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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合作探索培养大班幼儿运动习惯的实践研究
沈鸿雁  张雪梅

北京市昌平区财贸幼儿园  北京  102200

【摘要】游戏是幼儿的生命，幼儿爱游戏，尤其喜爱户外游戏。幼儿期是良好体质形成的关键时期 , 科学的运动游戏活动

对幼儿体质健康的促进具有重要意义。幼儿的基础运动能力是指那些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身体活动的技能，指人们生

活所需要的走、跑、跳、投掷、攀登、钻、爬等各种基本的动作技能。本研究总结出动作分步练习法、材料支持法、音乐

烘托法、儿歌提示法、录像刺激法、运动项目对接法等有效方法，促进了大班幼儿运动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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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养幼儿运动习惯的重要性
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强调

指出：“实施素质教育，要从幼儿阶段抓起，要用科学
的方法启迪和开发幼儿的智力，培养幼儿健康的体质、
良好的生活习惯、活泼开朗的性格和求知的欲望”。从
小对幼儿有目的地施加教育影响，有利于促进幼儿身心
健康和谐发展，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它对我
国 21 世纪的经济腾飞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 以下简称《指
南》) 指出，“幼儿每天的户外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 2 
小时， 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 1 小时。”幼儿园户
外区域体育活动作为幼儿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
学的、适宜的户外区域体育活动，是增强幼儿体质最积
极有效的因素，也是促进幼儿健康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
《指南》 指出，“发育良好的身体、愉快的情绪、强
健的体质、协调的动作、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基本生活能
力是幼儿身心健康的重要标志，也是其它领域学习与发
展的基础。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在健康领域中
的内容与要求中指出：“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游戏和体
育活动，培养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和习惯”，在指
导要点中指出：“培养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是幼儿园
体育的重要目标，要根据幼儿的特点组织生动有趣、形
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吸引幼儿主动参与”。

2 培养幼儿运动习惯的实践研究
2.1 运动项目对接法
教师在选取运动项目时，要选择既是幼儿当前身

体条件允许的、又是幼儿成长过程中甚至是成人之后也
可以进行的运动项目，引导幼儿掌握该运动项目的动作
技能，萌发幼儿对此类运动项目的兴趣，为幼儿后续进
行此类活动打下基础，促进幼儿养成和保持喜爱进行此
类运动项目的习惯。

2.2 材料支持法
在运动活动中，教师选择和投放的材料要能支持

幼儿运动活动的开展。如，跳绳运动中，绳的长度、软
硬程度、跳绳把手是否完好等都影响幼儿跳绳运动的开

展，教师要投放合适的跳绳。
2.3 音乐烘托法
在运动活动中，教师在不同的环节使用不同的音

乐，用以烘托气氛，激发、调动幼儿参与运动活动的兴趣。
音乐有一种调节人情感的神秘力量，在组织进行

体育活动时，可以根据活动内容选择一些合适的音乐播
放，以提高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如：在进行热身活动
时，听着节奏明快的音乐会使幼儿活动起来更加起劲。

2.4 儿歌提示法
在运动活动中，教师引导幼儿边说儿歌边进行运

动活动。儿歌的内容、节奏和运动活动是相互配合的关
系，起到提示幼儿动作、调整幼儿运动节奏的作用。例
如：小组跳长绳中：小猴小猴真爱玩儿，来把长绳跳一
跳，小猴小猴转圈圈，小猴小猴捡豆子，小猴小猴快回
家。个体跳长绳中：小熊小熊快回家，小熊小熊你转一
个圈，小熊小熊跑出去等。

2.5 技能支持法
在运动活动中，教师时刻观察、关注幼儿的运动

动作和技能，当幼儿对基本动作的认知有困惑或当幼儿
的练习遇到困难的时候，教师自己或者暗示配班教师及
时地给予幼儿帮助，引导幼儿观察正确的动作技能，渐
渐习得该项技能。

2.6 榜样示范法
在引导幼儿学习运动项目的时候，教师以成人或

幼儿为榜样，通过他们的展示，激发幼儿参与该项运动
项目的兴趣和完成任务的挑战心理。幼儿非常崇拜运动
能力强的人，他们会把他当成自己的榜样或偶像，所以
利用这样的方法是符合幼儿的兴趣点的，而且能够幼儿
的以力量。

2.7 经验总结法
教师在引导幼儿学习某项运动技能的时候，在每

个练习环节的结束进行经验总结，纠正幼儿错误的动作
和技能，点出正确的动作和技能的要领。经验总结的时
间不能过长，否则幼儿注意力容易转移，兴趣减退。经
验总结时要总结动作要领，不能说的太多，否则幼儿难
以把握要点。例如：活动中总结时不仅仅是语言的总结，
教师们利用到了图例的方式，简笔画画出的运动步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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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让幼儿看的更直观，理解更便捷。
2.8 比赛法
当幼儿练习到熟练掌握某一运动技能的时候，教

师对幼儿进行分组，使用比赛的方式，激发幼儿的竞争
意识。幼儿非常喜欢有挑战性活动，跳绳比赛成为了幼
儿非常愿意参加的运动项目。不论是个体跳绳、还是跳
长绳，幼儿在比赛的过程中呈现了参与运动的激情和对
运动的喜爱，在操场上经常能够看到孩子们快乐的跳绳，
还时而自主发起比赛项目，形成了较好的比赛氛围，也
建立了幼儿的赛场意识。

2.9 情境创设激趣法
2.1.1 供给幼儿感兴趣的运动材料，创设适宜情景，

引起幼儿的兴趣 
幼儿处于具体形象思维的思维发展水平，喜欢感

知具体的、形象的事物，不喜欢抽象的概念。教师在体
育教学过程中应该设置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情境，通过
角色和情节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如：在引导幼儿进行
双脚跳的练习时，教师可以使用“小兔宝宝运萝卜”的
情境调动幼儿的积极性。

2.2.2 游戏导入法
游戏是幼儿学习的基本方式。幼儿容易被直观的

形象和游戏所吸引。教师在设计体育运动教学活动时，
要以幼儿喜欢并熟悉的游戏导入，让幼儿被游戏吸引，
从游戏中感到快乐。如：教师带领幼儿玩儿“小青蛙捉
虫子”的游戏，在地面上布置圆环、梅花桩等作为“石
头”和“荷叶”，带领幼儿在游戏中练习平衡、双脚连
续向前跳等身体活动。幼儿游戏中可以假象，把自己当
成是小青蛙，不断的学着青蛙的叫声和动作，增加了游
戏的趣味性，也提高了幼儿的跳跃能力与水平。

2.3.3“一物多玩”引发幼儿探索同一种器材的多
种玩法 

孩子们都对新奇事物感兴趣，一种玩具很快就会
厌倦，那如何保持孩子们对这些玩具的喜爱又能利用这
些玩具让幼儿学会更多的技能呢？在每次活动中，我们
把一两种游戏器材让幼儿自主选择，自主探索玩具的玩
法，提示鼓励幼儿还有没有不一样的玩法，再把一些孩
子们创新的玩法示范出来。

3 家庭、幼儿园互动互助，共同培养幼儿养成
良好的运动习惯

3.1 通过加强情感培养，家园建立良好沟通关系。
情感培养是指：教师与家长建立良好的关系，互

相能够在情感方面表现出接纳与喜欢，乐意并主动、积
极的进行沟通。家长与教师之间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情感，
家长在支持、配合教师工作方面容易出现冷漠，不与教
师进行合作。所以建立良好的关系就要先培养情感，教

师、家长互相之间能够对对方有好感，这样才能够促进
家园合作情感的提升。

 3.2 通过统一教育观念，达到教育行为的统一。
统一教育观念：是指幼儿园与家庭建立密切联系，

经常相互沟通情况，达成教育思想、教育行为的的统一，
共同培养幼儿一致化的生活卫生习惯。

幼儿良好运动行为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它需要家庭和幼儿园坚持不懈的、一致的共同努力，才
能使每个幼儿养成良好的运动行为习惯，并受益终身。

《纲要》中明确指出：家长是幼儿成长中的第一任教师，
也是幼儿最持久的教师。家长的教育理念和言行直接影
响着幼儿身心发展。

3.3 互动互助助力幼儿运动习惯养成
家庭、幼儿园互动互助策略是指在培养幼儿运动

习惯的过程中，幼儿园与家庭紧密配合，双方相互交流、
启发、取长补短，在幼儿习惯培养方面达成共识、共享、
共同成长。本策略包括建立信任、无碍沟通、互助共育
等方法。在家园配合培养幼儿运动习惯的过程中，教师
与家长耐心、仔细地沟通幼儿运动习惯培养的重要性、
内容、目标和方法，与家长之间建立互信互助的关系，
双方目标一致，共同促进幼儿运动习惯的养成。

在活动中成人与幼儿共同成长着，作为幼儿的引
导者，在活动中教师、家长时时注意幼儿的实际需要，
科学合理地安排每一次的活动，在实践中不断地反思、
不断地调整、不断地总结，培养大班幼儿对体育游戏活
动的兴趣，让大班幼儿的体育锻炼能力得到最大的发展，
从小养成爱运动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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