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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跳绳活动中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品质
钱　婷

（苏州市吴江区横扇幼儿园，江苏 苏州 215200）

摘要：游戏对于幼儿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确保幼儿教育能够顺利的开展，教师应该有意识的将游戏作为幼儿科学活动的一

种形式，合理的利用科学游戏，实现游戏和教育之间的平衡，促进幼儿能够健康的发展。目前很多的学校都开展了跳绳这一游戏活动，

希望能够通过跳绳活动很好的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本文针对跳绳活动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品质策略进行探究。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定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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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在整个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良好的行为表现对于

幼儿的终身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能

够充分的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建立幼儿对学习的兴趣，使得幼儿

能够逐渐的形成一种主动学习的意识，能够获得勇于探究和创造，

并且乐于想象的良好的学习品质。通过实践我们发现跳绳活动在

对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方面有着积极地影响。本文将从这一角度

出发，针对跳绳活动的开展进行探究，探讨出如何能够更好地提

升幼儿的学习品质。

一、鼓励幼儿积极参与，培养自信心

自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品质。如果幼儿对所参与的活动

充满了自信，那么更容易帮助他们建立起对于学习和参与的兴趣。

对于跳绳来说对幼儿可能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但是在这种情况

下组织幼儿完成这项运动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可以更好

地磨炼自己的意志，从而获得满满的自信。

比如在我们班上有这样一名幼儿他的胆子非常的小，不愿

意主动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在刚刚给接触跳绳的时候很多

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好奇，会主动地拿绳子去游戏，但是他就会

一个人躲在一旁，后来了解到他对跳绳存在着畏难情绪，不敢跳，

跳不好怕丢人。这时候在每一次的课堂中我都会给到他更多的

鼓励，也会引导其他的小朋友去鼓励他，在大家共同的支持下

他收获了自信，从一开始不敢碰绳子到后来竟然参加了相关的

比赛活动。因此这种良好的信心的树立促进了这位小朋友健康

的成长。教师应该在跳绳的活动中为幼儿设立一些鼓励的机制。

比如跳绳明星榜、口头的鼓励或者是表情的肯定，通过适当的

比赛鼓励幼儿进行良好的竞争等等，通过自信心的培养让幼儿

形成良好的学习品质。

二、借助于跳绳活动培养幼儿创造力

一条小小的绳子看似非常的普通，但是它带给幼儿的不仅仅

是心理上面的成长，还包含了智慧上面彼此的碰撞。幼儿在进行

跳绳游戏的过程中能够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使用绳子创造出

更多的游戏或者是玩法，这对于培养幼儿的思维和创造力有着重

要的意义。

在对大班的幼儿进行身体素质的训练中，培养他们钻爬能力

和跳跃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记得有一次在进行跳绳活动的时候，

有一些幼儿玩得累了就在一旁休息。这时候跑来了两名小朋友指

着跳绳和这些幼儿说看一看跳绳像不像是山洞，然后有一名幼儿

提出看谁能够钻出这个山洞。于是这条绳子有了新的名字，它变

成了一个山洞，一会高一会低，孩子们非常兴奋地玩起了钻山洞

的游戏，通过这样的游戏培养了幼儿的创造力，同时也促进了孩

子之间的合作。还记得有一次跳绳活动中有一位幼儿建议把跳绳

当做一条长长的隧道，然后让一些幼儿拿绳子，另外的一些进行

钻隧道的游戏，幼儿在整个活动中玩得非常愉快，让幼儿明白了

什么是合作，什么是分享。另外我在教学中还引导幼儿利用跳绳

完成了跳绳操的学习和表演，丰富了跳绳活动的内容，充分调动

起了幼儿游戏的积极性，让幼儿体验到了运动的魅力，也在游戏

活动中获得了更多品质的培养和提升。

三、借助跳绳活动，从坚持入手培养幼儿品质

跳绳运动能够很好地锻炼幼儿的身体，让幼儿的平衡感得到

一定的提升。同时幼儿在跳绳的过程中还能够很好地锻炼自己的

肺活量，提升自己的体质。同时，这样活动对于培养幼儿坚持的

品格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们班上有一位小女孩身材比较的胖，平时做操的时候就比

较的吃力，没有做一会就会喊累。在一开始接触跳绳的时候因为

怀有好奇心，所以比较积极，但是之后就是三分钟热度。为此我

为她制定了一个专属的学习计划，让她每一天都坚持训练，每一

天跳绳的数目不断地递增，通过不断地坚持她现在跳绳的能力也

大大的增强了。通过跳绳这项运动，班上很多幼儿的身体素质的

确得到了有效提升。同时，在跳绳活动中，幼儿明白了坚持的道理，

培养了幼儿良好的品质。

四、结语

总之，良好的学习品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坚持，

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通过跳绳活动能够很好地提升幼儿的学

习品质，让幼儿在坚持和不断地努力中突破自己。教师要能够在

跳绳活动中给足幼儿自信心，让幼儿对这项活动充满兴趣，同时

要能够给到幼儿充足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培养幼儿的创造力。让

幼儿明白坚持的道理，更好地和同伴进行互动，培养幼儿未来发

展的各种品质，让幼儿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健康的成长，不断提

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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