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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干预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影响的系统综述

郑宇萌，何施，叶茜，向庆龄，黄志剑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目的：对体育干预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有关的现有实证研究进行系统整合与综述。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与筛查，纳入 9 篇符合条件的文献，对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结果：现有实证研究的数据表明，研究地域分布与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有多处吻合；实

验设计逐渐完善；因变量逐渐细化；测量方法变得更契合研究；组合方案是大部分体

育干预的首选方案；根据不同运动项目特征及权威组织或机构提出的青少年活动建议，

设计不同运动干预方案；从体质健康维度分析发现，体育干预不仅能够显著提高留守

儿童身体素质水平，而且可以改善留守儿童身体形态，还能够明显改善留守儿童身体

机能。从心理健康维度分析可知，体育干预对留守儿童依恋指数得分、心理弹性、生

活满意度、社会适应能力、执行功能、焦虑以及自尊等心理健康因子水平都有积极影响。

结论：体育干预对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身心健康存在积极影响，但不同体育项目

干预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产生的影响是否产生差异目前尚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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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Sports Intervention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ZHENG Yu-meng，HE Shi，YE Qian，XIANG Qing-ling，HUANG Zhi-ji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 and summarize the existing empirical research on sports intervention 
i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Methods: through literature search and screening, 9 eligible 
literatures were included, and these studie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from different aspects. Results: the existing 
empirical data show that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stud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ata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is gradually improved;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gradually refined; 
Measurement methods become more suitable for research; Combination program is the first choice for most sports 
interventions; Design different sports intervention program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ports and 
the suggestions of youth activities put forward by authoritative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sical health, it is found that sports intervention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hysical quality level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but also improve the body shape and physical function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ntal health, sports interven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factors such as attachment 
index score,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life satisfaction, social adaptability, executive function, anxiety and self-esteem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Conclusion: sports interven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but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ports intervention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is different.
Key words: Sports intervention; Left behind childre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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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为

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寻求更好的发展，逐渐向大

城市转移，留守儿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衍生出来

的。国务院在相关文件中指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

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且

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1］。2018 年下半年民政

部公开的数据表示全国仅农村留守儿童就有 697 万

余人［2］。

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一样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但

是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状况不容乐

观［3，4］。党中央、国务院对做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高度重视并在相关文件中指出，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留守

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关注并及时引导他们积极参加体育、

艺术、社会实践等活动［1］。

研究表明科学的体育干预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参与

者的身体健康状况，而且对参与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也能够产生积极影响［5，6］。那么，体育干预对留守

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身心健康是否同样也存在积极

影响？不同体育项目对留守儿童身体和心理健康能

够产生哪些影响？因此，本研究拟从体育干预对留

守儿童身心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出发，进行系统综

述研究并尝试在现有实证研究数据的基础上对上述

疑问作答。

2  研究方法
以中国知网、维普、万方三大中文数据库及检索工

具为主，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筛选、整理以及分析。

2.1  文献检索逻辑

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以主题“体育”与“留守儿童”

为检索词，维普数据库以题名或关键词“体育”与“留

守儿童”为检索词。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7 月，文献收录

起始年不限。共得到文献 901 篇。

2.2  文献纳入标准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体育干预对留守儿童这

一特殊群体的身心健康是否存在积极影响，据此对

检索所得的 901 篇文献进行筛选。具体纳入标准为：

①中文核心期刊；②以体育为主要干预手段的实证

研究；③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干预手段以及带参数

统计的研究结果。满足以上所有 3 个条件的文献将

被纳入，否则被剔除。最终有 9 篇文献被纳入本研究。

（见表 1） 

表 1  体育干预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影响的主要实证研究

研究
研究地

域
研究对

象
干预前

调查状况
因变量 测量工具

干预
项目

干预方案 干预结果 主要结论

郑云峰 .
2019 ［7］ 重庆市

农村留
守女初
中生
1286
名

焦虑比例
66.6%；

抑郁比例
61.3%；

低自尊比例
62.20%

焦虑
抑郁
自尊

Spielberger
的焦虑量表
（SAI）；

Zung 的抑郁自
评量表（SDS）；
Rosenberg 的
自尊测试量表

（SEI）

健身
气功

对照组进行常规
课外锻炼，实验
组在此基础上进
行 3 个月的健身
气功练习，持续
时间为 30 ～ 40 
min/ 次，频率

为 2 次 / 周，每
次运动达到中等

强度

焦虑水平：实验组 < 对照组
t=-7.892，p<0.01；

抑郁水平：实验组 < 对照组
t=-8.814，p<0.01；

自尊水平：实验组 > 对照组
t=9.649，p<0.01.

健身气功对
农村留守女
中学生具有
良好的焦

虑、抑郁和
自尊预测作

用

赵昀，
李杨，
周翔 .

2019 ［8］

四川省
南部县

6 ～ 8
年级留
守儿童
185 名

心理弹性评
分：

非留守儿童 >
留守儿童

生活满意度：
留守儿童 <
非留守儿童

心理弹
性、生
活满意

度

青少年心理韧
性量表；

青少年学生生
活满意度量表

拓展
训练

对照组不做特殊
处理，试验组进
行为期 3 周的拓
展训练干预，

每天 1 次课（90 
min），共 16 次

课

心理弹性的积极认知、情绪控
制因子评分，生活满意度的环

境、学业因子评分：
（试验组）干预前 < 干预后
以上因子评分 P 值分别为

0.015、0.029、0.037、0.043；
试验组 > 对照组

以上因子评分 P 值分别为 
0.039、0.048、0.047、0.033

拓展训练能
积极塑造和
改善留守儿
童的心理弹
性和生活满

意度

陈爱国，
陈丽萍，
颜军 .

2017 ［9］

江苏省
涟水县

小学四
年级留
守儿童
48 名

留守儿童执行
功能落后于非

留守儿童

执行
功能

陈爱国开发的
儿童执行功能
测量工具和测

试方法

足球

实验组进行为期
8 周的足球运动
干预，对照组进
行常规足球运动
教学，运动强度
为中等强度，频
率为 2 次 / 周；
持续时间为 40 
min/ 次，共 16

次课

组别效应（F（1，39）
=14.51.689，P=0.00<0.01）；

时间效应（F（1，39）
=50.26，P=0.00<0.01）；

时间和组别的交互效应（F（1，
39）=8.048，P=0.007<0.01）

8 周足球运
动对留守儿
童的执行功
能有显著改

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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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研究地

域
研究对

象
干预前

调查状况
因变量 测量工具

干预
项目

干预方案 干预结果 主要结论

陈爱国，
梁洪英，
颜军，
殷恒婵 .
2016 ［10］

江苏省
涟水县

小学四
年级留
守儿童
40 名

留守儿童执行
功能落后于非

留守儿童

执行
功能

陈爱国开发的
儿童执行功能
测量工具和测

试方法

身心
运动
操

实验组进行为
期 8 周的身心运
动干预，对照组
进行常规学习生
活，运动强度
为中等强度，
频率为 3 次 /

周；持续时间为
40min/ 次，共

24 次课

组别主效应
（F（1，38）=0.00，

P=0.99）；
时间主效应（F（1，38）

=130.38，P<0.01）；
时间 × 组别交互效应

F（1，38）=24.96，P<0.05

8 周身心运
动对留守儿
童执行功能
有积极影响

杨经伦，
刘建进，
陈兰 .

2016 ［11］

无

幼儿园
不安全
依恋型
留守儿
童 3 名

依恋指数显示
为不安全依恋

依恋
指数

沃特斯—迪因
儿童依恋行
为分类卡片
（Q-set）

亲子
体育
游戏

参与者进行为期
5 周的亲子体育
游戏干预，期间
不能参加其他任
何形式的干预，
游戏共 25 次，
每次 1 h，每周

5 次

依恋指数变化：
干预前 < 干预后 <；
干预后 > 撤出干预

亲子体育游
戏对留守儿
童不安全依
恋行为有积

极作用

陈曙，
王京琼 .
2016 ［12］

湖南省
湘西自
治州

6 ～ 15
岁农村
留守儿
童 200

名

存在消极心
理；

亲社会行为低

体质健
康；心
理健康

《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
（2014年修订，
《标准》）；
长处和困难问

卷

组合
方案

实验组从家庭、
学校和社区三个
方面进行为期 6
个月的体育干

预；控制组进行
相同时间非体育
的其他干预，这
里主要采取督促
学习文化知识的

干预

实验组体质健康水平：
干预前 < 干预后（P<0.05）；

实验组心理健康水平：
困难维度

干预前 > 干预后（P<0.05）；
亲社会行为维度

干预前 < 干预后（P<0.05）

体育参与能
有效增强留
守儿童体质
健康水平、
改善留守儿
童消极心理

问题

赵春琪 .
2013 ［13］ 河南省

农村中
学留守
初中生
400 名

心理问题的查
出率为 46.26%
轻度 35.32%
中度 7.18%
重度 3.76%

体质健
康；心
理健康

《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
王极盛教授编
制的中学生心
理健康量表

16 种
普遍
开展
的运
动项
目

利用本校资源优
势留守儿童自选
认为对心理调

节作用较好的体
育项目进行为期
16 周的干预实

验，频率为 5 次
/ 周，时间为 1.5

小时 / 次

心理健康因子得分：
试验前 < 试验后

强迫、敌对、人际关系、忧
郁、焦虑和情绪等 6 种因子

（P<0.01）；
体质健康：
安静脉搏

试验前 > 试验后（P<0.05）；
肺活量

试验前 < 试验后（P<0.01）；
身体素质指标

试验前 < 试验后（P<0.01）

长期进行运
动干预对留
守儿童心理
健康的改善
和身体素质
的提高都有
显著效果

么广会，
张龙，
余成斌，
Gertrude 

V 
Corpuz，
Ramir S 
Austria. 

2019 ［14］

贵州省
六盘水

市

小学
三、五
年级农
村留守
儿童

142 名

体质健康水平
低下

体质
健康

2014 年国民体
质健康测试专

用器材

组合
方案

实验组除常规体
育课外，分组进
行 4 种不同运动
方案的运动干

预；对照组除常
规体育课外，不
参与运动干预，
干预时间持续

10 周

身体形态：
胸围、上臂部、肩胛部、腹部

皮褶厚度
干预前 > 干预后（P<0.05）；

身体机能：
安静脉搏

干预前 > 干预后（P<0.05）
肺活量

干预前 < 干预后（P<0.05）；
运动素质：

干预前 < 干预后（P<0.05）

4 种运动干
预方案都可
以改善农村
留守儿童体
质健康水平

黄荣
2014 ［15］

秦巴山
区腹心
地带

（陕西）

12—15
岁留守
儿童
30 名

心理障碍的
留守儿童占
9.69%；留守

儿童在焦虑、
人际关系、抑
郁、恐怖和偏
执几个因子的
检出率较高

体质健
康；心
理健康

基本身体素
质测试；症
状自评量表
（SCL-90）

组合
方案

2012 年 5 月—
2012 年 10 月对
参与实验的留守
儿童进行每周两
次，共 20 周 80
个学时的体育干

预

身体机能：
肺活量、体重

干预前 < 干预后（P<0.05）；
脉搏

干预前 > 干预后（P<0.05）；
身体素质：

干预前 < 干预后（P<0.05）；
心理健康水平：

干预前 < 干预后（P<0.05）；
社会适应能力：

T=-4.763，P=0.000（P<0.01）

体育干预能
有效解决西
部山区留守
儿童身心健

康问题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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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对纳入本研究的 9 篇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可以得出以

下主要结果。

3.1  研究地域分布

从地域分布上来看，被纳入的文献中有三分之一关

注的是西南地区的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以

及贵州等地；华中地区相关的文献则重点关注的是河南

以及湖南湘西自治州的农村留守儿童；华东地区主要关

注的是江苏省的留守儿童；除此之外，对西北地区留守

儿童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对陕西省秦巴山区腹心地带留守

儿童的关注（见表 2）。

表 2  体育干预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影响主要实证研究的地域

分布概况

地域 西南地区 华中地区 华东地区 西北地区

省（市）
重庆、四川、

贵州
河南、湖南
湘西自治州

江苏
陕西秦巴山
区腹心地带

3.2  留守儿童基本状况

根据现有实证研究调查数据可以发现，部分留守儿

童的身心健康状况极其不乐观，体质健康水平低下且存

在心理障碍，心理问题的查出率高达46.26%。其中，焦虑、

抑郁、低自尊、人际关系以及偏执等因子的查出率较高。

此外，一些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评分、生活满意度、

执行功能以及亲社会行为都落后于非留守儿童。

3.3  实验设计

体育干预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中，

较早的 2 篇研究采用的是组内比较研究设计。2013 年赵

春琪［13］和 2014 年黄荣［15］分别选取 16 种普遍开展的运

动项目和3种不同类体育项目对留守儿童进行长期干预，

并比较实验前后参与活动留守儿童的体质和心理健康。

杨经伦等人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采用的是单被试

研究设计，研究对3名不安全依恋型幼儿园留守儿童进行

亲子体育游戏干预，并对参与者干预前、干预后以及撤出

干预3个时间段分别进行多次依恋指数测量，研究发现亲

子体育游戏对留守儿童的不安全依恋指数有积极作用［11］。

目前，三分之二的研究都采用组间和组内交叉比较

的实验设计。例如，陈爱国等人对实验组进行为期 8 周

的足球运动干预，对照组进行常规足球运动教学，16 次

课后时间、组别以及时间和组别的交叉效应都显示 8 周

足球运动对留守儿童的执行功能有显著改善作用［9］。

3.4  因变量与测量工具

本研究纳入的文献中因变量主要围绕留守儿童的体

质健康与心理健康指标展开，利用不同的测量工具来探

究体育干预对留守儿童不同维度身心健康的影响情况。

体质健康维度因变量的测量指标主要包括身体形态、

身体机能以及运动素质等，采用的测量工具有《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国民体质健康测试专用器材和基本

身体素质测试。整体来说体质健康维度的因变量相对单

一，测量相对简单。

而心理健康维度的因变量相对多元，主要包括焦虑、

抑郁、自尊、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执行功能、依恋指

数、困难、强迫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以上因变量对应的

测量工具分别为 Spielberger 的焦虑量表（SAI）、Zung 的

抑郁自评量表（SDS）、Rosenberg的自尊测试量表（SEI）、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陈爱

国开发的儿童执行功能测量工具、沃特斯—迪因儿童依恋

行为分类卡片（Q-set）、长处和困难问卷、王极盛教授

编制的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

3.5  干预项目的选择与干预方案的制定

干预项目以组合方案为主，陈曙等人的实验从家

庭、学校和社区三个方面对参与者进行组合项目的体

育干预［12］；么广会等人根据各年级的实际情况设计出

4 种不同的运动干预方案包含多种运动项目［14］；黄荣则

是在专家和学生的建议下，将田径、球类以及拓展项目

进行融合并分阶段实施［15］。纳入文献中拓展类项目的

体育干预也比较常见，如拓展训练以及亲子体育游戏。

除此之外，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健身气功、“世界第

一运动”美誉的足球、适合儿童运动的身心运动操和 16

种普遍开展的运动项目作为体育干预的手段。

本研究纳入的 9 篇研究中，干预时间均在 3 周以

上，最久的干预长达半年；单次干预持续时间大多为

30～40min ，频率为每周2～5次，强度以中等强度为主。

3.6  体育干预对留守儿童体质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影响

黄荣在一项研究中对 30 名留守儿童进行为期 5 个月

每周2次的体育干预，结果表明干预后参与者在400m跑、

立定跳远和仰卧起坐等身体素质指标上有显著改善［15］。

通过对贵州留守儿童进行 10 周的运动干预，么广会等人

发现运动干预虽然对身高、体重变化的影响不显著，但

是干预后参与者胸围、上臂部、肩胛部以及腹部的皮褶

厚度显著降低［14］。赵春琪在 2013 年的一项研究中对随

机选取的 40 名留守儿童进行为期 16 周的运动干预，对

比实验前后的数据发现干预后留守儿童的安静脉搏、肺

活量等指标均显著优于实验前［13］。

一项单被试研究指出，5 周的亲子体育游戏对留守

儿童的依恋指数得分有积极作用［11］郑云峰的研究通过

对1286名留守女初中生进行3个月的健身气功干预发现，

干预后参与者的焦虑、抑郁以及自尊等心理健康因子水

平均有显著改善［7］。也有研究表示体育干预对留守儿童

的社会适应能力有极大帮助［15］。还有研究表明体育干

预可以增强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提高留守儿童的生活

满意度［8］。陈爱国等人的研究则发现体育干预对留守儿

童执行功能有积极影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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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基于以上结果可以发现，虽然现阶段体育干预对留守儿

童身心健康影响的研究较少且还有许多维度的研究尚不充分

或没有被涉及，但目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初步的讨论。

民政部2018年公布的农村留守儿童数据图表显示：四

川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最大。此外，四川、安徽、湖南、河南、

江西、湖北以及贵州七省农村留守儿童的总人数占全国总

数的69.7%［2］，以上数据与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在地域上有

多处吻合。

整体而言，非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状况普遍优于留

守儿童。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父母长时间不在身边，

缺少亲密沟通和照顾的机会，从而引起留守儿童体质健

康水平低、心理不健康等问题。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相关实证研究从 2013 年到

2019 年在实验设计、因变量以及测量方法的选择上发生

了很大变化。实验设计从组内设计逐渐转变成混合实验

设计；因变量由最初笼统的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等概念

逐渐细化到脉搏、肺活量、执行功能、焦虑、抑郁等指标；

测量方法则根据因变量的细化变得更契合研究。

在体育干预运动项目的选择上，本研究纳入的文献

中组合方案是大部分研究者的首选方案，次选方案中拓

展类项目出现较多，除此之外还有传统项目、球类项目

以及操课类项目等。然后，根据不同运动项目特征及权

威组织或机构提出的青少年活动建议，设计不同运动干

预方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研究纳入的实证研究中，分

析比较陈爱国等人的两项研究可以发现足球和身心健身

操干预对留守儿童执行功能三个子功能抑制功能、刷新

功能和转换功能的效果上存在差异，干预项目的选择是

其产生差异的可能因素之一，但碍于其他研究选取的因

变量、测量方法以及干预项目都不同，因此没有办法定论。

从体质健康维度分析可知，留守儿童在体育干预后

400m跑、立定跳远和仰卧起坐等身体素质指标显著改善；

胸围、上臂部、肩胛部以及腹部的皮褶厚度显著降低；

安静脉搏、肺活量等指标均显著优于实验前。由此可见，

体育干预不仅能够显著提高留守儿童身体素质水平，而

且可以改善留守儿童身体形态，还能够明显改善留守儿

童身体机能。从心理健康维度分析可知，体育干预可以

改善留守儿童焦虑、抑郁、低自尊、人际关系以及偏执

等心理问题；能通过提高积极认知、情绪控制、人际协助、

环境、学业、友谊、自由等因子的评分从而提高留守儿

童的心理弹性和生活幸福感；还可以提高留守儿童的依

恋指数、亲社会能力以及执行能力。

5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可初步得出如下结论：体育干预对留守

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身心健康存在积极影响，但不同体

育项目干预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产生的影响是否产生差

异目前尚不明确。未来本领域的研究可以着眼于：不同

体育项目干预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产生的影响是否存在

差异，并尝试深度挖掘体育干预对留守儿童体质健康和

心理健康维度其他因子层面的影响。当然，更少留守儿

童的存在是我们美好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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