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43

0-3岁婴幼儿游泳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文清攀 

（西南财经大学体育学院  四川成都）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婴幼儿游泳已经成了很多父母带着孩子进行锻炼的选择。从婴幼儿游泳对孩子的身体的
发育有明显效果，但是 0-3 岁婴幼儿参加亲子游泳会出现厌学、恐惧、怕水的心里情况,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参加婴幼儿游泳的效果
和进度,如何使婴幼儿克服心理问题,快乐在水中快乐成长。本文使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访谈法和综合分析法。对成都市亲
子游泳俱乐部 0-3 岁婴幼儿参加婴幼儿游泳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根据本人婴幼儿游泳的上课经验，对待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
决办法。减轻婴幼儿在上课过程中的恐惧心理，让更多婴幼儿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健康的发育和快乐的成长,达到强身健体，促进各
方面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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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着二胎政策的开放，中国新生婴幼儿的数量增多，

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成了父母眼中的重要的一环。2016 年中国国
际友谊教师协会成立，推动着婴幼儿游泳事业的发展，使婴幼
儿游泳发展越来越广泛。游泳是一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技
能，参加婴幼儿游泳是每一个父母正确的选择，为孩子的发展
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由于水的特性和 32-34 度的水温的作
用,婴幼儿参加游泳时,使得人体各个机能都得到锻炼。在调查走
访的婴幼儿身上可以看到,参加婴幼儿游泳的个个身体健康、身
材均匀、免疫力强,很少不生病，精力好。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
参加婴幼儿游泳,但是盲目随从方法不得当,会适得其反。所以,
好的教学方法是婴幼儿参加婴幼儿游泳的关键之处,而婴幼儿游
泳锻炼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心理问题是婴幼儿参加婴幼儿游泳的
最大障碍,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会对婴幼儿的身心发育有着很
大的影响。为此,在游泳教学过程中教练对消除婴幼儿参见亲子
游泳的心理障碍加以重视,了解婴幼儿的心理障碍的原因,选择
正确的教学方法和引导是至关重要的。 

1 婴幼儿游泳的益处 
游泳是血管体操，热脏冷缩的原理，使游泳者的身体免疫

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丛宁丽，2006）提高游泳有利于身体、
心理和智能的发育。婴幼儿游泳不仅是一项全身运动，在水中
婴幼儿的皮肤接触水，水对皮肤的刺激，按摩均对皮肤有保养
作用，尤其是婴幼儿通过教练和家长在水中带领宝宝在水中做
出的一系列动作，使宝宝自由自在的在水中活动，克服水阻力，
水对皮肤的刺激，有利于婴幼儿的肢体及内脏的发育。婴幼儿
在游泳时呼吸，随着水压，胸廓的起伏明显，可以使肺活量提
高。婴幼儿游泳对神经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可以改善婴幼儿的
感觉统合能力和前庭机能，促进大脑对外界环境的反应能力,促
进身体全面发育。 

2 婴幼儿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1 陌生环境、水环境的不适应,导致上课过程中的哭闹现

象。 
2.2 婴幼儿游泳教练在上课过程中过于热情，一部分婴幼儿

怕陌生面孔。 
2.3 不同月龄段的婴幼儿在一起参加婴幼儿游泳,上课人数

过多或者过少都是不利因素。 
2.4 教练对有心理问题的婴幼儿，主要是指患有自闭症、唐

氏综合征的婴幼儿，上课未能及时的发现。 
2.5 身体敏感部位接触水，表现出的反感或者哭闹。 
2.6 教练的关注不够,课堂气氛不够热闹，导致整节课气氛平

平。 
2.7 无意中的呛水或者看见其他婴幼儿在水中大胆的动作

的恐惧。 
2.8 处于母女依赖期时，爸爸下水。 

2.9 秩序敏感期的出现。 
3  0-3岁婴幼儿教学过程中出现问题解决的方法 
3.1 家长带着孩子多在游泳池周围进进出出,尽量的熟悉环

境,使孩子熟悉游泳池的环境和节奏氛围,尽快融入其中。 
3.2 婴幼儿游泳教练在上课过程中，提前和家长沟通交流，

及时了解宝宝的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宝宝保持一定的上
课距离来减少婴幼儿的恐惧。 

3.3（张腾，2017）文中说到婴幼儿游泳应该有一套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和课程结构的标准体系。根据幼儿的身心发育特
征及幼儿的学习特点来设计课程,做到科学、合理。 

3.4 教练应该提前与家长沟通交流，了解宝宝的个人情况，
一视同仁,对孩子做到因材施教。 

3.5 对于幼儿敏感的身体部位,前期应该尽量避免,循序渐进
的展开,最后渡过敏感部位。 

3.6 游泳教练应该关注每一个孩子,在课堂中陪伴孩子渡过
开心、快乐的课程。 

3.7 教练家长注意动作幅度小，不要有呛水的事情,在游泳池
尽量避免呛水发生。 

3.8 在这个特殊时期，最好是妈妈下水陪伴宝宝一起上课。 
3.9 教练和家长应该尊重幼儿的秩序敏感期,引导幼儿,通过

理解、变通的方法使幼儿顺利渡过秩序敏感期。 
4结语 
婴幼儿是祖国的未来，婴幼儿的健康成长关系着每一个家

庭，婴幼儿游泳是近几年国内兴起的婴幼儿游泳热现象。(张
腾,2018)说到家长应该正确持有婴幼儿参加游泳的期望。在上课
过程中，时常会遇见婴幼儿的哭声，婴幼儿游泳遇到的问题存
在较多,个体差异非常显著,教练和父母应该根据孩子情况做出
相应的解决措施。对于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要循序渐进的解决,
尤其是秩序敏感期出现期间，不要过于急躁,弄巧成拙,导致孩子
一生的阴影。教练和家长应该避免自身的负面情绪带给孩子,以
健康、积极、阳光的态度面对孩子，在孩子薄弱环节,给孩子鼓
励,建立自信,渡过其过敏时期。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对待孩子,有一
个正确的育儿观念,给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的水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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