展［Ｊ］．学前教育研究，２０１７，３１（１２）：６１－６３．

　［２３］　赵星，赵斯龙，罗冬梅，等．幼儿园不同类型户外体育活动的

强度水 平 及 相 关 影 响 因 素［Ｊ］．体 育 科 学，２０１６，３６（８）：

３４－４１．

　［２４］　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指南［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ｐｏｒｔ．ｇｏｖ．ｃｎ／ｎ３１６／ｎ３３７／ｃ８１９０３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

　［２５］　Ｌｅｐｐａｎｅｎ　ＭＨ，Ｎｙｓｔｒｏｍ　ＣＤ，Ｈｅｎｒｉｋｓｓｏｎ　Ｐ，ｅｔ　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ｏｄ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ｉｎ　４－ｙｅａｒ－ｏｌ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ｎ－

ｉｓｔｏｐ　ｔｒｉａｌ［Ｊ］．Ｉｎｔ　Ｊ　Ｏｂｅｓ，２０１６，４０（７）：１１２６－１１３３．

　［２６］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Ｄ，Ｂｕｃｋ　Ｃ，Ｓｉｏｅｎ　Ｉ，ｅｔ　ａｌ．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ｎ　ｂｏｎ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ｉｎ　２－１０－ｙｅａｒ－ｏｌ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ＤＥＦＩＣＳ　ｓｔｕｄｙ［Ｊ］．Ｉｎｔ　Ｊ　Ｂｅｈａｖ　Ｎｕｔｒ　Ｐｈｙｓ　Ａｃｔ，

２０１５，１２（１）：１－１２．

　［２７］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０８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Ｒ］．２００８．

　［２８］　Ｌｉｎ　ＬＬ，Ｃｈｅｒｎｇ　Ｒ，Ｃｈｅｎ　Ｙ，ｅｔ　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ｕｓｅ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ｓｓ　ｍｏｔ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Ａｕｓｔ　Ｏｃｃｕｐ　Ｔｈｅｒ　Ｊ，２０１７，６４（１）：４９－５７．

　［２９］　Ａｎｓａｒｉ　Ａ，Ｐｅｔｔｉｔ　Ｋ，Ｇｅｒｓｈｏｆｆ　Ｅ．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ｈｅａｄ

ｓｔａｒｔ：ｏｕｔｄｏｏｒ　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Ｊ］．Ｊ　Ｄｅｖ　Ｂｅｈａｖ　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１５，３６（８）：６０５－６１２．

　［３０］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ＬＭ，Ｓａｌｍｏｎ　Ｊ，Ｈｅｓｋｅｔｈ　ＫＤ．Ｍｏ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ｈａｖ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ａｇｅ：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Ｊ］．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６，１６（１）：１０６８．

　［３１］　文椈．学龄前儿童 睡 眠 及 体 力 活 动 对 认 知 能 力 的 交 互 作 用

［Ｄ］．上海：上海体育学院，２０１７．

　［３２］　Ｘｕ　Ｈ，Ｗｅｎ　ＬＭ，Ｈａｒｄｙ　ＬＬ，ｅｔ　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　ｓｌｅｅｐ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

ｔｅｒｎ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Ａｃｔａ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１６，１０５
（３）：２９７－３０３．

　［３３］　Ｇｕｇｇｅｎｈｅｉｍ　ＪＡ，Ｎｏｒｔｈｓｔｏｎｅ　Ｋ，ＭｃＭａｈｏｎ　Ｇ，ｅｔ　ａｌ．Ｔｉｍｅ　ｏｕ

ｔｄｏ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Ｊ］．Ｉｎｖｅｓｔｉｇ　Ｏｐｈ－

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２０１２，５３（６）：２８５６－２８６５．

　［３４］　Ｊａｚａｒ　ＡＳ，Ｔａｋｒｕｒｉ　ＨＲ，Ｋｈｕｒｉ－Ｂｕｌｏｓ　ＮＡ，ｅｔ　ａｌ．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ｓ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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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大学自主科研课题（２０１８ＰＴ０１２）

作者简介：关宏岩（１９７３－），女，辽宁人，副研究员，儿科 学 博 士 学

历，主要研究 方 向 为 儿 童 早 期 运 动 发 展 与 促 进；赵 星（１９８５－），

女，山东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幼儿体质健康的运动促进。

通讯作者：罗 冬 梅，Ｅ－ｍａｉｌ：ｄｍｌｕｏ０２＠ｓｉｎａ．ｃｏｍ；张 霆，Ｅ－ｍａ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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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ｃｎ

注：＊为共同第一作者。

网络 首 发 地 址：ｈｔｔｐ：／／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６１．１３４６．Ｒ．

２０２００５２４．１２３４．００４．ｈｔｍｌ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７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１０　

０２７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２０２０年６月第２８卷第６期　ＣＪＣＨＣ　ＪＵＮ．２０２０，Ｖｏｌ　２８，Ｎｏ．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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