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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课程下的幼儿足球活动实施
周　涛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祈福新邨半山幼儿园，广东 广州 511495）

摘要：幼儿园足球游戏活动是幼儿体育新项目，是适应当前学前教育改革、促进幼儿自主发展的一种活动形式；在幼儿园开展足球

活动，主要是培养幼儿对足球的兴趣，在游戏化课程背景下，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以体验为主要方式，既关注幼儿的足球情感，也重视

幼儿身体素质发展，促进幼儿身体机能、个性、品质等方面的发展，最终形成一种运动习惯，为幼儿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基于此，

从幼儿的学习与需要出发，深入研究足球游戏化课程，为足球活动开展的有效性、专业性、丰富性提供可持续性发展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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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运动是一项综合性的体育运动项目，拥有着团队意识、

拼搏精神、公平竞争的独特体育文化。当前，国家大力发展足球

运动，推广成立足球特色学校和足球特色幼儿园的背景下， 我园

贯彻落实《教育部等 6 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

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制定了《祈福半山幼儿园足球发展三年

工作计划》，扎实开展幼儿足球活动；在 2020 年 12 月成为全国

足球特色幼儿园，2021 年成立了“半山小童”足球游戏工作室，

从幼儿的学习与需要出发，对幼儿足球游戏化课程进行了实践研

究。

一、开展足球游戏课程意义

3-6 岁是人类运动认知、运动兴趣、运动习惯和综合运动技

能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期。一是以球健体，幼儿阶段的开展足球游戏，

增强幼儿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提高身体协调性，促进神经系

统发育；二是以球育德，足球运动中特有的相互配合、团结合作

的形式，能够培养幼儿遵守规则、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勇于挑

战等良好的品质。

二、足球游戏课程的理论依据

（一）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用幼儿感兴趣的方

式发展基本动作，增强体质”的目标，《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指出：“尊重幼儿生长发育的规律，严禁有损幼儿健康的比赛、

表演和训练”，为幼儿园足球活动开展指明了方向。

（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游戏理论

游戏是学习新的复杂客体和事件的方式；儿童通过感觉运动

阶段动作的练习和掌握，使动作技能提高了，又经过具有象征意

义的整合，思维的抽象概括水平也提高了。同时，认为教师的主

要任务在与给予儿童提供相应的游戏材料和设备，以激发儿童的

兴趣。为足球课程游戏化提供了原则。

（三）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方法论

陈鹤琴先生总结概括了幼儿的八个方面心理特点是，好动、

好模仿、好奇、好游戏，喜欢合群、喜欢野外生活、喜欢成功和

称赞。教师应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学习特点进行教育，在“做”

中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恰当的鼓励会成为儿童学习的动力，

从而产生良好的学习效果。为课程实施提供了方法。

（四）《儿童少年卫生学》

依据《儿童少年卫生学》对儿童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和影响

生长发育的各类因素、身体素质的发展规律、体育锻炼、生长发

育的调查方法和评价方法，《国民体质监测与评价》中的幼儿素

质指标数据等。为课程评价提供了依据。

三、足球游戏课程目标

通过探究与实践，开发、设计一系列足球游戏，与五大领域、

主题探究相融合，开展游戏化的足球活动。

以游戏为载体，以环境创设为依托，以习惯发展为核心，促

进幼儿身体机能和基本动作发展，提高幼儿身体素质。

通过足球运动中特有的体育文化，培养幼儿沟通合作、遵守

规则、坚持勇敢的良好品质，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

四、足球游戏课程内容与实施

（一）开发足球游戏资源

资源是活动实施的重要基础，它为教师提供可获取，为幼儿

提供可学习、可游戏的资源。

自然资源：草地、小树林、沙地、路径、操场等，自然的环境，

吸引幼儿自主选择游戏方式，进行走、跑、跳等练习，加强下肢

力量锻炼。                      

物质资源：足球场、球门、海绵球、按摩球、足球、围栏、

雪糕筒、飞盘等器械、记分牌；通过这些有意的设计和安排，物

化的环境、设施，足球活动的意图、目的和指向明显，宽敞的场地，

充足的材料，为幼儿自发游戏提供良好的保障。

民间游戏资源：民间游戏是幼儿喜闻乐见的活动，把民间游

戏稍微改编，又能唤起幼儿游戏的兴趣，如《螃蟹抢蛋》把小石

子换成足球，锻炼幼儿的腿部肌肉，培养应变能力；《炒豆豆》

原来是用手改为用脚来“炒豆豆”，还有《孵小鸡》《老鹰抓小鸡》《木

头人》《足球版丢手绢》等，民间游戏是足球游戏资源的活水源。

人际资源：教师、家长共同构建支持系统，鼓励幼儿大胆尝试，

感受足球场上奔跑的快乐，在潜移默化中向幼儿传递足球文化的

精神品质。

空间资源：环境潜移默化影响幼儿，如幼儿园大堂展示足球

的历史、中国古代的蹴鞠图；走廊、楼梯有孩子描画的足球运动

情景；班室主题墙面记录了孩子们开展足球活动的问题、探究轨

迹，区域投放桌面足球游戏，阅读区有足球运动书籍和孩子自制

的足球运动图书、足球名将故事等，让环境成为动态、持续支持、

幼儿游戏的资源。

家长资源：家长与孩子在家观看足球比赛，讨论足球话题；

成立“足球爸爸”助教团，“足球妈妈”志愿者；开展“班际家

长足球邀请赛”，一起保障幼儿足球活动的持续开展，建立起可

持续发展的足球游戏资源。     

专题资源：设计具体鲜活、丰富多样的足球活动，如班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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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主题、足球文化展、足球区域、足球社团等；定期开展的有“足

球嘉年华”活动，内容有我的足球故事、班际挑战赛、小足球介

绍员等。丰富的游戏资源有效保证幼儿足球活动有序、坚持开展。

（二）课程实施

将课程纳入到幼儿一日生活、五大领域、主题探究、区域游

戏中去，让足球活动持续开展。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以体验为主

要方式，以习惯发展为核心，最终促进幼儿身体素质、身体机能

健康和谐发展。

自选足球区域游戏：结合户外区域游戏的形式，通过精心设

计环境及投放适宜的活动材料，如球门、海绵球、按摩球、足球、

围栏、雪糕筒、飞盘等器械，还有记分牌、图文并茂的足球游戏

规则等，物化的环境、设施，足球活动的意图、目的和指向明显；

让幼儿自主选择材料、选择同伴、选择区域，更能激发幼儿参加

足球活动的兴趣。      

户外足球活动游戏化：在足球体育活动中，选择游戏化的形式，

遵循幼儿体育运动组织原则，把足球活动分为：

准备环节： 有慢跑游戏、热身律动、自主玩球等内容，通过

这些准备活动，激发幼儿参加足球活动的兴趣，保障活动科学开展、

锻炼有效。

基本活动：包括情景游戏、器械游戏、一物多玩、竞技比赛

及基本动作练习游戏等内容，在游戏氛围下，幼儿情绪愉悦，活泼、

主动地学习， 逐步培养“球感”和“足球情感 ”。

结束环节：主要是放松游戏、律动游戏、整理收拾等内容，

幼儿适当休息调整，恢复体力。

与五大领域、主题探究、区域学习相结合：足球活动虽属于

体育运动，但幼儿对事物认知和兴趣来源于生活，结合五大领域

和主题探究、区域学习相结合，开展班《奔跑吧，足球》《翻滚

足球》等班本主题活动，一是以游戏为主，尊重幼儿学习的特点

和足球的特性；二是通过领域学习、主题探究，更激发幼儿对足

球运动的兴趣，如语言领域，利用多媒体、微视频等，将静态转

化为幼儿更喜欢的动态画面，形象展示，幼儿赏足球、说足球；

艺术领域，幼儿参与创设多彩的足球环境，绘制足球活动海报、

小组队旗、小组队服，围绕着幼儿感兴趣的话题开展足球主题活动，

将足球文化渗透到幼儿学习与生活中，在耳濡目染中更热爱足球

运动。       

足球专题活动：足球运动对幼儿规则意识、团队合作、敢于

拼搏等品质形成有重要意义，如何能让幼儿长期坚持学习，需要

根据幼儿的学习特点，设计具体鲜活、丰富多样的活动。如“奔

跑吧，宝贝”足球嘉年华活动，整合了各项足球资源，展开一系

列生动、活泼的足球游戏活动，内容有亲子足球游戏、班级挑战赛、

射龙门能手、带球跑达人、小组联赛、足球游戏专场、我的足球故事、

小小足球介绍员等；让师生、家长尽情享受足球享受快乐；我们

营造仪式感，组织了开幕式、开球式、小运动员代表讲话、啦啦

队、颁奖式；为参赛师生定制奖牌、奖状，邀请家长代表来观看、

担任颁奖嘉宾；设置各类奖项，给予师生团队意识、拼搏精神、

公平竞争的鼓励。

五、课程指导原则

《指南》指出，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幼儿园发展过程中的个体

差异，支持和引导他们从原有水平向更高水平发展，因此，进行

足球游戏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发展适宜性原则：一是年龄的适宜性，二是个体适宜性；教

师要寻找幼儿的“最近发展区”，既适合儿童的现有水平，又有

一点的挑战性，严禁“小学化”。

主体性原则：准确把握幼儿发展的特点和现状，以幼儿为本，

可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动机，游戏设计和实施科学、正确，

对幼儿健康发展有利，如丰富游戏的故事情节，恰当使用游戏道

具和器械等。  

循序渐进性原则：要按照一定的步骤深入或提高，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的过程。依据幼儿身体的基本规律以及生理机能变化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合理地安排锻炼行为和运动负荷，逐步实现由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遵循足球游戏的特点，科学组织，全面评价，

保证锻炼效果。

六、课程评价

1. 评价内容：课程评价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课程方案评价、

课程实施评价、实施效果评价。

2. 评价工具：将课程评价三方面的内容分成若干个评价项目，

依据课程评价研究理论，进行过程性、阶段性、总结性等多维度

的动态评价，不断完善课程实施的管理。

3. 评价方式与分析：采用访谈、问卷、观察记录、情境测试

等方式，从幼儿运动量、环境、人际互动、幼儿参与时间及形式、

游戏材料使用、幼儿个案分析等方面，进行记录、分析，以教师

评价为主，幼幼互评、家长评价为辅，对课程实施进行客观评价，

作为调整依据。

七、课程的创新点

1. 将幼儿足球活动资源进行整合，与幼儿一日生活课程相结

合，融合五大领域、主题探究之中，更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及学

习需要。

2. 充分挖掘各方面资源，创设展示平台，营造仪式感，给予

师生、家长团队意识、拼搏精神、公平竞争的鼓励。

3. 提出人际关系也是环境资源的一种。以人际性引领，构建

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家庭支持性助力，构建起足球活动的支持

系统。

在幼儿园开展足球游戏，是以游戏化理念指、组织导幼儿足

球游戏，使足球运动更生动、更有趣，也更适合幼儿。通过游戏

的方式，为足球运动注入生机与活力，让幼儿体验足球运动的快

乐和魅力，从而快乐地参与到足球游戏活动中，让幼儿在动作发

展的黄金时期培养“球感”，提高“球技”，感知足球文化和足

球精神，形成主动参与体育运动的意识，促使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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