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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设计
1.1研究对象
选取河南省周口市某乡镇小学的50 名留守儿童作为实验对

象，男生 2 3 名，女生 2 7 名。实验对象的排除标准为：患有
严重躯体疾病、患有精神类疾病或存在认知功能障碍的儿童。

1.2研究方法
1 . 2 . 1 文献资料法：以“留守儿童”、“运动干预”、“心

理健康”等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学校资料室等查阅了大
量与研究相关的资料，为研究的开展打下了理论基础。

1.2.2对比实验法：将50名留守儿童，随机分为人数相同的
实验组和对照组，开展20周的对比实验。实验过程中，对照组留
守儿童不采用任何措施进行干预，实验组留守儿童则会接受专门
的、有针对性的运动干预。运动干预方案，由该小学生体育教师
与研究人员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兴趣爱好共同制定，运动干预
方案如表1所示：

1.2.3数理统计法：研究中相关实验数据利用SPSS19.0进行
统计与分析，进行实验组和对照组组间数据对比与分析时，采用
独立样本T检验。同一组实验前后数据进行对比与分析时，采用
单样本配对T检验。T检验之后，P＞0.05为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为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

1.3研究工具
本研究选用的研究工具为美国心理学家Goodman.R制定的长

处和困难问卷（SDQ）。该问卷主要用于评估儿童、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水平，其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被全球40 个国家和地区应用于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评估中。主要包括了情绪症状、品
行问题、多动、同伴交往问题以及亲社会行为5 个维度，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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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表明，运动干预对农村儿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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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下设有 5 个条目，共计 25 个条目，每个条目分 0、1、2
三级评分，其中，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同伴交往问题4个
维度得分之和，为困难总分。各维度的评价标准见表2。

2  结果与讨论
2.1结果
2.1.1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留守儿童的SDQ评分比较

观察表中数据可知：（1 ）在对比实验开始之前，不但两
组留守儿童经过SDQ评分之后得出的困难总分之间和在在上述五
个维度上的得分也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而确保了对比实验开始之
前，两组实验对象之间的同质性和实验结束后两组实验对象SDQ
评分数据之间的可比性。（2）并将表中数据与表2中的SDQ评价标
准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参与实验的两组留守儿童在多个维度上均
超出了正常水平的范围，处于边缘水平的边缘，甚至进入了异常
水平的范围。例如：参与实验的两组留守儿童，在情绪症状、品
行问题、多动、亲社会行为等四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均处于边缘
水平；同伴交往问题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和困难总分的平均得分则
已经进入了异常水平的范围。由此可见，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时间 内容 形式

1-5周
1.趣味体育游戏；2.花样
跳绳；3.身体素质练习；

4.球类运动

每周3次，每次
30min

6-10周
1.趣味田径项目；2.花样
跳绳；3.身体素质练习；

4.球类运动

每周3次，每次
40min

11-15周
1.趣味体育比赛；2踢毽
子；3.身体素质练习；  

4.球类运动

每周3次，每次
50min

16-20周
1.趣味体育游戏；2.踢毽
子；3.身体素质练习；  

4.球类运动

每周3次，每次
60min

维度 题号 正常水平 边缘水平 异常水平

情绪症状
3、8、13、

16、24
0-5 6 7-10

品行问题
5、7、12、

18、22
0-3 4 5-10

多动
2、10、15、

21、25
0-5 6 7-10

同伴交往问题
6、11、14、

19、23
0-3 4-5 6-10

困难总分 0-15 16-19 20-40

亲社会行为
1、4、9、17

、20
10-6 5 4-0表1      实验组学生运动干预方案

维度
实验组

（n=25）
对照组

（n=25）
T值 P值

情绪症状 6.12±1.42 6.07±1.50 2.38 ＞0.05

品行问题 4.82±0.89 4.79±1.00 1.20 ＞0.05

多动 6.03±1.94 6.07±1.83 3.00 ＞0.05

同伴交往问题 6.19±0.92 6.15±0.98 2.45 ＞0.05

困难总分 23.16±2.40 23.08±2.76 5.70 ＞0.05

亲社会行为 4.12±1.12 4.16±1.30 -2.45 ＞0.05

表2      SDQ评价标准

表3      实验前两组留守儿童SDQ评分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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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已迫在眉睫，也体现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

2.1.2实验前后实验组留守儿童的SDQ评分比较

实验前后实验组留守儿童SDQ评分统计结果和单样本配对T
检验结果（见表4）。实验组留守儿童在接受了20周的运动干预之
后，经SDQ评分得出的困难总分和在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
以及同伴交往问题等四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在
亲社会行为维度上的得分则出现了明显上升：

其中，实验组留守儿童在情绪症状维度上的得分，由实验前
的6.12±1.42，下降到了实验后的3.76±1.01；在品行问题维
度上的得分，由实验前的4.82±0.89，下降到了实验后的3.76
±1.01；在多动维度上的得分，由实验前的6.03±1.94，下降到
了实验后的3.30±1.40；在同伴交往维度上的得分，由实验前的
6.19±0.92，下降到了实验后的2.71±0.68；困难总分也由实
验前的23.16±2.40，下降到了实验后的12.85±3.79。并且将
实验前后的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同伴交往问题以及困难
总分分别进行单样本配对T检验之后，得出的P值均小于0.05。也
就是说，实验结束后，实验组留守儿童在以上四个维度上的得分
和困难总分相较于实验前而言，均出现了显著性差异。而以上四
个维度反映的是儿童在该维度上存在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的严重程
度，困难总分反映的则是存在问题的总体情况，得分越高，问题
越严重。实验结束后，实验组留守儿童四个维度得分和困难总分
的下降，说明接受了运动干预的实验组留守儿童存在的消极心理
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改善，运动干预效果斐然。另外，实验结束之
后，实验组留守儿童在亲社会行为维度上的得分也出现了变化，
由实验前的4.12±1.12，提高到了实验后的5.89±1.14。在长
处和困难问卷中，亲社会行为维度的得分越高，说明儿童做出利
他行为和助人行为的意愿就越高。实验结束后，实验组儿童在亲
社会行为维度上平均得分的提高，证明运动干预能够使留守儿童
的心理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2.1.3实验前后对照组留守儿童的SDQ评分比较

观察该表可知，在实验结束后，对照组留守儿童在五个维
度上的得分和困难总分虽然有细微的变化，但是在进行了单样本
配对T检验之后，P值均大于0.05，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具备统
计学意义。也就是说，在为期20周的教学实验结束之后，对照组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变化。

2.1.4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留守儿童的SDQ评分比较
表6统计的是实验后两组留守儿童的SDQ得分。实验前两组

留守儿童具备同质性，在困难总分和各维度上的得分均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但是观察表6中的统计数据和组间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可知：实验后，两组留守儿童的困难总分之间和各维度上的得分之
间，均出现了显著性差异（P＜0.05）。这说明，经过了20周的实
验之后，接受了运动干预的实验组儿童和没有接受运动干预的对照
组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已经出现了明显不同，实验组儿童的心理健
康水平已经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2.2讨论
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的情况，使得他们缺乏来自父母的

抚慰、关爱和直接教育，很容易出现心理层面的问题，导致个体
心理发展异常[3]。探索开发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干预方
案已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课题。研究证明接受有有针对性的运动
干预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出现这一实验结果
主要是因为：（1）在运动过程中，交感神经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且
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分泌也会增多，从而让人产生轻松愉快的感
觉，缓解留守儿童可能存在的抑郁、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改
善儿童的情绪症状；（2）体育运动对儿童的意志品质具有良好的
锻炼效果。运动中儿童体验到激烈的竞争和对抗以及较强的情绪
体验，必须要付出明显的意志努力才能够完成，能够在潜移默化
中培养儿童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意志品质和团结友爱、互帮互
助的优良作风，从而改善儿童品行和同伴交往中的问题；（3）很
多运动都是群体性的项目，儿童在参与群体性运动项目的过程中，
就需要与他人进行互动交流和团结协作，而随着互动交流和团结
协作的增多，亲社会行为也会得到发展。另外，存在多动注意不
能问题的儿童，最常感觉到的消极情绪就是孤立感和自卑感，而
参与群体性的体育运动项目是帮他们获得自信和自尊的有效方式。
杰·赛皮卡博士指出“体育提供了大量的社会互动，可以帮助多
动症的孩子寻找到伙伴，让他们获得自信和自尊。”所以，农村留
守儿童在运动干预后，多动的问题会得到一定的改善。

3  结论与建议
运动干预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能够

使留守儿童的心理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农村地区学校
应积极构建高效的体育参与机制，强化体育运动的干预效能，
借助运动干预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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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实验前 实验后 T值 P值

情绪症状 6.12±1.42 3.08±1.72 2.67 ＜0.05

品行问题 4.82±0.89 3.76±1.01 1.95 ＜0.05

多动 6.03±1.94 3.30±1.40 4.12 ＜0.05

同伴交往问题 6.19±0.92 2.71±0.68 2.79 ＜0.05

困难总分 23.16±2.40 12.85±3.79 5.17 ＜0.05

亲社会行为 4.12±1.12 5.89±1.14 -3.45 ＜0.05

维度 实验前 实验后 T值 P值

情绪症状 6.07±1.50 6.10±1.79 2.45 ＞0.05

品行问题 4.79±1.00 4.71±1.45 1.67 ＞0.05

多动 6.07±1.83 6.12±1.96 3.10 ＞0.05

同伴交往问题 6.15±0.98 6.09±0.78 2.40 ＞0.05

困难总分 23.08±2.76 23.02±3.21 5.18 ＞0.05

亲社会行为 4.16±1.30 4.23±1.67 -2.40 ＞0.05

维度
实验组

（n=25）
对照组

（n=25）
T值 P值

情绪症状 3.08±1.72 6.10±1.79 2.60 ＜0.05

品行问题 3.76±1.01 4.71±1.45 1.72 ＜0.05

多动 3.30±1.40 6.12±1.96 3.12 ＜0.05

同伴交往问题 2.71±0.68 6.09±0.78 2.45 ＜0.05

困难总分 12.85±3.79 23.02±3.21 5.10 ＜0.05

亲社会行为 5.89±1.14 4.23±1.67 -2.46 ＜0.05

表6      实验后两组留守儿童SDQ评分统计表

表4      实验前后实验组留守儿童SDQ评分统计表（n=25）

表5      实验前后对照组留守儿童SDQ评分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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