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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上海市两所辅读学校智障学生为研究对象，主要用实验法，经过 2年的研究表明，

强化智障学生不同肢体的体育训练或体育活动，是神经系统交互控制功能运作过程中产生左、右

脑功能协同发展后迁移效果的外在反映，对于智障学生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的提高、肢体运动能

力缺陷的补偿以及不良行为的矫正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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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g their study subject on retarded students in two tutorial schools in Shanghai, and mainly using ex-

periment methods, the author conducted the experiment for two year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tensi-

fying physical training or physical activities of different limbs of retarded students is the external reflection of coor-

dinated development of left and right brain functions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exertion of interactive control func-

tions of the nervous system, having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nhancement of moving skill and physical capacity of 

retarded students, the compensation for defects in limb moving ability, and the correction of bad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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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脑科学研究表明，大脑分成若干个区，各区

有不同的功能，具有专业化特点。大脑左右半球各有

不同功能，具有专业化特点，但是两半球相互依存、

补充，共同参与活动。美国著名学者奈德·赫曼[1]提

出“以‘全脑’作为心智运作历程的组织原则”。他

根据充分发挥左、右脑的协调、互补功能而设计了“全

脑式教学和学习模型”和“全脑式创作和创新模型”。

美国心理学家高健教授按人的思维习惯，将人脑和人

分为“左脑型”、“右脑型”和“全脑型”。他认为人

类的创造需要左脑与右脑的协同配合的“全脑型人

才”。1994 年，美国人体潜能研究所 Glenn Doman 教

授，在中国做了“脑损伤的康复和智力开发”的报告，

认为人体有很大的潜力，无论正常人还是脑性瘫痪及

智障儿童，都有开发智力的机会，他反复强调：“大

脑越用越发达，多方面的刺激，逐步增加强度和时间，

才能促进脑的发育，使潜能活跃。”[2] 
智障学生的体育教学是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担着弥补他们在身心发展方面的缺陷，开发他

们潜在能力的任务。运动生理学认为，左右脑两半球

对人体两侧肢体运动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交叉控制”

机制实现的，即左脑控制右侧肢体，右脑控制左侧肢

体。同理，在人脑生物反馈控制通路中，左侧肢体活

动促进右脑的发展，而右侧肢体的活动也促进左脑的

发展。但是，从当前智障学生体育教学的现状来看,

绝大多数智障学生被强制用右侧肢体生活、学习、工

作和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形成了右侧肢体和左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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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因此，如何通过强化左侧肢体的训练，使智障

学生双侧肢体运动技能全面、均衡地发展，对补偿智

障学生的缺陷，挖掘他们的运动潜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课题研究对象为上海市两所辅读学校的学生。

卢湾区辅读学校六、七年级的智障学生，实验组 17

人（男 9人，女 8人），对照组 17 人（男 10 人，女 7

人）。杨浦区扬帆学校九年级的智障学生，实验组 25

人（男 15 人，女 10 人）；对照组共 25 人（男 15 人，

女 10 人）。实验前两组智障学生在残疾程度、年龄及

‘右利’习惯等大体相同。 

1.2  研究方法 

1）实验法：经分组后两校实验组在保证强化弱

侧（大多为左侧）肢体的基础上，促进双侧肢体发展，

而经分组后的两校对照组则仍按现行的体育教学和

体育活动大纲的模式进行（仍以右侧肢体活动为主）。

实验时间为 2年。实验组在教学内容选择上考虑了：

其一，根据大脑两半球对双侧肢体的交叉控制原理和

机制，以选择能活动双侧肢体的项目、内容和手段为

主；二，根据“补偿与矫正身心缺陷”的原则，以使

选择的教学内容在智障儿童的感知机能方面得到加

强；三，根据“针对性教育”原则，结合了智障学生

的身体生长发育和心理特点进行设计的，并辅以游戏

内容，兼顾多样化和生活化的活动内容和手段。实验

测试的项目与指标：左右手原地投掷实心球的身体素

质类指标、1 min 不利手或左右手交替拍球的突出双侧

运动技能指标、测试智障学生注意集中度的能力心智

类的指标（使用华东师范大学科教仪器厂 EP202/ 

EP203 反应时测定仪，对智障学生实验前后的选择反

应时进行测试）。实验前两校对象均进行相关的数据

测试。总体水平实验班与对照班差异均无显著性（P

＞0.05）。 

2）数据统计：建立各种测试指标的计算机数据

库,全部数据在P4计算机中运用 SPSS11.5 数据软件进

行处理。 

 

2  结果和分析 

2.1  全脑型体育教学训练对智障学生心智的作用 

在实验心理学研究中，反应时常被用于注意力的

评价。因为反应时与准备阶段的心理定向力密切相

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被试者注意力的水平[3]。 

两所辅读学校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在选择性反应

时的提高量对比上也都具有显著水平(见表 1)。从弱智

学生两手的均值看，右手略快于左手，说明：(1)通过

智障学生全脑型体育教学训练可以促进智障学生的

左右手反应速度，进一步地提高智障学生左手（或不

利侧手）和右手（利侧手）反应速度的协调能力；(2)

改善智障学生的注意力和运动控制。因为不协调的皮层

活动引起反应时延长的两种机制是注意力的分散和运

动控制不良。 

 

表 1  实验后两组左右手选择性反应时（ sx ± ）提高量比较                            s 

杨浦辅读学校  卢湾辅读学校  合计 
组别 

人数 左手 右手 人数 左手 右手 人数 左手 右手 

实验组 25 
0.145 4± 

0.218 2 

0.170 0± 

0.300 7 
17 

0.187 0±

0.429 4 

0.224 8± 

0.530 9 
42 

0.332 4± 

0.617 4 

0.394 8± 

0.644 4 

对照组 25 
0.038 3± 

0.131 9 

0.018 6± 

0.196 7 
17 

0.058 9±

0.345 6 

0.026 8± 

0.012 8 
42 

0.004 0± 

0.242 4 

0.045 4± 

0.287 9 

P值  0.04 0.04  0.05 0.05  0.05 0.05 

 
2.2  全脑型体育教学训练对智障学生动作技能的作用 

1)强化不同肢体对智障学生上肢运动技能潜能开

发的影响。 

智障学生在运动方面存在大肌肉力量差的问题，

表现在动作的协调、稳定性不足，手眼不协调或怕被

球碰着[4]。并且运动技能低下，表现在不会拍球、踢

球、自抛自接球、做操等以及平衡能力低[5]。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强化不同肢体对上肢运动技

能潜能开发的影响，两校实验组左手、右手、左右手

交替拍球提高量的差异均达到非常显著水平，说明：通

过全脑型体育教学训练可以有效提高智障学生的左手、

右手及双手的运动技能，弥补智障学生的缺陷，发展他

们的协调能力；反映了强化左侧肢体的运动使智障学生

右脑功能加强的同时，对控制右手的左脑产生协同发展

的效果，体现了运动技能脑内交互控制功能运作过程中

产生左、右脑功能协同发展后迁移效果的外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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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后两组拍球测试 )( sx ± 提高量比较                                次 

杨浦辅读学校 卢湾辅读学校  合计 
组别 

人数 左手 右手 交替 人数 左手 右手 交替 人数 左手 右手 交替 

实验组 25 158.68±
38.29 

178.00±
38.23 

161.22±
63.37 

17 147.94±
26.51 

159.41±
23.40 

129.82±
36.55 

42 153.31±
34.71 

168.71±
33.11 

145.52±
53.81 

对照组 25 73.36± 
17.42 

128.92±
30.43 

117.92±
59.47 

17 67.41±3
6.18 

127.41±
27.91 

87.29± 
32.06 

42 70.39± 
34.10 

128.17±
30.49 

102.61±
51.84 

P值  0．00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此外，两年间对两校两组不同方式拍球的 5次测

试的结果进行了统计，从图 1~图 3 两组 3种不同方式

的拍球的均值曲线趋势变化看，通过智障学生全脑型

体育教学训练可使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距越来

越大，应引起重视。 

 

 
测试次序 

图 1  两校两组学生左手拍球结果 

 

 
测试次序 

图 2  两校两组学生右手拍球结果 

 

测试次序 

图 3  两校两组学生双手拍球结果 

 

2）强化不同肢体对智障学生下肢运动技能潜能

开发的影响。 

下肢运动技能的练习采用向左脚、右脚踢牵引

毽。从表 3两校实验后两组踢牵引毽测试的提高量的

对比看到，各校实验后差异均呈高度显著性。从左右

脚踢牵引毽的均值中看到，经强化教学训练后，右脚

提高量仍高于左脚提高量，说明：(1)通过智障学生全

脑型体育教学训练可以有效提高智障学生的左脚、右

脚的运动技能的潜能，补偿智障学生的缺陷，促进他

们协调能力的发展。(2)右侧下肢仍优于左侧下肢，说

明强化下肢的左侧肢体，仍可很好地促进右侧肢体动

作技能的提高，比未强化的效果要好。这应也是动作

迁移倾向的结果。 

3)全脑型体育教学训练对弱智学生身体素质的作用。 

    智障儿童所表现出动作的协调、稳定性不足的特

点主要在于他们的大肌肉力量差。因此智障学生在体

育教学训练中不仅要掌握一定的知识和动作技能，而

且要发展身体素质，尤其是他们上肢肌肉力量的发

展。本研究对智障学生身体素质的练习采用了投掷实

心球，分析对其影响。统计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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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实验后两组踢牵引毽测试 )( sx ± 提高量对比表                         次 

杨浦辅读学校 卢湾辅读学校 合计 
组别 

人数 左脚 右脚 人数 左脚 右脚 人数 左脚 右脚 

实验组 25 13.16± 
7.82 

18.28± 
8.21 

17 11.53± 
7.00 

13.06± 
7.77 

42 12.50± 
7.46 

16.17± 
8.35 

对照组 25 2.04± 
6.67 

5.12± 
5.09 

17 2.39± 
5.32 

7.28± 
4.42 

42 2.19± 
6.08 

6.02± 
4.89 

P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4  两校实验后两组投掷测试 )( sx ± 提高量对比表                        m 
杨浦辅读学校 卢湾辅读学校 合计 

组别 
人数 左手 右手 人数 左手 右手 人数 左手 右手 

实验组 25 1.388 0± 
0.943 8 

1.550 8±
0.979 1 

17 2.788 2±
1.847 9 

2.811 8±
1.543 9 

42 1.954 8± 
1.530 7 

2.061 2±
1.372 5 

对照组 25 0.148 0± 
0.490 9 

0.716 0±
0.603 2 

17 0.527 8±
1.548 0 

0.477 8±
1.044 6 

42 0.134 9± 
1.105 2 

0.616 3±
0.814 7 

P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从表 4的投掷项目测试结果看，经过强化全脑型

教学的两校的实验班效果非常显著。从左右手投掷的

均值看，右手仍高于左手。结果表明：智障学生全脑

型体育教学训练可以有效提高智障学生的左手、右手

的上肢力量潜能，补偿智障学生的缺陷，促进他们的

力量素质协调发展。 

 

4  结论 
1)通过对智障学生全脑型体育教学可以有效提高

智障学生左手、右手、双手以及双下肢的运动技能的

潜能，体现了运动技能脑内交互控制功能运作过程中

产生左、右脑功能协同发展后迁移效果的外在反映。 

2)进行智障学生全脑型体育教学可以有效提高智

障学生上肢的力量潜能，补偿智障学生的缺陷，促进

他们的力量素质协调发展。 

3)强化智障学生不同侧肢体的体育训练或体育活

动，对全面提高智障学生心智潜能有着明显的促进作

用，可以促进智障学生的左右手反应速度，进一步地

提高智障学生左手（或不利侧手）和右手（利侧手）

反应速度的协调能力；改善智障学生的注意力和运动

控制；可提高弱智学生在单位时间内注意力的集中

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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