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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功能!8e8F392\8130F92=0" Za$是一种较为

高阶的认知过程"它需要多种高级的认知能力相互

协作"完成,制定目标
(

计划如何去达成目标
(

成

功实施计划-的心理过程*!+

& 执行功能由大脑前额

叶皮质支配"执行功能随着大脑这一部分区域的发

育而出现和发展*#+

"从婴儿期开始"一直持续到青

春后期和成年早期*$+

& 幼儿期是执行功能发展的

关键时期之一& 执行功能的发展在生命早期受到损

害"将会对儿童的身体发展%入学准备和学业能力都

产生重要影响*% j&+

"甚至导致学龄期的各种行为问

题**+

"因此"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而言"对幼儿群体的

执行功能进行评价"尽早识别执行功能较差的幼儿

并加以干预"对儿童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科学可

行的评价方法是研究儿童执行功能的首要前提"在

国外的研究中"+264=0? 等*.+设计的 ->实验是评

价婴幼儿执行功能的经典方法之一"可反映以工作

记忆和抑制能力为代表的执行功能"但这一评价方

法在国内幼儿中应用尚少"由于文化背景和发育水

平等差异"该方法在中国幼儿中的可行性有待论证"

因此"本研究在北京市选取了 $! 名幼儿"应用 ->

实验评价部分执行功能指标"将该实验方法在我国

幼儿群体中的可行性做一初步探索&

CD资料与方法

C'C"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通过招募的方式纳

入研究对象& 招募范围为 #(!& 年 ./C 月"在北京

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儿童早期发展中心进行健康体

检的 #% k%# 月龄幼儿& 纳入标准为'出生时孕周大

于或等于 $. 周且小于 %# 周"出生体重达到 # &(( G

并小于 % ((( G"身体健康#排除标准为'患有先天遗

传代谢性疾病或残疾!例如"唐氏综合征%大脑性瘫

痪%引起听力缺陷的耳先天性畸形等$& 在符合条

件的幼儿家长充分了解本研究的目的和内容并同意

参加后"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已通过北京

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H>((((!(&#I

!$((!$&

C'E"方法

C'E'C"实验环境"实验地点为本教研室中固定的

房间& 房间布置包括 ! 张长方形桌子和 # k$ 把椅

子& 实验在幼儿饮食%睡眠充足"精神状态良好的情

况下"由 ! 名家长陪同进行& 幼儿由家长抱坐或独

立坐在桌子一侧& 实验员面对幼儿坐在桌子的对

侧& 实验员通过幼儿现场的表现在记分表上打分"

同时用摄像机记录现场实验情况"由督导员根据录

像对分数进行复核&

C'E'E"实验内容"->实验的操作方法和评分规则

主要参考 +264=0? 等*.+报道过的方法& 实验员首

先将一个杯子放在桌子中央"在儿童的注视下"将玩

具藏到杯子里"然后将杯子移到桌子右侧"用挡板挡

住儿童的视线"时间间隔为 !( M

*C+

"在此期间"悄悄

将另一个空杯子放在左侧"然后移开挡板"让儿童去

寻找玩具& 每次实验掩藏玩具的位置不固定"需根

据儿童是否找对藏有玩具的位置来确定& 在同侧重

复上述实验模式"直到儿童连续 # 次均找对了藏有

玩具的位置"在下一次实验中将掩藏玩具的位置转

换到对侧"同样地"儿童连续 # 次找对位置后"再转

换掩藏的位置& 实验中"首次掩藏玩具的位置"以及

与前一次相同的掩藏位置称为,位置 --"与前一次

不同的掩藏位置称为,位置 >-& 实验中"转换玩具

掩藏位置的次数控制在 $ k& 次"以此来保证不同儿

童的实验次数大致相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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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评分规则"本研究通过 ->实验"共评价幼

儿的工作记忆%抑制强势反应的能力!以下简称抑

制能力$和抑制注意分散的能力!以下简称注意分

散$等 $ 项执行功能指标& 实验的评分规则如表 !

所示"其中"工作记忆和抑制能力的得分为正向分

数"即分数越高"代表儿童该项能力越好#注意分散

得分为反向分数"即分数越高"代表儿童该项能力越

差&

表 CD幼儿->实验评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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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统计学分析

使用 ZA2?696$'!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X]]

#$'( 进行统计分析& 连续变量用均数 D标准差及

中位数表示"分类变量用率表示& 用低限效应和高

限效应来反映测试的难度& 具体计算方法为"每项

指标得分最低和最高的人数占所有测试人数的比

例& 若效应值大于 #(E"说明测试难度过高或过

低"被试者集中在得分较低或较高的水平"缺乏区

分度*)+

& 采用线性相关分析考察不同执行功能得

分之间的相关性& 以 !B('(& 作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D结果

E'C"一般情况

研究共招募 $! 名幼儿"包括男童 !) 名"占

*!'$E"女童 !# 名"占 $C'.E& 月龄范围 #& k%( 个

月"平均月龄!$!'* D$'*$个月&

E'E"执行功能评价

参与研究的 $! 名幼儿接受了 ->实验的测评"

通过该项实验"评价工作记忆%注意分散和抑制能力

$ 项执行功能指标"其中 $! 名幼儿均完成了工作记

忆的评价"完成率 !((E#! 名幼儿由于表现较差未

完成注意分散和抑制能力的评价"因此注意分散和

抑制能力的完成率均为 )*'CE!$(K$!$" 具体得分

情况见表 #&

计算工作记忆%注意分散和抑制能力 $ 项指标

的低限效应和高限效应"如表 $ 所示& 工作记忆的

低限效应和高限效应值均较低"反映该项评价指标

难易程度合适& 注意分散的高限效应值较高"由于

该项指标是反向计分"反映该评价指标的难度过低&

抑制能力的低限效应值略高"反映该项评价指标的

难度略高&

表 ED幼儿->实验的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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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不同执行功能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由

于注意分散指标的区分度较差"因此仅对工作记忆和

抑制能力两项指标做相关性分析"两项得分的X86YM=0

相关系数为 ('%(#"得分存在正相关关系!!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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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D幼儿->实验的低限效应和高限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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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讨论

->实验是评价婴幼儿执行功能的经典方法之

一"+264=0?

*!(+曾于 #( 世纪 C( 年代报道应用该实

验方法评价婴幼儿的工作记忆和抑制能力等方面的

执行功能& 近年来 ZMA;等*C+对 +264=0? 的实验方

法进行改良"并在美国儿童中验证了实验方法的可

行性"国内a80G等*!!+曾报道应用->实验对 C 月龄

婴儿工作记忆%抑制能力和注意分散等方面的执行

功能进行成功测试"但该实验在国内尚未在幼儿群

体中得到广泛应用& 本研究以经典->实验方法为

蓝本"同时借鉴近年来对->实验的改良内容"作为

本研究->实验的方法& 主要从完成情况%难易程

度%不同评价指标的相关性等角度"考察 ->实验在

幼儿群体中的可行性& 结果表明"被试幼儿基本能

够完成该项实验"该实验对工作记忆和抑制能力的

评价效果较好"对注意分散评价效果欠佳"有待进一

步改进& 工作记忆和抑制能力作为不同维度的执行

功能指标"二者得分存在正相关关系"与理论假设一

致& 以往研究提示"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在执行功

能实验中的表现类似"本研究结果与以往报道一

致*!#+

&

本研究中"被试幼儿实验完成率较高& 根据本

研究现场经验"实验能否顺利完成并获得准确的结

果"与现场环境因素%实验员因素%评分因素均有关&

首先"实验应在固定的房间进行"保证实验环境%实

验用品的一致性"实验环境应保持安静%整洁"避免

放置与实验无关的物品"以免对幼儿造成不必要的

干扰& 其次"幼儿易出现胆怯%叛逆等负面情绪"语

言理解和表达能力有限"注意力集中时间短"这些都

是影响实验实施的不利因素*!$+

& 因此"在正式实验

前"应对实验员进行充分培训"使其了解幼儿身心发

育特点"掌握一定的沟通技巧"帮助幼儿适应实验环

境"配合实验员进行实验& 最后"由于 ->实验是通

过实验员观察幼儿行为进行评分"有一定的主观性"

因此"除了需要实验员充分了解评分规则外"需要督

导员根据现场录像对评分进行复核"一旦出现评分

不一致的情况"需要二人根据实验录像讨论并重新

进行评分&

根据对不同执行功能指标评价难易程度的分

析"目前实验方法的主要问题是对注意分散评价的

难度过低& ->实验曾用于评价国内外婴儿的注意

分散"实验中使用不带有任何图案或造型的普通杯

子作为掩藏物即可以达到评价婴儿注意分散的目

的*!!" !%+

& 为了使幼儿更容易出现注意分散"本研究

在设计时选用了动物造型%色彩鲜艳的杯子"以期使

幼儿更容易被杯子的外形所吸引而出现注意分散&

但从实验结果来看"这一设计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

果& 分析其原因"本研究招募的幼儿来自经济较发

达地区"幼儿家庭条件普遍较好"日常生活中接受

的外界刺激较多"对一般玩具不容易感到新奇*!&+

&

后续实验改进策略"考虑改用带有声光效果或更

多装饰的容器作为掩藏物"以达到吸引幼儿注意

的目的&

->实验操作时间较短!!( k#( 420K人$"且通

过一套实验流程"可评价工作记忆%注意分散和抑制

能力 $ 个方面的执行功能"是较适合进行大规模人

群研究的行为实验方法& 但由于幼儿身心发育水平

有限"实验实施难度较大"以往研究应用较少& 本研

究参考国内外婴幼儿->实验的经典方法和改良方

法"在北京市幼儿群体中进行试测"发现该实验方法

在测试群体中具备可行性& 但->实验尚不能作为

评价婴幼儿执行功能的全面%权威的方法"仅能从一

定程度上反映婴幼儿执行功能的发展水平"在应用

这一方法进行研究时应加以注意&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作为初次探索"研

究仅在小范围内招募了北京市海淀区的 $! 名幼儿"

样本量较小且男女比例不够均衡"使研究结果外推

有一定的局限& 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方面可加大样

本量"在更具代表性的幼儿群体中测试其可行性#另

一方面需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对实验内容进行进一步

改进& 在此基础上"对该实验方法进行信度和效度

评价"最终达到在国内推广该实验方法用于执行功

能评价的目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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