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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梳理和分析运动干预在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治疗领域的应用及其效果，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

依据和参考依据。通过回顾过往研究和综合分析，探讨运动干预对多动症患儿的核心症状、执行功能、

发育性协调障碍等方面的影响。运动干预对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核心症状、执行功能以及发育性

协调障碍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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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in children,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and 
reference basis for related research. Through reviewing past studies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 on core symptoms, executive function, and 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 of children with ADHD. Exercise interven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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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core symptoms, executive function, and 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 of chil-
dren with 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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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1.1.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概念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多动症”，

属于慢性神经发育障碍疾病，常见于儿童时期。在临床上，该病症主要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多动以及

行为冲动，这些表现与患儿的发育水平不相匹配[1]。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在全国的发病率大概为 6.4% [2]，
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约为 7.2% [3]。约有 60%~80%的概率会持续到青少年时期，约有 50.9%的概率会持

续到成年时期发展为成人 ADHD [4]。ADHD 会影响儿童的学习能力、执行功能、社交能力、心理状态、

家庭关系、社会功能等，还存在其他多方面、涉及整个生命周期的不良影响。 

1.2.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临床表现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注意力难以集中(如学习时易分心、注意力维持困难、日常活

动粗心大意)、行为多动(如手脚小动作多、过度奔跑喧闹、难以安静玩耍)、易冲动(如情绪易波动、行为

缺乏思考、抢答打断他人)，以及执行功能存在障碍(如计划组织能力差、时间管理困难、自我控制不足) 
[5]；此外，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往往还伴随发育性协调障碍的问题，约有 50%以上的 ADHD
儿童共患发育性协调障碍[6]；发育性协调障碍的主要特征是动作协调能力障碍，主要表现为动作笨拙(如
跌倒、碰撞)或运动技能(如抓握、使用剪刀、写字、骑自行车和参加体育运动等)发展缓慢和不精确[7]。 

1.3. 注意缺陷多动障的治疗现状 

ADHD 儿童的治疗方法主要为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包括兴奋剂、非兴奋剂、抗抑郁药、

抗精神病药等[8]，兴奋剂包括哌醋甲酯(MPH)、安非他命(AMP)、莫达非尼(MOD)，非兴奋剂包括托莫西

汀(ATX)、维洛沙嗪、胍法辛(GXR) [9]，药物能够有效减轻过度活跃和冲动行为，但对于提高注意力集中

力、组织能力和社交技巧等方面的帮助有限，研究表明长期使用药物治疗会增加药物耐受性[10]，许多家

长担心药物的副作用；非药物治疗有行为干预和心理干预；行为干预和心理干预有助于提升自我控制能

力和情绪管理技巧，但它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看到显著成效[11]。 
综上所述，临床上需要一种改善核心症状、无明显副作用、儿童和家长都有兴趣并且能够坚持治疗

的手段。 

2. 运动干预 

2.1. 运动干预的概念与作用 

运动干预是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通过对运动的各个要素(如运动类型、强度、时间、频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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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科学合理地安排和调控，以达到特定的健康、康复、体能提升等目标的一系列活动[12]。 
运动干预的作用：在生理调节方面，运动干预能调节神经系统，让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维持平衡，

加快神经传导，提升身体反应速度；在脑功能方面，运动干预可以改善 ADHD 儿童神经递质的分泌和脑

部血流状况，从而改善了脑部功能，进而改善其执行功能和核心症状；而长期的规律运动可能通过改善

ADHD 儿童的脑结构，进一步改善其脑功能、执行功能和核心症状[13]。 

2.2. 运动干预与运动的区别 

运动干预目标明确，由专业人员制定全面计划，涵盖运动类型、强度、频次等，还会监督调整；会充

分考量个体健康、生理特点，极具个性化，并在特定场所开展，如医院康复科、专业健身中心[13]。 
普通运动目标较宽泛，缺乏专业规划与指导，对个体差异关注较少，通用性强，多是为了锻炼身体

或消遣，场所不限[14]。 

2.3. 运动对 ADHD 的影响研究现状 

在治疗 ADHD 时，运动干预成为了一种备受瞩目的补充及辅助治疗途径。对于那些难以接受药物治

疗的 ADHD 儿童与青少年群体而言，运动干预无疑是一种既安全又切实有效的可选方案。 
运动干预能够划分为有氧运动与无氧运动这两类[15]。其中，有氧运动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开放式运动

和闭合式运动，像太极拳、篮球以及足球等属于开放式运动，在进行这类运动时，为了完成较为复杂的

动作以及应对持续变化的任务状况，往往需要参与者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而跑步、跳绳、游泳等则属

于闭合式运动，这类运动更多地依赖自动行为或者重复性的练习，对认知的需求相对较少。相关研究显

示，开放式运动和闭合式运动，都可以助力 ADHD 儿童改善注意力、减少多动、冲动、推动执行功能、

协调能力发展[16]。 

3. 运动干预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影响 

3.1. 基于核心症状的作用 

ADHD 儿童的核心症状主要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5]；这些核心症状，会给 ADHD 儿童

的生活与学习带来极大困扰。课堂上，他们因注意力不集中错过关键知识点，成绩受影响；课间又因多

动、冲动频繁碰撞同学，人际关系紧张。 
本研究通过回顾文献发现，经过运动干预后，儿童的核心症状得到改善；已有研究表明，急性的中

高等强度运动干预和长期坚持的中等、高等强度且形式多样的运动干预手段，均能够显著改善 ADHD 儿

童的注意力状况和水平[16]。通过中等、中高强度的接力跑台、瑜伽、乒乓球等有氧运动，可以较显著改

善 ADHD 儿童的注意力[17]；如经过 20 次中高强度运动干预可以有效改善 ADHD 儿童的核心症状、多

动和冲动等核心症状[18]；以及经过 12 周的骑车有氧运动后，观察组的反应速度显著加快，说明有氧运

动能够有效改善 ADHD 儿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等核心症状[19]。 
当进行中等强度或中高强度运动时，身体会触发神经生理反应，这种反应能促进神经递质的合成，

刺激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增加大脑的血流量，从而改善了脑部功能，进而改善其核心症状[13]。 

3.2. 基于执行功能的作用 

ADHD 儿童的执行功能症状主要表现为计划组织能力差、时间管理困难、自我控制不足[5]；这些执

行功能症状，会让 ADHD 儿童在学习和生活中面临诸多挑战。课堂上，他们难以按计划整理学习资料，

常手忙脚乱；写作业时，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容易分心拖沓，无法按时完成。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5.1551568


谭桂林 等 
 

 

DOI: 10.12677/acm.2025.1551568 1869 临床医学进展 
 

本研究通过回顾文献发现，经过运动干预后，儿童的执行功能得到改善；有研究发现，通过中等、

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定向运动、体育游戏等运动，均可以较显著改善 ADHD 儿童的执行功能[17]；同

时定向运动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具有积极的影响[20]；通过严谨的实验数据有力地证明，持续 12 周、

每周 3 次、每次 35 分钟中等强度的开合跳、鳄鱼爬、熊爬、空中自行车、接力赛跑等运动，中等强度的

跑、跳、爬类型的运动干预对于 ADHD 儿童执行功能的提升效果显著，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2]；此外，

一项涵盖 346 名参与者的 Meta 分析研究成果明确表明，持续进行跑步机训练、运动游戏等运动干预，能

显著促进 ADHD 儿童执行功能的完善和运动技能的提升[21]；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运动干预能够切实

有效地改善 ADHD 儿童和青少年的执行功能，其中开放式运动技能在改善患儿执行功能方面表现更为突

出[22]。 
在脑功能方面，很大程度上与前额叶、小脑的自发活动得到增强存在联系[23]。运动能够让脑血流量

增加，促使能量代谢调节，提高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浓度，促使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分泌增多，而这

些变化本质上都与运动对突触可塑性的调节作用紧密相连，运动通过对能量代谢和突触可塑性的双重调

控，来实现改善 ADHD 儿童执行功能[24]。 

3.3. 基于发育性协调障碍的作用 

ADHD 儿童的发育性协调障碍症状主要表现为动作笨拙或运动技能发展缓慢和不精确[7]；这些发育

性协调障碍症状，为 ADHD 儿童在日常活动带来困扰。在书写时，字迹歪歪扭扭、大小不一，书写速度

慢，常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在做手工时，动作笨拙，难以完成精细动作，如剪图形、粘贴等；在搬桌椅

时，显得较为迟缓、不协调，容易碰撞到周围的物品或同学。 
本研究通过回顾文献发现，经过运动干预后，儿童的发育性协调障碍得到改善；Verret 等[25]人针对

33 名 11 至 14 岁的 ADHD 男女儿童展开研究，结果证实了特定强度的游泳运动干预计划能够有效改善

他们的运动协调性。当对 ADHD 儿童实施长达 12 周以爬行类动作和跳跃类动作为主的运动干预后，实

验组儿童的力量和协调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对 ADHD 儿童的身体协调起到了促进作用[12]。同时，运动

频率、单次运动时长以及运动总量的差异化搭配，会对 ADHD 患儿的粗大动作技能和精细动作技能所产

生的作用也各不相同[26]。 
运动干预能够帮助儿童逐步提高身体各部位的协调能力，增强肌肉力量和关节灵活性，使身体在进

行活动的时候更有力量支撑，完成动作的时候更稳定、准确，从而改善发育性协调障碍[27]。 

4. 局限性 

当前运动干预对 ADHD 影响的研究存在诸多局限。首先，运动方案缺乏统一标准，运动类型、强度、

频率及时长设置各异，致使不同研究结果难以对比，临床制定精准方案受阻；其次，研究样本有局限，

部分样本量小，统计效力不足；再者，研究时长较短，多为数周到数月，ADHD 需长期干预，短期研究

无法明确运动干预长期效果及对患者成年生活的影响。最后，干扰因素难以控制，患者常同时接受药物、

心理等治疗，家庭、学校等外部因素也有影响，难以分离出运动干预的独立效果，降低研究结果的纯度

和解释力。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克服这些限制，以更全面、可靠地分析运动干预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儿童的疗效。 

5.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首先，在核心症状方面，运动干预可以有效地改善 ADHD 儿童的核心症状，通过有针对

性的中等、中高强度的接力跑台、瑜伽、乒乓球、骑车等有氧运动，能够帮助他们提高注意力集中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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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减少多动和冲动行为。其次，在执行功能方面，运动干预对于 ADHD 儿童执行功能的提升也具有重

要作用。通过有针对性的开合跳、鳄鱼爬、熊爬、空中自行车、接力赛跑、跑步机训练、运动游戏等中等

强度的跑、跳、爬类型的运动干预，能够帮助他们提高执行功能。最后，在发育性协调障碍方面，运动干

预在改善 ADHD 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方面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有针对性的游泳、爬行类动作和跳

跃类动作等类型的运动干预，能够帮助他们提高发育性协调能力。 
本研究重点围绕运动干预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核心症状、执行功能、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疗效

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运动干预作为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在 ADHD 儿童健康领域展现出了一定的成效。

运动干预对于 ADHD 儿童的核心症状、执行功能以及发育性协调障碍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运动干预为

ADHD 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们应当积极推动其在临床实践和家庭康复中的

广泛应用与深入研究。希望在以后的研究当中能够加以不断改善，统一运动方案，加大样本量，减少干

扰因素，并做好长期随访，以进一步论证运动干预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中所起到的优良作用，并且

证实其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中所发挥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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