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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发育性障碍是一系列影响儿童脑部正常发育和功能

的病症，这些病症涵盖了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ADHD）、学习障碍（LD）、认知障碍以

及脑瘫等多种类型。这些障碍通常会导致儿童在认知发

展、行为表现、社交互动和学习过程中带来诸多困难其

中，发育性协调障碍（DCD）尤为突出，它主要表现为

运动技能障碍，严重影响了儿童的日常生活技能和学业

表现。

研究表明，体育运动是改善发育障碍儿童病症的一

种经济且安全的干预方式，相较于药物治疗和音乐治疗，

展现了其特有的优势。日本学者高桥野美智子（2019）

等人研究指出，运动对发育障碍儿童的有益影响是多方

面的，明确指出运用多种支援方法改善发育障碍儿童的

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是必要的。汲艶蕊（2012）的研究

表明，根据儿童发展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建议采用中国舞

作为训练项目，发挥舞蹈中特有的美育作用，让儿童在

锻炼身体的同时，增强心理素质、健全人格。伊藤美智

子（2014）的研究中发现，舞蹈活动能增进亲子间的互

动，为发育障碍儿童提供社交机会。田中（2011）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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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证实了，以学龄前的发育障碍儿童为研究对象，采

用芭蕾舞训练作为舞蹈疗法是具有有效性。因此，研究

运动对于发育障碍儿童的身心健康的影响十分重要。

中国舞，凭借其丰富多样的风格和深厚的文化背景，

不仅能够增进日本学生对中国舞蹈美学的欣赏，还能加

深日本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中国舞强调情感表

达和肢体语言的运用，有助于提升儿童的表现力。此外，

通过中国舞的学习，可以激发儿童对新事物的好奇心，

提高他们的观察力、模仿力和想象力，同时在不断的练

习中增强身体感知能力。

本研究旨在对发育障碍儿童的身心健康进行实况调

查，并对实验前后的数据变化进行比较研究。通过研究

探索如何在特殊教育体系中更广泛地实施中国舞训练，

为进一步完善特殊教育课程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供参

考，对促进发育障碍儿童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融合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日本 A 小学 1 年级～ 6 年级 19 名发育障碍儿童为

实验对象（1 ～ 6 年级 男生 14 名、女生 5 名）。

（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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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育障碍儿童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障碍性缺陷，在认知、行为、社交和学业方面面临挑战。其中，发育性

协调障碍（DCD）是一种常见的运动能力障碍，对儿童的日常生活和学业产生影响。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舞训练对

发育障碍儿童的运动能力和交流能力的影响。选取日本A小学1至6年级的19名发育障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

为期3个月的中国舞训练。通过运动能力测试和数理统计法，对比训练前后的变化，并结合专家访谈法，对问题进

行交流并整理相关信息得出结论。实验后，儿童在柔韧性、敏捷性和力量方面有显著提升，但平衡能力改善不明显。

通过训练，儿童的本体感觉增强，动作完成度提高，精神状态和人际交往方面得到改善。通过实验中国舞训练作为

一种非药物治疗手段，对发育障碍儿童的运动协调性提升具有积极作用。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跨学科的综合教

育体系，为发育障碍儿童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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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 google scholar、中国知网数据库查阅有关发

育障碍儿童的相关文献资料 40 篇，对研究的现状、方法

有了清晰的了解。

2. 实验法

选取日本A小学1年级～ 6年级19名发育障碍儿童

为实验对象。在特别支援教室进行为期3个月的中国舞训

练，每周一次，每次45分钟共12周。并在实验前后各一

次对实验对象进行运动能力测试，对测试指标进行对比分

析。测试项目为柔韧性（长坐位体前屈）、敏捷性（十字

跳跃）、力量（垂直跳）、平衡力（闭眼单脚站立）。

3. 专家访谈法

通过对学校相关专家进行访谈，在访谈过程中把提

前设置好的问题进行交流并整理相关信息得出结论。

二、结果与分析

（一）运动能力测试结果

运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与分析，采用 T 检

验对检验前后的各项指标分别进行对比，P>0.05 说明无

显著性差异，P ≤ 0.05 说明存在显著差异，P ≤ 0.01 说明

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从表 1- 表 4 中可以看出，关于柔

韧性、敏捷性、力量均有显著提高。

表1　长座体前体屈（柔韧性）

性別
実施前

平均値 ±SD

実践後

平均値 ±SD
t P

男 72.27±12.29 75.82±10.31 2.466 0.028

女 78.60±8.58 79.90±8.61. 3.474 0.026

表2　十字跳跃（关于敏捷性）

性別
実施前

平均値 ±SD

実践後

平均値 ±SD
t P

男 3.08±1.11 3.61±0.96 2.391 0.033

女 2.13±1.16 2.59±1.06 4.822 0.009

表3　跳跃（力量）

性別
実施前

平均値 ±SD

実践後

平均値 ±SD
t P

男 54.64±11.20 64.93±8.68 3.268 0.006

女 59.20±4.15 60.80±3.27 3.138 0.035

表4　闭眼单脚站立（平衡能力）

性別
実施前

平均値 ±SD

実践後

平均値 ±SD
t P

男 10.88±7.94 10.09±7.67 0.411 0.688

女 10.45±11.02 19.20±13.56 1.747 0.156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发育障碍儿童在柔韧性、敏捷

性、力量方面的数据 P ≤ 0.05，有显著差异。但在平衡

能力方面的效果不明显。

1. 关于柔韧性的分析：本研究以半足站立、背肌、

踝、腰、肩等关节为训练目标。背肌、腰、肩部位主要

是强化上肢的二尖肌、背阔肌。脚踝、半足站立的部位

主要是强化下肢的大殿肌、股二头肌、腓肠肌、跟腱等

肌肉。通过中国舞的训练发育障碍儿童上下肢部位的关

节、肌肉、韧带等被拉伸。从表一坐位体前屈的测试结

果可以明显看到，P ≤ 0.05 说明存在显著差异，关于柔

韧性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强化。

2. 关于敏捷性的分析：训练的部位是全身。发育障

碍儿童通过舞蹈动作之间转换动作的反复练习刺激了儿

童的神经敏感性，增强了大脑的反应速度、和对动作的

反应速度。此外，肌肉纤维的长度、关节的柔软性也影

响敏捷能力。通过表二中的数据显示，P ≤ 0.05 说明存

在显著差异，中国舞的训练对发育障碍儿童的敏捷性有

显著的强化作用。

3. 力量能力分析：本研究中使用的项目主要训练部

位为小腿、大腿肌肉、髋关节、踝、脚趾。特别是脚踝

的力量和稳定性，跟腱的柔韧性有助于两次起跳之间的

快速连接，增强腿部推动地面的力量。加强下肢力量是

保持动作速度、完成运动的关键。通过表三中的数据显

示，P ≤ 0.05 说明存在显著差异，中国舞的训练对发育

障碍儿童的力量能力有着明显的改善。

4. 关于平衡能力的分析：文献显示，平衡能力具有

先天性。为提高平衡能力，需要接受对特定运动的周期

性力量训练，力量的提高带来更好的特定平衡表现。另

外，腹部是维持身体上半身躯体稳定的重要肌群。但在

本研究的实践中，对腹部肌群没有特定的训练。因此，

通过表四数据表明，P>0.05 说明无显著性差异。经过三

个月的中国舞训练，对发育障碍儿童的平衡方面能力并

没有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二）采访调查结果

从学校相关专家的采访结果来看，接受中国舞训练

前的发育障碍儿童的运动方面、精神方面、人际交往方

面都较弱，本体感觉不发达，模仿力较差，肢体动作不

协调。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的儿童较多。

还有一部分儿童在团体活动中对他人的情绪变化无法

敏锐察觉、无法体会他人的情感，容易出现我行我素

的情况。

经过三个月的中国舞训练，19 名发育障碍儿童在动

作完成度、运动能力、精神状态、人际交往方面均有所

改善。实验对象通过单一、组合式动作的练习，逐渐掌



122

握运动要领，在训练过程中逐渐建立自信心，并对中国

舞产生浓厚的兴趣。另外，通过科学训练对身体各部位

及运动方法有了深入的学习。并且，发育障碍儿童对自

身的本体感觉明显增强，能够有意识的调节并保持良好

的身体姿态。最后，在训练过程中发育障碍儿童注意力

逐渐提高，并主动参与到团体合作中。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运动干预作为发育障碍儿童的非药物性治疗手段，

是一种经济且且易于实施的选择，同时也为社会减轻了

医疗负担，具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中国舞训练，作为

一种特定的运动干预形式，已被实验证明对发育障碍儿

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中国舞训练通过其独特的动作和节奏，不仅改善了

儿童的身体形态，提高了运动能力，还显著改善了发育

障碍儿童的精神状态和人际交往能力。这些变化对于儿

童的自信心建立、社会适应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都

至关重要。尽管实验在提升平衡能力方面的干预效果有

限，但总体上为发育障碍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产生积极

作用。

因此，推广运动干预，特别是像中国舞这样的具体

形式，对于支持发育障碍儿童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

（二）建议

1. 对于症状较重的儿童，建议在干预前，进行细致

的科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制定和

实施干预计划。

2. 考虑到发育障碍儿童的个体差异性，教育干预应

个性化，根据每个儿童的具体需求和特点，提供个性化

的特殊教育课程，应包括个别指导和小组指导等多样化

的干预措施。

3. 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采取多学科融合的方法，构

建一个综合性的教育体系。整合教育学、心理学、康复

学、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等领域的资源和专业知识，以

提供全面、协调的支持，促进发育障碍儿童的全面发展。

4. 加快培养和建设专业的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的专

业水平和实践能力，以满足发育障碍儿童的教育需求。

同时，加强对家庭成员的培训，以确保运动干预的正确

实施和持续支持。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支持发育障碍儿

童的成长和发展，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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