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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PA）是指骨骼肌收

缩引起能量消耗的活动［1-2］。2016年，全球有14亿

人身体活动不足（Physical Inactivity，PIA），约占世

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每年因PIA造成的死亡人数

仍超过500万［3］。在我国，仅有13.1%的儿童青少年

能够达到每天60 min中高强度身体活动（Moderate-

to-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MVPA）推荐量［4］。到

2020年，全球1/4的成年人和4/5的儿童青少年存在

PIA问题，这种现象共造成540亿美元的直接卫生保

健费用和140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2］。因此全人群

PIA以及由此带来的医疗和经济负担形势严峻［5］。

学龄前儿童（3～5岁）时期是人类生长发育、认

知发展以及相关健康行为养成的关键时期［6］。学

龄前儿童时期充足的PA对于儿童中后期乃至成人

时期的身体发育、身体素质发展以及认知发展具有

重要的作用，由PIA带来的学龄前儿童健康方面的

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7-9］，如儿童肥胖症、心理

问题“低龄化”等。在学龄前儿童时期养成健康的

PA行为习惯对于生长发育和维持长期健康是必要

的［10-11］。因此，有学者也提出通过学龄前时期健康

PA行为的养成来促进儿童中后期的运动习惯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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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12］，从而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鉴于上述情况，

学龄前儿童PA促进研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们

关注的热点议题［13-14］。

进行儿童PA研究的前提之一是对PA进行精确

测量，这对于量化PA行为和评估PA干预的效果是

至关重要的。目前，常见的学龄前儿童PA测量方法

包括基于运动传感器的客观测量法、观察法和代理

报告法等［15］。在选择学龄前儿童PA的最佳测量方

法时，研究者们总是在“精确性”和“可及资源”之间

进行权衡。既往研究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测量方法可

以评估有关PA的所有信息，但是测量方法之间的相

互比较会凸显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因此对于PA测量

方法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研究目的以

及研究自身的可及资源［16］。

基于代理报告式的学龄前儿童PA测量问

卷（Proxy-report Questionnaires assessing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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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in Preschool children，PQPA-Pre）是目前国

际上主流的学龄前儿童PA测量方法之一［12，16］。相

较于其他PA测量方法，PQPA-Pre可以相对高效便

捷的方式进行大样本量测试，因此可用于学龄前儿

童PA的监测和普查工作［12，16］。相较于PQPA-Pre，

基于运动传感器的客观测量有精确、客观等优点，

但客观测量法在应用于学龄前儿童时同样存在缺

点，如对于低龄（3岁）儿童的效度尚存在争议［17］；使

用成本较高；人为因素可能影响加速度传感器的测

量效度（加速度传感器测量时为了将数据转换为运

动行为的时间估计值，其中对于采样间隔以及对未

佩戴定义的算法选择等［18］由人为主观决策进行处

理）［19］。直接观察法较为耗时，成本高昂，无法进行

大规模、大样本量测量［20］。以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幼

儿PA观察记录系统［21］为例，一项研究应用该系统

对广东省54所幼儿园开展幼儿PA水平调查，15名

研究助理需要完成录像采集、录像分析和视频编码

等活动，整个测试过程需要投入的人力、设备成本和

耗材较大［22］。有鉴于此，近年来一些新型PQPA-Pre

不断被研发。

既往的研究中，一些系统综述研究了PQPA-Pre

进展，对PQPA-Pre测量特性进行了综合比较［12，23-

25］。一方面，上述研究较少关注5岁以下儿童的PA

测量；另一方面，涉及我国儿童PA测量进展的研究

相对缺失。因此，本研究对目前世界上常见的10种

PQPA-Pre进行特征分析，在简述问卷研发信息的基

础上，重点述评问卷的信效度信息，同时对问卷特征

进行汇总分析。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根据既往的

研究汇编PQPA-Pre应用选取决策指南，展望未来学

龄前儿童PA测量的研究方向，旨在为国内儿童PA

测量研究的学者们提供理论参考。

1　基于代理报告式的学龄前儿童身体活动测量问

卷述评

遵循PRISMA研究流程，采用系统综述的方法

就目前世界上常见PQPA-Pre进行检索分析。首先，

采用案例形式对目前世界上常用的PQPA-Pre进行

分析，案例的选择是在系统综述方法下纳入文献中

问卷应用的数量为依据，本部分主要介绍案例问卷

的基础信息（包括研发情况、施测对象、问卷结构和

测量内容等）和信效度情况等。随后在上述工作的

基础上，对问卷的主要特征进行综述（表1）。

2.1　问卷情况述评

2.1.1　室内身体活动测量

“学龄前儿童身体活动问卷”（Preschool-aged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Pre-PAQ）

是常见的儿童室内PA测量工具。Pre-PAQ是由澳

大利亚悉尼大学的Dwyer等［26］在2011年研发的，用

以报告学龄前儿童在居家环境中的PA情况。Pre-

PAQ的代理报告人为儿童父母。Pre-PAQ中将儿童

为期3天（最近的典型周中2天和周末1天）的PA积

累划分为5个渐进式的水平，依次是：完全静止无活

动→四肢或躯干静止无活动→缓慢活动→中等强

度活动→高强度快节奏活动。除了调查儿童PA之

外，Pre-PAQ中还包含儿童PA潜在影响因素相关问

题项，包括父母的PA情况、父母对运动的态度、家

庭结构以及邻里关系等。Dwyer等对Pre-PAQ进行

了重测信度和效标效度检测，使用 ICC和kappa值

确定Pre-PAQ的重测信度，结果显示：问卷所有项

目的重测信度分类变量Kappa系数在0.60～0.97之

间，连续性变量 ICC值在0.44～0.64之间。实际测

试中将加速度传感器测量数据按照Sirard等［27］研

发的标准进行分类，分为静止（主要指睡眠）、久坐

（Sedentary）、非久坐（Non-sedentary），轻度（Light）、

中度（Moderate）和剧烈（Vigorous）强度5个PA等

级。结果显示：问卷测量与加速度传感器测量的轻

度（MD=1.9 min/d）、中度（MD=4.8 min/d）PA的一致

性较好，但是对于静止和久坐的测量一致性较差。

目前，Pre-PAQ被广泛应用在学龄前儿童室内PA的

测量中，已有研究证实该问卷也适用于非典型发育

的儿童［12］。

2.1.2　户外身体活动测量

用于户外PA测量的问卷包括2套（表1），其

中，户外玩耍时间清单（Outdoor Playtime Checklist，

OP-C）的应用较为广泛。OP-C是由美国宾夕法尼

亚州费城儿童医院Burdette等［28］在2004年研发。

适用对象是2～5岁的儿童，主要是测量儿童从起床

到就寝时间段内在户外玩耍的时间，代理报告人为

儿童的父母。OP-C包括两个部分，下含4个问题项。

第一部分是户外活动清单：要求记录儿童在2个周

中和1个周末时间户外活动的情况，两个问题项将

一天分为3个独立的时间段：起床时间直到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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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8：00，18：00到就寝时间；在这3个时间

段内，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对应为5个选项：0 min、

1～ 15 min、16～ 30 min、31～ 60 min、＞ 60 min。

第二部分是由父母报告的儿童户外活动回忆问卷：

有两个问题要求父母回忆儿童在上个月每天“通

常”在户外玩耍的时间，包含工作日和周末两个部

分，记录儿童在户外活动的时间。Burdette［28］采用

加速度传感器作为校标工具对OP-C进行效标效度

检验。结果显示：OP-C测量的儿童每天平均在户外

活动时间与加速度传感器测量的PA时间显著相关。

OP-C具有简单便捷的特点，自发布至今得到广泛地

应用。主要应用范围包括：PA水平与当地社区环境

感知之间的关系［29］、家庭环境与运动和饮食模式的

关系［30］、PA行为与骨骼累积量之间的关系［31］，同时，

OP-C也作为儿童和青少年户外活动问卷开发的依

据［32］。目前，OP-C在亚洲地区的跨文化应用较少，

多在欧美国家使用［33］。

2.1.3　综合身体活动测量

用于综合PA测量的问卷包括7套（表1），其中，

哈罗代理报告（Harro proxy report，Harro-PR）的应用

最为广泛。Harro-PR是早期典型的儿童PA评估问

卷之一，由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Harro等［34-35］于

1997年发布。Harro-PR的适用对象为4～8岁儿童，

主要评估儿童典型的周中1天的PA。代理报告人

为儿童的父母和教师，父母报告儿童在家的情况，教

师评估儿童在园（校）的PA情况。Harro-PR的问题

项设置如下：① 父母问卷，主要问题项包括：儿童起

床与睡觉时间、上学交通方式与花费时间、放学后室

表1　PQPA-Pre基础信息一览表

Tab.1　List of basic information of PQPA-Pre

维度 问卷 原始问卷名称及英文缩写 研发人 时间 国家 报告人
题项
量

适用
对象

内容 召回期

室内

PA

1. 学龄前儿童

PA问卷

Preschool-aged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
naire，Pre-PAQ

Dwyer
等

2011 澳大

利亚

父母 37 3～5
岁

持续时长，

频率

最近的典型周中2天和

周末1天，共3天

户外

PA

2. 户外玩耍时

间清单

Outdoor Playtime Checklist，
OP-C

Burdette
等

2004 美国 父母 2 2～5
岁

持续时长 最近的典型周中2天和

周末1天当中从儿童起

床至就寝

3. 家庭健康

调查

Family Health Survey，FHS Goncalves
等

2019 澳大

利亚

父母 3 2～5
岁

持续时长 最近的典型周中2天和

周末1天当中从儿童起

床至就寝

综合

PA

4. 哈罗代理

报告

Harro proxy report，Harro-PR Harro
等

1997 美国 父母和

教师

5 4～8
岁

持续时长 最近的典型周中1天当

中从儿童起床至就寝

5. 儿童PA问卷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CPAQ

Telford
等

2004 澳大

利亚

父母 34 5～6
岁

持续时长，

频率，强度

最近的7天时间，

共7天

6. PA与久坐行

为问卷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Behavior Questionnaire，PA ＆

SB-Q

Tremblay 
等

2007 加拿

大

父母 5 0～6
岁

持续时长 最近的典型周中1天和

周末1天，共2天

7. 儿童活跃

问卷

Kid Active-Questionnaires，Kid 
Active-Q

Bonn 等 2012 瑞典 父母 10
～12

2～6
岁

持续时长，

频率

过去的几个月

8. 墨西哥学龄

前儿童PA问卷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for parents of preschoolers in 
Mexico，PAQ-Me

Bacardi-
Gascón

等

2012 墨西

哥

父母 3 3～5
岁

持续时长，

强度

最近的典型周中1天和

周末1天，共2天

9. 儿童早期PA
问卷

Early Years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EY-PAQ

Daniel
等

2016 英国 父母 16 0～5
岁

持续时长，

频率

过去的一个月中最近

的典型的一周内，

共7天

10. 健康活跃的

学龄前儿童父

母代理报告

Healthy Active Preschool Years 
parent proxy report，HAP-
PY-Pre

Hinkley 
等

2012 澳大

利亚

父母 2 3～5
岁

持续时长，

频率

过去的一个月中最近

的典型的一周内，

共7天

注：召回期是指问卷中需要报告的PA发生时间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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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与户外低强度身体活动（Light-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LPA）和MVPA（跑、跳等）时间等。② 教师

问卷，主要问题项包括：学龄前儿童到园（校）与离

园（校）的时间、就餐时间、在园（校）的各种活动（室

内和户外）记录、午睡时间。所有问题项均只有工

作日的活动记录，Harro-PR并没有设置周末的PA报

告，报告PA的持续时长均以“分钟”为单位。PA强

度的判断遵循：LPA不会出现剧烈呼吸；MVPA是

导致儿童剧烈呼吸的PA，如跑步、跳跃、一些追逐游

戏、有氧舞蹈等，这些PA的能量代谢在5～9 MET

不等，判断依据则是Ainsworth等［36］与Sallis等［ 37］对

儿童各种PA对应的强度判断。研发者对Harro-PR

的校标效度进行了测量，校标工具为心率计和加速

度传感器，对同一批被试连续进行了连续4个周中

时间的测试。结果显示，Harro-PR报告与加速度传

感器测量PA强度相关系数置于0.40～0.53之间，

由此可知，Harro-PR的校标效度较好［38］。Harro-PR

存在的测量学问题包括适用对象没有涵盖3岁的儿

童、问卷中不含被试的周末PA情况以及需要儿童

的父母和教师同时报告等，因此有多篇研究呼吁对

Harro-PR进行改良［35，39-40］。鉴于上述情况，有研究

根据Harro-PR的内容开发了适用于6～9岁儿童PA

测量的问卷［41］，借鉴Harro-PR开发适用于脑瘫患儿

的PA测量问卷［42］等。

总体而言，Harro-PR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引

用频率，但直接使用情况并不理想，需要研究者根据

相应的应用情景进行适当改良。

2.2　问卷特征述评

2.2.1　问卷代理报告人以父母为主

PQPA-Pre的特征之一是问卷的代理报告人以

父母为主（表1），此外还有教师和其他监护人（保育

员、家庭保姆）等。一方面，家庭环境是学龄前儿童

成长的主要环境，父母是家庭环境的营造主体，陪伴

儿童的时间最长，因此父母对于儿童的生活习惯、

PA行为等最了解，父母报告可以有效降低因填写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测量误差；另一方面，父母的养

育方式、父母支持、父母陪伴、父母言传身教鼓励、

父母教育水平和家庭结构是儿童PA的主要影响因

素［43］，父母作为主要代理报告人填写问卷可以有效

获得上述信息，有利于对儿童PA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的开展。

2.2.2　问卷表述存在地域文化差异

PQPA-Pre的问题项表述存在地域文化差异。

一方面，表现在问卷问题项的语言差异。根据经典

测量理论的知识可知，问卷在进行跨文化应用时，

其首要工作就是对文本的语言进行转录和翻译。

PQPA-Pre的填写对代理报告人的母语环境有要求，

问卷的语言表述必须确保研究人员和研究参与者

都能够理解并正确使用问卷，这样才可以准确测量

PA［44］。另一方面，表现在问题项的表述。首先，对

于特殊调查对象人群（穆斯林、跨性别群体等），典型

人群的问题项表述可能不适用，因为研究人员在问

卷使用时应考虑更广泛的文化视角。其次，要考虑

问卷调查对象的可接受性，如Goncalves等［45］的研

究显示用于欧美国家的PQPA-Pre在中低收入国家

中的应用情况并不理想，研究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

中低收入国家的调查对象文化水平较低，对问卷的

接受性较差。

2.2.3　问卷测量内容关注FITT原则

PQPA-Pre测量内容关注FITT原则。FITT是频

率（Frequency）、强度（Intensity）、时间（Time）和类型

（Type）4种PA指标的缩写，FITT原则是测量PA内

容的重要指导［46］。然而，有研究显示PQPA-Pre过度

关注FITT，而忽视了其他一些重要与儿童PA行为

的相关概念（如坚持、习惯、动机、情感、社会和环境

因素等）［47-48］，因此上述研究建议选取问卷时不要

受限于FITT原则，而是要确保所选择的PQPA-Pre

可以满足研究目的的需求。前已述及，问卷测量结

构呈现多元复合化趋势，因此除了既定的一般性PA

测量之外，是可以通过附加问题项的形式进行测量

内容的添加。

2.2.4　问卷校标工具以客观法为主

PQPA-Pre研发时的校标工具以PA的客观测量

法为主。本研究中10种PQPA-Pre中9种是采用基

于加速度传感器的校标比较的方法验证问卷的校标

效度（表1）。客观测量法下包括运动仪器检测法（如

计步器、心率监测器、加速度传感器和集成可穿戴设

备等）和生物学检测方法（如双标水法、间接测热法

等）两种［15］。其中，生物学检测方法的“双标水法”

和“间接测热法”被认为是测量个体PA能量消耗的

“黄金标准”［49］。Corder等［50］使用PA测量的“黄金

标准”双标记水法计算CPAQ的校标效度，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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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Q的信效度较好。这也为后续新型的PQPA-Pre

研发提供了适用性检验的方法论。

2.2.5　问卷的召回期存在差异

PQPA-Pre的召回期存在较大的差异，呈现出多

元化的特征。问卷的召回期是研究者在工具选取时

必须考虑的指标。诚然，鉴于被试的记忆能力，较短

的召回期可能使问卷填写更精确，误差较小。然而，

个体的PA水平常受到多种因素（如天气条件、季节

和建成环境等）的影响，PA常会出现波动，较短的召

回期会导致习惯性PA与实际PA难以区分，这会影

响问卷测量的效度。因此，在问卷选取时应考虑实

际PA或习惯性PA测量之间的差异，并且应根据研

究目的中需要测量的PA具体操作定义来选择适当

的问卷。目前，使用智能手机技术，进行固定时间点

短期、多次召回的PA动态评估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方

法论，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以提升问卷召回的

质量。

3　问卷应用选取决策指南

PA测量方法的选取取决于具体的研究问题和

研究目的，主要包括研究者们要测量的PA内容（时

长、强度、类型和频率）、研究设计的类型、具体的目

标人群、被试的自身健康状况（典型人群和非典型人

群）和研究者自身的可及资源（包括研究周期、经费

预算和研究人员的数量等）［25，51］。

既往成熟的PA测量方法应用选取决策指南为

PQPA-Pre应用选取决策指南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

础。Prinsen等［52］应用经典德尔菲法研发了一种“核

心结果集指标测量工具选取方法指南”，该指南的

方法学指标嵌入“基于共识选择健康测量工具的标

准”（COnsensus-based Standards for the selection of 

health Measurement Instruments，COSMIN）中，可作

为任何健康测量工具选取的方法学基础，COSMIN

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工具选取方法论，但是在PA测

量工具的选取决策中应用精度较差。Terwee等［53］

研发了“评估问卷质量清单”（Quality Assessment 

of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QAPAQ），该清单

旨在帮助研究者为给定的研究人群和研究目的选

择最合适的问卷，但是该清单的局限性较大，因为

它仅侧重于评估问卷的质量，清单并不包括选取针

对特定研究使用最佳问卷的相关指标。Nigg［16］在

结合COSMIN和QAPAQ的基础上研发了“选择身

体活动测量问卷决策框架”（Decisional Framework 

for Choosing a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DFC-

PAQ），该框架中对于PA测量问卷的选取提出了一

些具体的方法学指标，但DFC-PAQ是宏观的、针对

所有人群的PA测量问卷，并且诸如代理报告的一些

特征（代理报告人的建议人选等）在框架中并没有被

提及。

鉴于上述情况，本研究在COSMIN、QAPAQ和

DFC-PAQ的基础上，汇编设计了一种PQPA-Pre的

应用选取决策指南（以下简称“决策指南”），见表

2。该决策指南可以为学者们在进行PQPA-Pre选取

时提供方法论依据。首先，决策指南的主要目的是

确保研究的质量，以降低使用同一种问卷研究之间

的异质性，使得使用相同问卷的研究之间的相互比

较更容易，这为未来的系统评价（或称之为“荟萃分

析”）提供更高质量的数据基础。其次，决策指南中

的不同指标之间并非“独立”的，研究者在应用决策

指南时需要综合考虑全部指标，以此增加问卷应用

选取的精度。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该决策指南仅限

于在典型发育的学龄前儿童PA研究中应用，具有专

门性的特征，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根据研究开展的需

要适时研发适用于非典型发育儿童的问卷应用决策

指南。在决策指南的具体应用中，研究者可以在确

定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之后，逐条对照决策指南中

的“指标”，结合PQPA-Pre的测量学特征（表1），选

取最适合开展研究的问卷。

表2　PQPA-Pre应用选取决策指南

Tab.2　PQPA-Pre application selection decision guide

指标 解释

1. 研究目的

应明确研究开展的研究目的。如果研究目的是了解有多少儿童符合某些标准或指南（如《中国人群PA指南》）建议（即

流行病学调查），则应选择一种提供参照具体标准（或有明确转换算法）的问卷；如果研究目的是验证儿童PA与睡眠的相

关性（即队列研究调查），则应使用可以准确评估这两种行为的问卷；如果研究目的是测量PA的变化（即干预研究、前瞻

性观察研究），则问卷应该能够捕获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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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龄前儿童身体活动测评启示

在具体分析当前世界上较常用的10种PQPA-

Pre并总结了其特征以及提出应用选取决策指南之

后，提出了未来学龄前儿童PA测评的研究启示。

4.1　继续扩大经典测量工具信效度研究

为了提升我国儿童PA研究的国际话语权，未

来的研究中应继续扩大经典测量工具的信效度研

究。根据经典测量理论的知识，信效度是问卷本身

的测量学属性，这关乎问卷测量方法本身的稳定性

和有效性，提升问卷的信效度是增加问卷适用性的

主要内涵属性。未来的研究中应在不同的人群（如

非典型发育儿童、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等）继续推动

经典测量工具的信效度研究，扩展问卷在不同人群

中的适用性。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开展：① 降

低问卷问题项的复杂性［23］，如使用清晰简洁大众化

的概念性定义，再如使用图示法等提示问卷选项的

内容等。② 进行不同人群的信效度验证时，建议使

用标准化评估工具进行问卷测量学属性的评估，例

如，COSMIN清单［57］、健康研究报告（网站：https：//

www.equator-network.org）等。③ 从样本规模和多

样本来源两个方面提升工具的适用性。总体而言，

推进PQPA-Pre的信效度研究不但要进行跨文化、人

群等研究，还需要对问卷本身进行不断地优化。

4.2　构建基于本国儿童情况的测评工具

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应基于我国儿童的情况

构建本土PQPA-Pre。目前，我国学者比较青睐基于

加速度传感器的客观测量法［18］，这种实际应用的导

向是导致目前世界上常用的PQPA-Pre缺少中国本

土问卷的原因。我国学者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

考虑构建基于我国学龄前儿童实际情况的PQPA-

Pre。这里提供一种成熟的新PQPA-Pre构建的方法

论。Nigg［16］的研究提出了一种5阶段的新问卷构建

过程。步骤如下：① 说明构建新问卷理由。应清楚

地说明为什么需要构建新问卷，主要阐释与已经存

在的问卷相比，它的特殊性和必要性。② 新问卷的

结构和内容选取最简易实用的方法是采用和改进已

有的成熟问卷。该步骤中研发人员应综述现有文

献并评估现有问卷的测量特性［23］。③ 评估新问卷

的测量质量。包括效度、信度和可行性等测量学指

标（可参照经典测量理论的相关知识）。④ 文化和

指标 解释

2. 测量结构

应明确问卷的测量结构。一般性PA测量结构包括行为（如在MVPA中花费的时间、行走频率、总PA时间和类型等）和 /
或能量需求（如PA能量消耗［50］）两类。特定PA（如亲子游戏）适合评估专门设计的干预措施（如亲子游戏干预计划）的影

响。除PA测量外，问卷评估的其他结构还包括体适能、久坐行为和24 h活动（包含睡眠）等。

3. 测量单元
应明确PA结果报告时的测量单元。测量单元主要包括两类：① 不同强度水平PA时间长度；② 能量消耗或代谢当量

（Metabolic Equivalent，MET）［54］。

4. 测量召回期

测量特定时长范围内的PA。即要测量的PA是发生在过去的一天 /周 /月内。有研究显示在过去一周内对PA进行回溯

的问卷与PA客观测量的相关性更强，这表明采用召回期为一周的问卷测量可能较为精确［55］。此外，问卷召回的质量还

取决于需要测量的PA类型（包括职业性PA、休闲性PA等）以及召回期内的测量的PA对个体整体PA模式的代表性。因

此召回期需要研究者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进行选择。

5. 测量设置

指要测量PA的研究背景信息。包括：① 代理报告人的选取，如要考察儿童居家PA情况，父母等监护人更合适；要考察

儿童在幼儿园PA情况，教师或者保育员更合适。② 语言环境，需要根据测试地文化因素设定特定的语言信息。③ 侧重

的PA类型或PA发生的情景设置，PA是个较为宏观的概念，在具体的测量当中需要设定具体的类型信息。本研究中的

PQPA-Pre侧重于休闲性PA［56］。④ 考虑社会人口学信息，如代理报告人职业、经济情况等以及被试的性别、年龄和身体

形态信息等。

6. 问卷质量
考虑问卷的测量学质量。Prinsen［52］建议使用默认的重要性顺序来评估测量属性，包括基于经典测量理论下的问卷信效

度，以及测量误差、跨文化有效性等。有关问卷质量详细的方法学指标，可参阅最新的COSMIN清单。

7. 研究参与者

和被试

考虑研究参与者（主要是代理报告人）和被试（主要是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情况。如代理报告人群体的文化知识水平，特

别是在进行城乡对比的研究当中。根据Prinsen［52］的研究，首先，需要给研究参与者提供明确的测量说明，包括简明扼要

地定义PA的概念和强度标准、填写方式（纸笔或网络填写）、参与问卷填写需要承担的责任（研究的用途和填写时间等）

以及参与回报（报酬）等信息。其次，需要全面了解被试的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状况等，这为后续的数据清洗提供数据

基础。

8. 可及资源 应符合研究的可及资源。包括研究周期、测试样本的总体情况、研究经费和研究成果的去向等。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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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方面。新问卷在文本部分应符合测量目标群体

的语言、文化和种族背景［58］。⑤ 实际应用中需要考

虑因素。包括：测量说明，学术用语的口语化表达，

针对研究人员的问卷答案解释或分数计算说明，发

放方式（纸笔、网络在线或访谈等）以及完成问卷实

施需要的时长等。以上步骤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新型

PQPA-Pre的构建过程，可为学者们提供理论参考。

4.3　推进新型身体活动测量方法的研发

鉴于当前PQPA-Pre存在的测量学问题，推进新

型测量方法的研发是当前PA研究的前沿热点议题。

目前，学界可用于学龄前儿童的PA测评方法种类繁

多，多数研究将PA的测量方法分为主观测量法和客

观测量法两大类［15，18，22］。生物学检测方法的“双标

水法”和“间接测热法”被认为是测量个体PA的“黄

金标准”［49］。然而研究成本等可及资源方面的挑战

会限制大部分研究使用“黄金标准”［15］。相对于客

观测量法，问卷法除了精确性低于客观测量法之外，

存在问卷填写容易受到代理报告人主观意愿影响、

信效度等测量学指标易受到召回的影响和计量单位

未标准化等缺点，相反这些缺点正对应客观测量法

的优点。有关学龄前儿童运动测评研究领域的一些

前沿方法可为推进新型PA测量方法研发工作的开

展提供思路，如针对儿童语言理解能力弱的问题，

“图像式自我评估”的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儿童体育

素养测量的效度［59-60］，这或许是未来学龄前儿童PA

测量的一种新思路。此外，当前前沿的PA测量的方

法学理念是综合多传感器数据，结合机器学习和人

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建立［61-62］。这一理

念通过整合多个传感器的数据来获取更全面、准确

的身体活动信息，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和人工智能

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有鉴于此，在未来的

研究中继续探索新型PA测量方法依然是PA测量研

究领域的重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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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Insights of Physical Activity Measurement Tools for Preschool 
Children Based on Proxy Reporting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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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hysical activity measurement method based on proxy-reported questionnaire is one of the main methods of 
physical activity measurement in preschool children. This study reviews the proxy report questionnaire on physical activ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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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 children，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scholars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n physical activity of preschool 
children. Firstly，the characteristics of 10 questionnaires commonly used in the world were condensed by systematic review，

and three questionnaires were selected for “case introduction”. Then，a decision-making guide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selection 
of questionnaires is compiled to provide a methodology for scholars to select tools. Finally，the insights of physical activity 
assessment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re proposed.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advantage of a proxy-reported questionnaire 
for preschool children is significant，considering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available resources of physical activity research. 
In the future，scholars can continue to expan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lassical tools，build measurement tools based on 
children in their own countries，and continue to explore new methods of measuring physical activity.
Key words：preschool children； physical activity； measurement tool； proxy report； static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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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Sports Meetings at Peiyang University

BI Jinze1，2，SUN Shuai1，2，GUO Zhen2

（1.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2. Division of Sports Sci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Peiyang University mark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t is also one of the first government-
run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sporting events in modern times. However，there is disagreement on when Peiyang University 
held its first intramural and first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game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logical analysis，and 
keyword searc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modern history databases，this stud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modern-time sports competitions at Peiyang University，and confirms the exact time of its first intramural and intercollegiate 
sporting event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accord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s，Peiyang University held its first intramural sports 
meeting on November 27th，1897. The competition included 12 sports and a total of more than 170 participants. The university 
held its first intercollegiate event on May 20th，1899，where the teams from Peiyang University，Luhan Railway College and 
Tientsin Naval College competed in 11 sports. Considering Peiyang’s historical role and the actual dates of these games，
the first intramural meeting held at Peiyang University on November 27th，1897 can be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China’s 
university sports competitions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Peiyang University； school sports meeting； sports competitions；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local universities in 
China； modern Chinese sports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