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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享体育，精彩运动——幼儿园多样化体育游戏模式探究
王江鸿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小金星幼儿园，江西 九江 332000） 

摘要：为积极响应国家大力推行全民健身的号召，让更多幼儿参与运动，不断提高其身体素质，践行“运动让生命更健康”的理念，

牢固树立终身体育的口号，向运动、健康、快乐的目标前进。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结合当前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开展实际，结合幼儿体能

训练的要求，探讨了如何在体育游戏中培养幼儿的体能，达到身体素质的锻炼，希望抛砖引玉得到更多其他教师的指正与研究，以期共

同致力于提升幼儿体能，促进其综合发展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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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协会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幼儿园每天户外一

小时体育课程》的实施，改变了当前幼儿体能训练的内容与形式，

同时，也给幼儿教师的体能训练教学带来了新思路。如何上好体

能课，让幼儿们确保一定的体育锻炼，更好地实现培养幼儿身体

素质的目标成为了当前学前教育中的热点问题。本文结合文献综

述法，结合当前幼儿体能训练的开展现状，提出了几点针对性的

策略。

一、趣味体育游戏对幼儿体能、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分析

（一）有利于培养身体机能

正处于身体发育期的幼儿，此时精力充沛，而体育游戏的运

动量、多样的形式恰好让他们找到了发泄的出口，锻炼了幼儿身

体的平衡性、协调性，达到了体能锻炼的目的。

（二）有利于开发大脑

大脑调控着人的运动行为和肢体，因此，在体育游戏的开展

过程中，幼儿的大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此外，游戏活动

中的竞争元素、合作元素也让幼儿形成了一定的规则意识和竞争

意识。

（三）有利于形成健康的心理

不同种类的体育活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幼儿的知识面，符合

其心理认知，能够有效促使他们自主参与到游戏活动中，迎合了

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与心理预期，对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的心理有

很大帮助。

二、幼儿园多样化体育游戏模式的具体实施策略

（一）开展户外体能大循环，让幼儿获得体能循环与锻炼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颁布，明确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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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体质，提高对环境的适应力”，在这一背景下，

作为教师，我们也要挖掘户外体育活动的教育价值，探索幼儿户

外活动的方式，立足我园实际，充分利用户外场地与器械，开展

体能训练活动，真正让幼儿获得体能锻炼与身心的健康成长。为

了更好地开展活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

首先，场地安排。合理规划场地是户外体能大循环的前提和

基础。因此，我们要立足本园实际，挖掘场地自身的功能，设计

不同的运动。结合跑道、轮胎、桌子等进行器材循环的活动。

其次，投放活动素材。为在最大程度上调动起幼儿参与体育

大循环的兴趣，并使他们能在各自起点上获得一定的游戏体验与

能力提升，在活动素材的投放上，我们要体现一定的层次性。比

如，在投掷活动中，我们要投放大小不一的纸球，让不同发展水

平的幼儿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投掷，这能激发他们的活动兴

趣。另外，对于小班的幼儿，我们可以以“动物过小桥”的方式

开展游戏，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投入到游戏过程中；对中班的学生，

我们可以借助轮胎、塑胶玩具、桌子组成练习平衡的器材，适当

增加难度，培养他们的平衡能力；在面对大班幼儿群体时，我们

可以在中班训练基础上增设挑水瓶、提水罐等材料，增加训练难

度与挑战性，提升游戏的趣味性、激发幼儿的竞争意识。在这一

场景中，幼儿们不仅可以独自游戏，自娱自乐，也可以以小组形

式进行 PK。“过小桥”也可以练习平衡能力，促使幼儿参与活动

兴趣的不断提高。

接着，调整活动难易程度。伴随游戏活动的进行，我们也要

适当根据幼儿的反应、身体状态调整活动的难易程度，特别是在

活动后期，很多幼儿需要休息，这时，我们可以降低活动强度与

难度，如在跳跃区适当降低跨栏高度、在投掷区调节距离与高度，

满足幼儿的活动需求。

最后，确保幼儿安全。教师要特别关注那些年龄较小的幼儿，

在鼓励他们大胆挑战的同时，也要给予他们一定的保护。对于挑

战难度较高活动的幼儿，我们要告知他们正确的运动方法，避免

他们身体上受到伤害。其次，在确保幼儿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也

要培养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例如在，活动开展前，对各

投放区场地与材料等进行相关介绍，让他们了解场地布置、了解

游戏规则，提高安全意识。

                    

图 1　幼儿们在进行团体接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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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合作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幼儿综合素质的发展

显而易见，很多体育游戏的训练内容都需要幼儿之间互相合

作。从这一角度来看，游戏内容的形式多样，也导致了幼儿们合

作方式的多样化。我们也可以以此为契机，在组织相关体能训练

活动时，更好地让他们在合作探究中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与合作

能力。

首先，我们可以设置简单的“足球赛”，公布简单的游戏规则，

让参赛的幼儿平均分成两队，每队各选一个组长，在结束每场比

赛后，我们就要及时帮助各队分析他们在比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总结经验，逐步让幼儿们认识到小组成员间的默契配合对于进球

得分的重要性。而且，在踢球的过程中，幼儿们的跑、跳、身体

的平衡力、协调能力等都得到了潜移默化的锻炼。成员间的眼神

沟通、话语暗示，也有利于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感，这对幼儿合

作能力的培养大有裨益。

其次，“小小探险家”这一体育游戏也是对群体游戏的有效

拓展与延伸。其实体育游戏的最终目的在于，锻炼幼儿的体能，

增强其身体素质，这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追求。而游戏设置的关键

在于，不拘泥于游戏本身的规则、套路，让幼儿们在小组中共同

向同一目标前进。我们可以让幼儿们在小组中，用积木与平板等

材料，设置探险情境。如他们可以用积木搭建瀑布、山洞、独木

桥等各种他们能想象到的与探险这一主题相契合的事物。而幼儿

们在情景设计的过程中，对固有材料的用法也有了新的体验。面

对未知的新事物时，不仅可以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彼此

之间的默契配合，更让他们感受到了团体合作的乐趣。

（三）确保幼儿活动量，提升幼儿体能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除了要致力于游戏化的体育活动构建之

外，还要确保幼儿的活动量，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提升幼儿体能与

身体锻炼的目的。

在体育游戏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我们要确保幼儿能够在规定

时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训练。以每天上午、下午一小时的活动时

间为基准，上午，我们可以从健身操、模仿操、体育游戏等三个

主要方面开展；下午，我们可以带领幼儿到户外，借助相关器械，

帮助幼儿训练身体协调性、动作能力等。如，平衡木、轮胎等，

充分让幼儿融入在角色游戏中，更好地促使其开展体能训练。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设置“叠叠乐”活动，锻炼幼儿的手

部活动能力。在“钻塑料圈”时，锻炼他们的身体协调能力。值

得注意的是，在其他各种形式的体育游戏玩法中，幼儿之间的组队、

结合，也有利于他们探索更多的游戏新玩法，一方面，有利于培

养幼儿之间的感情交流，另一方面，有效激发了他们对体育游戏

参与的兴趣，促进了其体能的发展。

（四）创新探索室内体育游戏，体能锻炼不打烊

进行体育游戏活动是幼儿们的乐趣。从客观条件来说，我们

在开展幼儿园体育游戏活动时，往往选择在空旷的室外空间，然而，

考虑到天气因素的影响，一到下雨天，幼儿们则不能去户外参加

体育活动，锻炼身体。

这时，我们也要动足脑筋，有效利用室内的各个活动场所，

开展新颖多样的室内创意体能游戏，培养幼儿的协调性、身体敏

锐性等。

我们可以借鉴传统游戏，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与改变，组

织一系列有趣好玩的游戏，如过小桥、钻山洞、抢椅子、套圈儿等。

这样，即便遇到下雨天，室内游戏活动也能充分发挥其增强幼儿

身体素质，提升幼儿运动技能的目标。

另外，这些游戏也蕴含了不畏困难、挑战自我等的良好品质，

让幼儿们玩出精彩、玩出快乐。如此一来，我们对幼儿的体能发

展水平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样也为今后体育游戏活动的创新

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图 2　幼儿们在进行室内活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培养孩子们的运动能力是每个幼儿教师的责任。

而体育游戏活动趣味性强、形式多样，且在幼儿教师们的长期实

践中，也逐步形成了一套健康、特色、趣味化的体育游戏之路，

更成为当前幼儿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游戏为形式开展的各

项体育活动让孩子们在开心快乐中挑战自我，达到锻炼身体、强

化体质的目的，有效促进了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目的。而且，

我们还要在教学中多总结、反思，多引进、吸收，不断创新体育

游戏的内容与形式，促进幼儿体能提升的同时培养他们勇敢、坚强、

吃苦耐劳等的优良品质，让其成长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的新时代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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