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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闭症是一种以社交互动障碍、重复性行为和兴趣受限为核

心特征的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在运动能力

和身体活动上，与同一发育时期的正常儿童有着明显的不足与缺

陷，导致了自闭症儿童参加体育活动和娱乐项目受到了限制，以

至于他们缺乏活动，也导致了自闭症儿童较高的肥胖率。同时身

体活动可以帮助提高运动技能、辅助减少负面情绪，并在维持健

康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自闭症儿童无法正常地进行活动，

使其相较于正常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受阻。

同时，目前国内在对自闭症儿童研究中发现，自闭症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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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质状况令人堪忧，李荣源等在2005年对广州市的50名自闭

症儿童的体质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自闭症儿童的体质合格率明

显偏低[1]。从体质测试结果也反映出由于自闭症儿童的特殊性，

导致其无法正常的参与体育活动，引发一系列身心发展问题。如

何发挥体育特有的教育意义来提高自闭症儿童的身体活动水平、

缓解自闭症患儿的发展性障碍是亟待研究解决的思考题。从对自

闭症儿童身体活动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入手，可以更贴切地达到

解决自闭症儿童体质健康的问题，从而达到促进自闭症儿童身心

健康发展的目的。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国内外对自闭症

儿童的身体活动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整合、汇总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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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ffect or

effect or impact or influence”。 按照上述检索内容进行搜

索，检索并除去重复文献后共有102 篇文献，对文献题目、摘

要进行阅读后，并通过Web of Science进行检索确定是否为核

心期刊后，符合主题要求的文献共8 篇。中文数据库以“自闭

症儿童”、“身体活动”为组合，搜索的文献为 0 篇，后以

“身体活动”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如“体育活动”进行检索，

搜索的文献为10 篇，但其中所涉及本研究主题，即关于研究自

闭症儿童身体活动的中文文献数量有限，大致阅读文献后确定文

献中只有部分内容可供主题分析，共 3 篇。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自闭症儿童身体活动水平现状的研究

2.1.1对全国调查数据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自闭症儿童身体健康水平的研究，都有全国性

的大数据调查研究支撑。国外的数据内容主要从儿童日常的活动

参与出发进行考究，而国内主要通过对儿童体质测试进行数据的

收集与分析。无论是身体活动的参与度，还是体质测试结果，自

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在身体活动水平上都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

在体测数据上，我国2007年教育科学规划对自闭症儿童的研究成

果显示，自闭症儿童体质测试合格率偏低，仅仅只达到所有测试

人数的16%；在与全国常模的对比中得出，除了5岁、6岁组的自

闭症儿童在10m折返跑所得指标与全国常模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外，

其他指标均差于全国常模，且差异显著[2]。在身体活动参与上，

McCoy等人（2016）根据2011年至2012年美国全国儿童健康调查

报告得出，自闭症儿童进行常规体育活动的可能性低于60%，参加

有组织体育活动的可能性低于74%[3]，同时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

相较于正常儿童在“每天锻炼一小时”的身体活动更少。

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外对自闭症儿童身体健康水平大数据分

析的方向性不同，国外主要从身体活动参与出发，国内主要从体

质测试出发。国外大数据显示自闭症儿童身体活动参与的动机性

偏低，表现出更少的锻炼参与；而国内体测大数据表明自闭症儿

童体质健康合格率低，表现出较差的运动能力。从上述两个结果

看，自闭症儿童在身体活动参与与运动能力上均表现出明显差异，

影响其正常的体质健康指标，引发一系列身心发育受阻问题。

2.1.2对运动能力的研究

在对自闭症儿童的教学实践中发现，自闭症儿童运动能力表

现为大肌肉力量差、运动技能低下、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低、耐

力差、惰性强、运动量不足[4]。王玮（2016）在对自闭症儿童

适应性体育活动研究中发现自闭症儿童在身体协调性、平衡性以

及移动速度等方面相较于普通儿童更加困难[5]。徐波锋（2016）

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在站立这类基础身体活动上，自闭症儿童表

现出难以维持身体平衡，说明自闭症儿童基础身体活动的协调性、

平衡性存在问题。研究中也发现自闭症儿童具体动作表现也比较

差，粗大动作和精细动作的表现均低于正常儿童[6]。在国外相关

研究中，Bremer等人（2015）发现与正常同龄人相比，自闭症儿

童身体活动总运动百分位数和精细运动百分位数明显偏低[7 ]。

Matson 等人（2010）通过比较研究发现，自闭症患儿运动技能

表现更差，主要在粗大动作和精细动作方面，与正常儿童差异

显著[8 ]。

综上所述，自闭症儿童在运动能力方面与正常儿童的差异，

主要体现在基础的身体活动和基本的运动技能上存在明显的障

碍。研究显示，自闭症儿童基础身体活动的协调性、稳定性普

遍存在问题。而在运动技能方面，自闭症患儿相较于正常儿童

也表现出明显的动作缺陷与不足。这都足以说明目前自闭症儿童

在身体活动上普遍存在活动障碍、活动受限以及运动技能表现较

差等问题。

2.2自闭症儿童身体活动影响因素研究

2.2.1认知障碍对自闭症儿童身体活动的影响研究

自闭症儿童的认知障碍，主要表现在其存在认知僵化的问

题，导致他们对其身体活动的行为选择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至

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过多的异常行为并难以根据环境做出

适应性的变化。Themanson 等人（2008）发现正常儿童的认知

功能与身体活动呈正相关，即认知能力更强的儿童，参加体育

活动的兴趣和频率都会更高[10]。Amir 等人（2017）以观察的

形式发现自闭症儿童身体活动水平受认知障碍影响。由于认知障

碍，导致他们无法参与正常的身体活动，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更

倾向于久坐，表现出较高的静坐活动水平[11]。

综上所述，自闭症儿童存在着认知功能障碍，影响了他们

日常身体活动的选择与参与。自闭症儿童的特殊性，导致其缺

乏对身体活动行为的正确认识，以及对环境或条件改变表现出的

必要自我调节和适应性，以上方面进而都会影响其异常行为的产

生或者加剧，从而更加深刻地影响到其参与身体活动的积极性。

2.2.2社交障碍对自闭症儿童身体活动的影响研究

自闭症语言是一种具有广泛特征的发展性语言障碍，由于儿

童在正常生长发育过程中，在语言社会化、交往、刻板行为等

诸多方面缺乏表达而暴露出来的。因此，自闭症儿童的社交障

碍也是阻碍其参与身体活动的影响因素之一。

Memari等人（2015）表明自闭症患儿参加具有互动性和合作

性的体育活动的欲望和主动性并不强。但体育活动对自闭症患儿

的教育意义又恰好在于体育独有的社会性，在体育的社会性中，

互动性和合作性又是体育活动固有的最明显的性质表现。Amir等

人（2017）进一步研究显示，自闭症儿童的社交能力也会影响其

身体活动水平，主要表现在主动参与体育活动的自闭症患儿的社

交能力也会随之得到改善与提高。但是该实验首要前提是针对性

地设置自闭症患儿能够主动参与的体育活动。

综上所述，在改善与提高自闭症儿童社交能力方面，国内

外学者都将体育活动的社会性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利用体育独有

的教育意义来改善自闭症儿童的社交障碍。但在如何设置适合自

闭症儿童参与以及身心发展的体育活动方面，仍是持有不同意

见。国外学者认为，由于自闭症儿童的特殊性，其参与合作性

体育活动的可性能较小，若强行设置此类活动，反而容易引起

其排斥心理，反倒没有益处。而国内学者将重点放在体育游戏

上，以游戏为突破口，激发自闭症儿童参与的积极性与兴趣

性，从而改善自闭症患儿的社交障碍。说明目前适合自闭症儿

童参与的体育活动类型，并不具有共性的特征，仍存在分歧。

2.2.3运动障碍对自闭症儿童身体活动的影响研究

自闭症儿童运动能力的现状表现为大肌肉力量差、运动技能

低下、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低、耐力差、惰性强、运动量不足[4]。

由于自闭症儿童身体机能表现出诸多缺陷，阻碍和影响他们正常

的身体活动参与。袁猷超（2017）指出相较于正常儿童，自闭症

患儿在身体、心理上的特殊性，一般体育课上的活动及难度较大

的运动技术往往对其并不适合，也很难引起其运动兴趣。

上述结果说明自闭症儿童并不能接受普遍体育课所教授的内

容。由于自闭症儿童参与体育活动受其身体活动能力与运动技能

的影响，若使用适合正常儿童一般体育课程的教学方式，将难

以引起其参与运动兴趣的并难以使其完成难度较大的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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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动作，这也将进一步对自闭症儿童参与身体活动的积极性产

生负面影响。

2.2.4 年龄、性别对自闭症儿童身体活动的影响研究

除了对自闭症儿童在认知、社交和运动障碍等影响因素的研

究外，年龄和性别也被作为影响因素之一被纳入研究当中。

Memari 等人（2013）通过建立研究量表对比数据后发现，年龄

与性别也是影响自闭症患儿参与身体活动的影响因素之一。结果

显示，年龄大的自闭症患儿参与身体活动的主动性更低。同

时，女性患者相较于男性患者参与身体活动的主动性更低。

Amir 等人（2017）进一步比较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闭症患

儿参与身体活动的积极性越弱，进一步证实他们的年龄与身体活

动水平呈反向变化关系。在性别方面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患者

久坐的身体活动行为更高，即女性患者相较于男性身体活动水平

更低。Leah 等人（2017）从不同运动强度的维度出发，分析

自闭症儿童参与身体活动的水平发现，年龄小患儿在中等强度中

所花费的时间更多，说明年龄小的患者身体活动水平更高。总

的来说，这些发现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们证明了自闭症儿童的身体

活动水平受到年龄、性格的影响，也通过实验证实了自闭症患

儿的身体活动水平与年龄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自闭

症患儿的身体活动水平越低。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汇总与分析中可以发现，目前国内

外对于自闭症儿童身体活动水平的研究存在共性的同时也存在着

差异性。共性主要体现在目前国内外大数据分析表明，由于自

闭症儿童参与各项活动受限，使其身心健康发育受阻。对于运

动能力，目前普遍研究证实自闭症儿童在身体活动上普遍存在活

动障碍、活动受限以及运动技能表现较差等问题。如何更具针

对性地利用体育活动或者体育课程改善自闭症儿童发育障碍问

题，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是目前仍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差异

性主要体现在国内外大数据分析的方向、角度的不同，国外从

自闭症儿童身体活动的动机出发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而国内主

要从自闭症儿童体质健康测试出发，通过不同身体活动测试的结

果与达标率继而考究。因此，未来的研究是否考虑将自闭症儿

童身体活动的行为动机与体质健康测试结合起来进行大数据分

析，以取得更为完整的研究数据与结果，继而更具针对性地改

善自闭症儿童身体活动水平。

对于自闭症儿童身体活动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以四个方面

的研究分类并进行综述，即认知障碍、社交障碍、运动障碍以

及流行病学变量。在自闭症儿童社交障碍方面，综述结果显示

目前国内外对是否参与集体、合作性体育游戏的观点上持有不同

意见。国外研究不鼓励参加集体运动或游戏，他们认为将自闭

症儿童强制性加入集体，这对本身社会性不强的自闭症儿童并不

能起到好的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反观国内，部分学者对自闭

症儿童的身体健康进行研究的时候以集体运动或游戏为干预。但

问题集中于目前研究的体育游戏都是针对个别自闭症儿童的自身

特点进行设计的，具有单一性和针对性，并不能找到直接的普

遍共性，往往比较片面的。因此，在对自闭症儿童的身体活动

因素进行研究时应该将眼界放宽，走出舒适区拓宽思路，对研

究成果进行进一步深一度的挖掘，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相结合，

以追求更高效、更全面、更有前瞻性的效果，从而促进自闭症

儿童的身心健康。

在文献搜索过程中发现，国内目前对于自闭症儿童身体活动

水平及影响因素专门性的研究较少，大部分还是以体育干预实验

为主，并且研究都是以个案研究为主，缺少大样本数据的研究

和依据。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对于自闭症儿童身体活

动的研究将迈入新的阶段，当然这需要无数的科研工作者和基层

体育教育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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