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0 Vol. 5 No. 09 2023课程论坛

  以“健”为基，铸“五育”之魂
——成都教科院附属幼儿园“五育并举”视域下的体育活动课程实践

 唐学军

（成都教科院附属幼儿园，四川 成都 610036）

摘要：幼儿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幼儿实现德、智、体、美、劳这“五育”的全面发展，这对于幼儿的未来成长至关重要。“五育并举”

是新时代的教育理念，倡导“五育”之间深度融合，发挥教育活动的最大教育价值。因此，本研究选择以“五育并举”为研究视角，探

讨幼儿园的课程实践，本研究以幼儿园体育活动的课程建设为抓手，提升幼儿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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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在 2019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明

确指出：“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强调突出德育实效，

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

这一教育方针的确立，让我们思考：在幼儿园的启蒙阶段，教育

者应该如何理顺“五育”各要素的关系？如何发挥 “五育”各要

素的独特价值？如何以幼儿园体育为抓手，进而为实现“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做好铺垫和启蒙。基于以上问题，结合《3-6 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工作规程》，我园结合幼儿园实施

体育教育方面进行科学探索，探索了一些初步的思路和做法：通

过提升体育教育质量，加强幼儿体育锻炼，切实增强幼儿体质，

来健全幼儿人格品质，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一、五育并举视域下幼儿园体育的价值审视

毛泽东曾在《体育之研究》就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

野蛮其体魄”，习近平总书记也在 2020 年讲话中强调：“文明其

精神，野蛮其体魄”，‘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因此，我

们将体育教育作为孩子在幼儿园阶段“五育并举”启蒙教育的主

抓手，幼儿园也将“五育融合”纳入幼儿园的重点工作。

我们认为，五育并举，体育是基础，它是其他四育和谐发展

的先决条件，是素质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体育教

育可以促进幼儿的生长发育，使其体格健美、身体健康，让幼儿

有充沛的精力学习，当幼儿掌握体育知识后，可以促进良好思想

品德行为和生活习惯的形成，为他们将来能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奠

定基础、创造有利的条件。

以体育教育为切入口和抓手，可以发挥多种教育方式和教育

领域的作用，可以“以体立德、以体启智、以体育美、以体促劳”

调动、整合教育教学资源，激发“五育”的教育功能，彰显全人

发展目标的独特价值。

二、五育并举视域下幼儿园体育活动课程构建与实践

成都教科院附属幼儿园秉承“为孩子的美好，培养美好的孩

子”的教育理念，“育人在游戏活动中，成长在自然生活中”，

整体构建“五育并举”的幼儿发展目标，不断完善幼儿园“健智品”

育美课程体系，打造“小种子，大教育”的“田园、花园、乐园、

家园”的美好文化，实现五育融合，让幼儿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

成长。

（一）构画——搭建四育课程活动体系

在课程建构方面，主动把握幼教改革方向，迎接机遇与挑战，

坚持以儿童为本，遵循教育规律，营造自然环境，确定了以儿童“健

康发展”为首要的育人目标， 并且围绕 “健康”的课程目标，搭

建了“食育、体育、心育、劳育”活动体系，整体建构“健智品”

育美的园子课程。

1. 食育活动：通过市级课题《新冠疫情下幼儿园食育活动的

实践研究》我们发现体育与食育二者关系紧密相连，食育是体育

的基础，但同时体育也是食育的“强心剂”，二者之间的紧密联

系与良性互动乃是幼儿园体育活动中的重要内容。食育即饮食教

育，简单地说，就是良好饮食习惯的培养教育。它包括“食育与

教育”，是指通过膳食平衡、饮食安全、饮食行为、饮食文化的

教育，树立科学膳食理念，让幼儿养成良好饮食习惯，正确地选

择食物，使自己的食物更加符合营养要求。

（1）食育主题活动：各班级积极组织开展食育主题活动，在

探索班本化食育课程的路径中，适当与户外种植区植物进行联动，

结合班级幼儿年龄特点与幼儿身体发育现实表现，帮助幼儿形成

正确的饮食认识，培养幼儿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增进幼儿对“食”

的理解。

（3）食育体验式活动：从幼儿园食育工作坊、节日节气食育

活动、班级植物角、户外种植体验区、幼儿家庭微种植几个方面

让幼儿亲自体验蔬果的生长过程，体验劳动的艰辛、食物的来之

不易，培养幼儿节约粮食的好习惯以及认识各种有营养的时令水

果蔬菜。

（3）家园参与式食育活动：家庭是幼儿食育活动开展的起点，

家长们始终是幼儿的食育老师。通过食谱宣传与征集活动，提升

家长对幼儿食育的重视，以“科学制谱，健康饮食”的理念为主导。

家园携手，共促幼儿养成良好饮食习惯和健康身体的形成。

2. 体育活动：以幼儿体格分析为基础，横纵综合分析每月幼

儿身高、体重发育情况，重点关注消瘦儿及肥胖儿等身体发育特

殊儿童，并结合幼儿生长年龄特点找准发育要求，设置体育活动

促进幼儿身体发育。

（1）探索“1+1 模式”下园本户外体育游戏：此模式是我园

正在尝试研究的方向，“1+1”模式指每日全园开展 50 分钟的“户

外自主体育游戏”和“户外体育教学游戏”。“户外自主体育游戏”

以区域性自主游戏为主，现阶段开设了攀爬区、骑行区、平衡区、

综合体能区、球类运动区、沙池区、野战区等，并生成出“四玩日”：

同伴合玩日（每日一次），师幼探玩日（每周一次），师师研玩日（半

月一次），亲子游玩日（每月一次）。户外体育教学游戏是结合走、跑、

跳、攀爬、平衡等八大基本技能及各年龄段运动核心经验和目标，

以班级为单位设置活动。两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最终落脚于

园本户外体育游戏的开展。使之成为具有“三性特点”的园本户

外体育游戏场景，共促幼儿健康成长。

（2）运动月主题活动：遵循幼儿的兴趣，设计符合幼儿身心

发展的体育游戏，围绕篮球、足球等大球类运动及幼儿体操、跳

绳等项目，横向以结合五大领域为主，纵向以各年龄为轴，以月

为单位让幼儿全面的、多元的、充分的感受体育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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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趣味足球嘉年华：我们认为幼儿园的足球活动是用足球

做载体，让幼儿在游戏中去感知运动品质，提升运动能力，享受

运动乐趣，实现运动技能协调发展的真正价值所在。不仅促进幼

儿与同伴间的交流合作与团结精神，让他们锻炼受挫能力，学会

规则、理解、宽容、自信，运动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

（二）优化——优理念、改方式、活评价

我们制定了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指标即：让孩子做到“四个

一”，即每天体育锻炼不低于一小时，掌握一种运动技能特长，

会看会讲一种比赛规则，会分享一种快乐运动。

1. 在以体育立德方面，践行趣味运动之路，塑造优良品质之

魂

“以体立德”：体育活动和游戏可以通过小组合作培养孩子

协同、合作的团队精神；培养幼儿勇于顽强、勇于拼搏的精神；

养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实事求是精神；培养幼儿积极进取、

活泼开朗的性格，增强集体荣誉感、锤炼意志品质。

我们在开展幼儿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教师尽量利用多元化的

教学思想，利用个人运动、集体运动等形式多样的方式开展。在

运动中蕴藏着生动的德育契机，教师引导幼儿爱护器械场地；有

序参与活动；保护同伴和相互帮助；理解并遵守游戏规则等，从

而形成遵守规则、团结互助、勇敢顽强等良好品德。在集中教学

活动教师会有意识地在集中教学活动中，对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

表达能力、交往合作能力、规则意识和秩序感各方面及时地嵌入

德育培育，“润物细无声”地凸显德育价值。

2. 在以体启智方面，萌发运动技能之气，创造无限想象之力

“以体启智”：运动不但能够有效地滋养人的精气神，还能

促进人的智力发展，幼儿在 3-6 岁的记忆力、想象力极为丰富，

创造力较强，体育活动可以增长孩子的健康知识，学会体育技能，

体会运动的节律和规律，我们十分注重材料、语言等活动环境，

让孩子首先认识材料、了解材料的用途和游戏的玩法，讲解安全

规则，发展幼儿正确运用身体感官和语言交往的基本能力，增进

其对环境的认识，从而发展孩子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记忆能

力和自我管控能力。我们将体育活动分为“静态活动”和“动态

活动”，利用雨天模式和雾霾情况下在活动室和午睡室、走廊楼

梯等场地，运用物资及空间开展室内体育游戏、艺术体操、柔韧

翻滚及钻爬技能等体育锻炼，从而开发幼儿的智力和创造力，提

升幼儿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同时培养幼儿的规则意

识和竞争精神。 

3. 在以体育美方面，内化审美感知于心，外化运动之美于行

“以体育美”：体育本身还具有审美特征，体育与美育紧密

相关，幼儿教师可以通过体育游戏和活动的设计融合形体美、创

造美及艺术美等多项内容，提高幼儿对美的事物感受、鉴赏与表

达能力，促使孩子形成审美意识、审美方法和审美情操，为孩子

的审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在幼儿早操的背景音乐编辑方面，精心选曲，融合音乐的动

感及艺术效果，在动作编排方面，增加篮球、艺术体操、舞蹈的元素，

使得队列呈现具有一定的美感，让幼儿在每天的训练中得到美感

的惠陶，在早操的器械提供方面，如：绸带、响筒、藤圈、彩棒等，

以此体现运动与艺术的联姻之美。

我们设计各种体育趣味活动，在活动中关注并支持幼儿饰演

各种角色，这样既能使游戏顺利进行，幼儿又能在游戏中成功地

履行各个角色的义务和责任，逐渐形成幼儿的自觉行为，成为一

种幼儿与幼儿关系中的积极情感依赖和情感支持，让幼儿在体育

趣味活动的状态中，爱自己、爱他人，以此做到体育与生活和社

会的融入之美。

4. 在以体促劳方面，汲取生长奥秘之经验，就地取材之能动

“以体促劳”：提高幼儿的劳动能力要从体育入手，以体促

劳是劳动教育的有效手段。一方面，体育可以锻炼健强的体魄，

为幼儿有效劳动以及提高其生活和生存能力，打下身体基础；另外，

可以培养幼儿不怕苦、不怕累、敢于拼搏的意志品质；第三，所

有养成的习惯都是相通的，这包括孩子规则意识、安全意识的建立、

良好品质的形成，运动习惯和劳动习惯的建立等等，这些习惯的

建立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幼儿每次体育活动前，都会在教师的带领下，创设一定的情境，

自己搭建体育锻炼的活动场景，体育活动结束后，幼儿协作共同

完成收拾整理体育器械材料。另外，幼儿园每周五下午开展体育

大劳动，各年龄段幼儿自带劳动工具参与其中，充分感受体育劳

动的快乐与满足。

我们利用食育课程中的“食育工作坊、节日节气食育活动、

班级植物角、户外种植体验区、幼儿家庭微种植”活动形式，结

合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自然变化，让幼儿亲自参与种植蔬菜

水果的生长过程，用体育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大小肌肉、平衡等运

动技能，浇水、拔草、种土豆、掰玉米、刨花生、挖红薯、摘樱桃、

爬树摘梨子、搭梯摘桃子、推车运堆肥、清洗收获的蔬菜水果、

包饺子粽子、制作花式月饼、捏土豆泥等，从而让幼儿体验劳动

的艰辛、食物的来之不易，获得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

（三）强化——教师体育技能注入

幼儿园教师会根据教师已有的运动特长，进行自主选择职后

体育专项培训（如经开区的幼儿体育研究联盟的培训和教研），

最大程度上激发教师的运动兴趣。幼儿园还帮助教师群体在小中

大班轮带的三年内必须拿握一项单人运动技能（跑、跳、投、游

泳、瑜伽、体操垫上运动等）、一项双人动技能（羽毛球、乒乓球、

网球等）、一项集体运动技能（篮球、足球、排球等）。

三、幼儿园“五育并举”践行中需要延伸的问题思考

我们认为教育是面向人的，而人是一个完整的机体，每个孩

子的成长都需要健康的体魄、健康的心理、蓬勃的生气，所以，

在孩子 3-6 岁的年龄阶段，我们以体育作为“五育并举”的突破

口，先夯实体育，用体育带动另外四育的同时发展，最终达成“五

育融合”。

在“五育教育”中任何“一育”之所得所长，都似乎意味着

其他“四育”将有所损失，如何解决“五育教育”力分散乃至割裂，

做到不是各育的简单拼凑，而是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

态自然的五育融合是需要幼儿园面对“长于智、疏于德、弱于体美、

缺于劳”的幼儿园现状，精心进行体育活动设计，在活动设计中

体现体育教育生活化，游戏化，科学化，在课程中帮助幼儿在锻

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将幼儿引导到大自然中和生活中

去锻炼身体，使得教师在活动设计中，不去刻意追求技术动作，

而是通过活动养成幼儿与健康、快乐密切相关的一种生活方式，

可以让孩子享受运动的乐趣，培养体育运动的精神，从而最终为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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