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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游泳是一门技术，随着游泳运动在人们生活中普及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喜欢并学习游泳。游泳是一项有益于身心健康发展的体

育活动，它不仅能锻炼人的身体，还能够提高大脑的功能，促
进大脑对外界环境的反应能力和智力发育。由于成年人的理解能

力心理素质比幼儿强根据教练的指引能很快适应并熟悉水的特

性，而幼儿因为理解还在萌芽阶段游泳活动也会对幼儿产生不同
的影响由此展开我们的调查。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暑期在游泳馆学习游泳的幼儿(3-6岁)为对象，就游泳活

动对幼儿心理素质的影响进行研究。

2.2 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2.2.2逻辑分析法

2.2.3实践调查法
3  结果与分析

3.1游泳活动对游泳暑期班及游客中幼儿产生的不同的心理

素质影响
通过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做统计整理以及分析得出，有

20% 的幼儿在初次接触到水的时候是很高兴并喜爱的，而有一半

的幼儿初次接触水只是当成一种任务来完成不算喜爱也不算厌倦，
还有30%的幼儿是对水的恐惧和厌恶。但是从中期可以看出幼儿

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将近30%从应付或者厌恶转变成喜爱，也就是

说幼儿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到水并初步开始适应水中活动。
后期有88%的幼儿已经完全适应水中活动并且熟练掌握，只有10%

左右的幼儿是由于心理或者生理原因仍旧很难接受水中活动。

对比大班和小班数据后可以看出，小班的幼儿可以更快的适
应水中活动，因为大班的集体练习相较于小班更多而小班对于个

人的练习时间更充裕，因此小班的幼儿能更快适应并且理解接受

水中活动。大班的幼儿接受的比例更高，因为爱玩是幼儿的天性，
所以当个人活动玩的没有兴致的时候，集体活动往往会给他带来

新的新鲜感，当一群孩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想出更多天马

行空的创意和玩法。
3.2游泳活动对幼儿心理素质影响分析

3.2.1影响游泳活动对幼儿心理素质的因素

情绪：幼儿在成长阶段的时候情绪是多变的可能刚开始还很
感兴趣下一秒就失去兴趣甚至厌恶这项活动，所以课堂上灵活把

握幼儿的心理情绪并且积极调动是非常重要的。

信心：幼儿在成长中信心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幼
儿从小娇生惯养没有经历过失败或者说无法正面面对失败，当遇

上问题以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积极面对而是选择放弃或者逃避，

所以我们应该培养幼儿的信心带领他们克服困难树立自信。
韧性：幼儿在学习过程中最缺乏的是韧性，学习新的东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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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游泳项目在世界各大比赛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进而国内引起了一股游泳的热潮，使游泳运动越来越普
及。幼儿游泳训练活动是一种全方位的心理活动过程，它不仅是认识发展的过程，也是训练能力、技术特点，包括性格形成和发展
的过程。因此研究游泳运动对幼儿心理素质的影响不仅对幼儿心理素质的提高具有理论意义，且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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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来说并不是太难但是要让他们持之以恒更加精进却很难，所
以教练应该多准备不同的训练方式来调动幼儿的兴趣让他们能更

加鉴定的练习并进步。

3.2.3水中活动培养心理素质的方法
3.2.3.1营造一个稳定良好的游泳环境

给幼儿营造安全感，幼儿在陌生的环境中会产生一定的恐惧

及排斥感。为了消除这些恐惧排斥感可以在泳池里搭建一些垫层
或者板凳让幼儿在水中能踩到地，同时老师或者教练应优先下水

给孩子营造出一种这里没问题能踩到地的安全感让孩子心理踏实。

泳池周围摆放一些小玩具或者幼儿使用的游泳器具来引导幼儿在
水中嬉戏。

3.2.3.2创设良好的环境，加强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关系

如果在孩子感觉到老师喜欢他，爱他，尊重他，那么他就会
自我感觉良好，有自信，有动力。在游泳活动中注重幼儿自信心

的培养,不仅有利于幼儿游泳技能的学习,更有利于使幼儿形成健

康。因此在游泳活动中教师要经常对孩子说一些赞美、鼓励、关
爱的言语和行为比如：“你游的非常好！”“有进步！”“加油，游

得在远一点！”等等，要多鼓励，多支持，多表扬，多容忍，多

欣赏幼儿，使他们因教师的赞许和关爱而产生更多的自信，产生
更多积极的情绪。

3.2.3.3体育游戏调动幼儿的积极性

体育游戏,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教育手段,它在幼儿教育中的作
用愈来愈受到幼儿教育界的普遍重视。以游泳的游戏举例，独立

完成的游戏比如准备一些小玩具放在水中让幼儿自己去打捞上来

或者进行一些小的比赛例如憋气或者在水中吹气球。这些游戏可
以分散幼儿对水的恐惧感更快的适应水中的行动。

4  结论

由此看出大多数幼儿是喜欢水的只有极少部分幼儿仍旧摆脱
不了怕水的心理。从闹情绪到学会控制情绪，不敢面对困难和失

败到积极勇敢面对并且克服苦难失败，没有韧性遇事半途而废到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以看出游泳活动对幼儿的心理素质起到很
大的积极影响作用，再加上教师的配合引导让幼儿打开心扉更加

活泼开朗。这些积极向上的影响能让幼儿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上走

的更高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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