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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活动自古有之，来源有二，一是幼儿的模仿，一是成
人的干预和指导。幼儿体育游戏是幼儿游戏的一种形式，是幼
儿体育的手段。当前，幼儿体育游戏是幼儿体育研究最为活跃
的论题。

1　幼儿体育游戏研究的焦点
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搜索的关于“幼儿体育游戏”研究主

题以来，此主题研究便经历了开展的价值可行性以及内容和形式
的安排及组织两个焦点问题。为探究幼儿体育游戏研究的演变进
程及动态，本研究进一步对以上焦点问题及其相应的研究理论与
方法进行归类总结。

1.1幼儿体育游戏的功能和价值
从研究幼儿体育的初始，学者们就开始探索幼儿体育活动是

游戏为载体来开展，便开始探索其功能和价值，即开展幼儿体
育游戏的可行性研究。游戏始终都是幼儿体育领域学者们研究的
焦点，学者沈财利[1]和李玉峰[2]从民间体育游戏功能入手研究幼
儿体育游戏活动，把民间体育游戏应用于幼儿体育活动中，促
进幼儿在身心发展的健康需求、智力的优先开发以及最重要的是
的承载“文化母体”的社会性功能。其次，在幼儿在活动中
参与游戏的价值一是体现在促进幼儿这个群体的综合能力发展
上。有研究者提出体育游戏具有在教育中的整体功能，是幼儿
培养五育一体的重要途径；[3]二是幼儿在社会情感发展中的价值。
[4]学者董广新等人以广某幼儿园的幼儿为研究对象，在游戏内容
设计及实施的过程中加强幼儿与社会其他个体之间的交往，实证
了体育游戏对培养幼儿社会性情感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5]更有
刘毅等人通过实验更细致的证实了游戏干预对改善学龄前儿童身
高体重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呼吁在幼儿活动中开展适宜的体育游
戏。[6]随后便有刘大维和张文才等人对于两类型的体育游戏的价值
进行分析研究，第一类是由儿童自主选择和主导的非结构化游戏，
能够更好地调动儿童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对他们的心理健康、自
我意识、对身体运动掌控的自信、社会和空间认知有重要的作用。
还有证据表明，积极的非结构化体育游戏活动后，适当的休息可
以帮助幼儿更好地在随后的久坐任务中集中注意力。[7]第二个以建
构的性别角色标准投射在角色扮演活动中的游戏活动，可以使幼
儿充分体验现实性别角色的文化内涵，环境、规则的约束及同伴
监督的过程中逐步强化自己的主观体验，从而进一步提高对性别
角色意识的认知水平。[8]

1.2幼儿体育游戏的内容与设计
基于对于幼儿体育游戏的价值探究，从而证实了幼儿体育游

戏实施的可行性。对于幼儿体育游戏的关注离不开对幼儿体育游
戏开发的内容与设计上进行探索。最早从1994年，就有学者强调
了幼儿体育游戏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指出在体育游戏活动的设计
中首先要明确任务，其次就是要注意游戏的动作内容以大肌肉运
动为主。[9]再有学者刘建伟评议了《幼儿体育教育活动设计与指
导》这本书，充分肯定了该书提出的“不同阶段的幼儿所进行的
体育游戏方式都有所设计，因此在体育游戏的设计方面需要从不
同年龄阶层幼儿的特点与兴趣出发”的观点。学者杨枫指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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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最喜欢有情节的游戏活动，在设计游戏的内容上对于情节的设
计是一个重要内容。在设计中一个游戏可以构造出多个情节，
一个技术动作也可以用多个情节来代入，所以在幼儿体育游戏的
情节的构思上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内容与设计游戏对于教师的教
学设计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从幼儿教师的角度，规范在设计
和组织实施体育游戏时，从目标的设立、内容的选择到活动的
开展，都要遵循幼儿的身心特点，把运动、游戏、指导三者
有机结合起来，最终达到最优的体育教学效果。庄弼等人构建
以发展幼儿平衡、力量与持久力、灵敏与协调等能力为中心
的、循序渐进的内容体系，以及可测量、评价的指标。

2　我国幼儿体育游戏研究展望
首先国内对于幼儿体育游戏的开发的文献相对较少，在对于

国外幼儿体育游戏这一研究领域还没有过多的发掘和借鉴，国外
对于幼儿体育游戏均有不同程度的涉猎，领域更开阔，挖掘更
深入。另外首先是体育游戏在幼儿活动中具有很大的实践性特
征，在此特点上决定了无论是从高等院校开始到下面的各个机构
幼儿园，此类研究主题的研究成果均可以运用到实际活动中去，
并且十分有意义。其次是对于运动项目的代入上及结合项目特征
中的游戏开发相对更少。结合国内外幼儿体育游戏研究的学术动
态，我认为在今后的研究方向中，我国学者要对于国外幼儿体育
活动方式比较研究以及运动项目游戏的开发和理论体系构建两方
面及其相关要素的相关研究是今后我国幼儿体育研究的发展方向。
新时代要求幼儿体育工作者们深钻深挖，全面推动幼儿体育理论
研究，进而指导幼儿体育的实践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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