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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把执行功能细分为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三个核心子成分，从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

知灵活性三个方面阐述了留守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并从体育运动和音乐教育的角度，

提出了留守儿童执行功能提升的途径，以期为留守儿童的教育以及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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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bdivides executive function into three core sub-components: inhibitory control, work-
ing memory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
ing factors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left-behind children from three aspects of inhibitory control, 
working memory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and music edu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enlighten-
ment for the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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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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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根

据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 4177 万，城镇留守儿童 2516 万[1]。留守儿童问

题已成为我国近年来突出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的重视。国内的研究表明，

留守儿童在多个发展维度上表现低于非留守儿童，包括健康水平、社会心理、情绪调节、语言能力等[2]-
[4]。为了保障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更加关注其心理发展特点。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简称 EFs)是高级认知过程，负责对各种基本认知过程进行协调和控制

以完成负责认知任务，包括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三个核心子成分[5]。执行功能在儿童认知、

情感和社会功能中处于核心位置，对儿童推理、学习、解决问题以及智力活动都起到重要作用，执行功

能发展不良一方面会造成儿童学习功能的损伤，另一方面还会引发行为和情绪问题[6]。留守儿童缺少父

母的陪伴，在一些情况下处于忽视状态，这种状态下留守儿童得不到足够的照料和刺激，执行功能的发

展也有可能受阻，后续将对留守儿童的学业成就、情绪情感等各个方面造成不利影响[7]。因此，本文从

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三个方面，阐述留守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特点，并提出留守儿童执行

功能提升的教育建议。 

2. 留守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特点 

(1) 留守儿童抑制控制的发展特点 
抑制控制是执行功能的核心要素之一，是指个体能控制自己的注意力、行为、思想或情感，抵制内

心倾向或外部诱惑，从而恰当地做应该做的事情。抑制能力薄弱的个体做事时易冲动，受到旧思想行为

的控制和环境刺激的驱使。发展抑制控制能力有助于个体改变自身的惯性思维，在应对事件时合理选择，

采取恰当的应对方式[5]。在课堂当中，儿童需要发挥抑制功能的作用，抑制对无关事件的注意力，将注

意力集中在课程内容上，抑制能力不强的孩子在课堂上易分心，关心“鸟语花香”，对当堂课程的内容

无法吸纳与消化。 
抑制控制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发展，青少年时期抑制控制能力趋向于成熟。王颖等考察学龄前留守

儿童(年龄范围在 2.6~7.2 岁)抑制控制能力的发展特点，发现其发展趋势与非留守儿童大体一致，抑制控

制子成分在 3 到 5 岁迅速发展[7]。但先前研究表明留守儿童在抑制控制维度上落后于非留守儿童[8] [9]。 
(2) 留守儿童工作记忆的发展特点 
工作记忆是储存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它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并在许多复杂的认知活动中起重要作

用。阅读、口语、数学、推理等思维活动都不能缺少工作记忆的参与。工作记忆对于理解书面语言或口

语发展以及儿童解决计算问题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0]。在儿童学习的过程中，工作记忆也帮助其不断

对知识进行更新替换，纳入新知识并对先前存在的错误认知进行替换。 
工作记忆的关键发展期横跨 7 到 8 年，7 岁作为一个重要转折点，随后的三年里呈现线性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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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采用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和工作记忆广度来考察学龄前留守儿童工作记忆的发展特点，发现 18 个月

大之后与母亲分离的留守儿童比 18 个月大之前与母亲分离的留守儿童，在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和工作记忆

广度任务上的表现都要好[11]。随后，其他研究者使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发现留守儿童在工作记忆维度落后

于非留守儿童[8] [9]。 
(3) 留守儿童认知灵活性的发展特点 
认知灵活性又被称为定势转换，是指从一个定势任务转换到另一个定势任务。它出现时间较晚，建

立在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的基础上。根据转换类型不同，分为注意力转换和反应转换。认知灵活性有助

于儿童在当前环境切换，选择更为合适的方案应对突发事件。在学习过程中，儿童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

识，随着年级的增长，新的学科也随之出现，如果认知灵活性发展不良，儿童在学习新知识新学科时，

无法摆脱先前存在的思维定势，不利于知识的吸收与学习。 
认知灵活性从个体出生~2 岁为萌芽时期，3~5 岁时开始发展，7~9 岁是第一个快速发展关键期，到

12 岁时就相当成熟了[11]。认知灵活性发展良好的儿童，表现为灵活、不拘泥于形式，可以根据当前活

动或者程序，适当地调整自身，更好地适应新情景的要求。在认知灵活性维度进行对比时发现了非留守

儿童优于留守儿童[8] [9]。 
综上所述，留守儿童在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三个功能维度上均落后于非留守儿童。根

据美国心理学家 Bronfenbrenner 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和过程–人–情境–时间模型，留守儿童的执行功

能落后于非留守儿童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缺乏近端过程，即发育中的儿童缺少与其他人、物体和符号之

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互动[12]。个体的发展与环境关系密切，而家庭作为微观环境，更是儿童成长

的奠基石和依托平台。早期分离对留守儿童的执行功能发展不仅会有直接影响，还可能通过其他形式造

成间接影响。留守儿童生活的不良环境还会导致留守儿童容易出现身心问题，间接对执行功能的发展造

成影响。执行功能发展不良的儿童无论是在学习过程中，还是情绪处理方面都会遇到更多的阻碍和困难。

因此，促进儿童执行功能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3. 提升留守儿童执行功能的教育建议 

如何在教育过程中提升留守儿童的执行功能是当前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执行功能对儿童的影响不

仅出现在儿童阶段的身心发展与学业成就上，还会对长大后的人际交往产生影响。忽视留守儿童执行功

能健康发展，会引发各种身心问题，不仅不利于家庭内部的和谐，还有可能对社会安全造成重大影响。

执行功能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学习障碍、学习相关的行为问题等[13]。因此，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对提升留

守儿童执行功能提出建议： 
(1) 在课堂中提升执行功能 
教育教学活动围绕课堂展开，在提升执行功能中课堂教学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教师应该因时制宜，

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发展特点，制定适宜儿童的教学方案。如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在 7~9 岁都开始

迅速发展，在这一阶段可以设计更为丰富有趣的活动，使孩子的认知灵活性能力和工作记忆得到充分激

活。其次应该使用更为有趣的教学策略，提升儿童的抑制能力，当孩子的注意力被教学课堂吸引时，减

少了对无关刺激的关注，集中孩子的注意力，提升教学效果。让孩子在做中学，在玩中学，通过课堂教

学完成儿童执行功能的提高。在课堂外还可以多方面发展，通过不同方式使儿童执行功能得到提高。 
(2) 在体育运动中提升执行功能 
体育运动不仅能调节心理状态，促进心理健康，还能塑造大脑，从而提升儿童的执行功能。首先，

增加留守儿童运动时长和强度。国内的一项实验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进行 8 周的身心运动操训练后，

执行功能得到有效提升，表明体育运动是提升留守儿童执行功能的有效手段[8]。其次，开展更为多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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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体育活动，增加留守儿童在体育运动中的认知参与。运动可以促进个体的认知功能的发展，提升其

执行功能[14]。Mirko 等人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高认知参与组进行体育运动后，执行功能发生了显著改善，

而此现象在低认知参与组未发现[15]。因此，在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中，要重视体育教育，提升其体育素养，

加强体育锻炼，从而促进其身心的和谐与健康发展。 
(3) 在音乐教育中提升执行功能 
音乐训练对个体的认知发展及大脑的结构功能有着广泛的影响。首先，增加对留守儿童的音乐教育。

音乐训练与执行功能提升存在密切关系被大量的实验研究证实[16]。并且，越早开始音乐训练，其对执行

功能发展的影响就越明显[17]。Jaschke 等人进行长期的追踪训练后发现，音乐训练组的孩子在执行功能

各方面的表现均优于未进行音乐训练组[18]。另外还可以结合民族特色因地制宜地进行音乐教育。中国作

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有非常多的特色民族音乐。根据王婷等人通过侗歌对执行功能影响的研究发现，侗

歌组不仅有更好的执行功能，侗歌经验还能产生具有跨感觉通道的认知优势[19]。因此，在对留守儿童的

教育中，学校要充分发挥音乐课堂的育人功能。结合民族特色因地制宜地通过音乐教育来启迪留守儿童

的心灵，促进其执行功能的发展。 

4. 总结 

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是我国教育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团队等全社会

力量来解决。我国著名教育家和儿童教育专家陈鹤琴提出，教育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因此，开展留

守儿童的教育，必然需要了解其身心发展特点。本文从抑制控制、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三个方面阐述

了留守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特点，并针对这些特点，提出了如何在课堂教学、体育运动以及音乐教育中

提升留守儿童的执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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