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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体育活动开展现状及对策探析
柳思宇

（长春人文学院儿童福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通过学前儿童体育活动的开展，教师一方面可以锻炼儿童的身体素质，培养他们良好的运动习惯，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儿童正

确思维意识的形成以及正确价值观的确立，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由此可见，开展学前儿童体育活动是十分必要的。在本文的论述中，

笔者注重从学前儿童体育活动开展的现状以及策略两个角度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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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的学前儿童体育活动开展过程中，相关教学者面临

重重问题，导致现阶段的儿童活动开展得不到良好的效果。针对

这种状况，幼儿教师在开展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应真正结合现阶

段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实际的教学经验，谈谈提升学前儿童体育

活动开展质量策略，希望可以为广大同仁提供借鉴。

一、学前儿童体育活动开展现状

（一）部分教师自身素质相对较差

本文中的教师素质相对较差注重从教学习惯、教学方式以及

教学目标三个方面入手。在教学习惯方面，部分教师并不注重并

未树立主观学习体育活动知识的意识，导致现阶段的儿童活动开

展面临重重问题。比如，部分幼儿教师在开展体育活动中受到单

一化教学思维的影响，构建流程化的体育活动方式，导致儿童对

体育活动产生较为严重的抵触情绪，造成整体的儿童活动开展效

果相对较差。从教学方式方面，部分教师在开展体育教学的过程

中并不注重树立以儿童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导致他们在体育活动

的开展过程中并未真正构建符合儿童认知的授课模式，造成儿童

参与性差。从教学目标而言，部分教师并未真正树立相应的儿童

体育活动教学目标，只是让儿童进行相应体育活动的模仿，导致

他们并未真正感受到儿童活动的学习乐趣，并对体育活动产生强

烈的抵触情绪，不利于体育活动的顺利开展。为此，笔者认为教

师有必要提升个人的专业素质，真正为儿童打造具有趣味性、育

人性的体育活动，让儿童真正在体育活动中获得健康品格的塑造，

促进儿童思维方式的升级，增强儿童的身体素质，达到“一石三鸟”

的教学效果。

（二）忽视构建接近儿童认知的授课模式

在现阶段的学前儿童体育活动开展过程中，部分教师只是按

部就班地开展相应的体育活动，并不注重从儿童的认知区域入手

进行体育活动的构建，导致儿童对体育学习产生较为严重的排斥

情绪。与此同时，部分教师受到传统教学思维的局限，并不注重

挖掘儿童的体育学习兴趣，导致儿童并未真正感受到体育活动的

趣味性，造成整体的儿童体育活动教学效果相对不理想。

（三）儿童体育活动缺乏融合性

众所周知，儿童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开展的形式多样。然而，

在实际的儿童活动开展过程中，部分教师受到传统教学思维的限

制，往往从具体的教学内容入手，并不注重将其他育儿内容融入

到体育活动中，导致整体的儿童活动内容单一，开展效果不佳的

尴尬状况。对此，教师应增强儿童体育活动开展的融合性，真正

将各种内容融入其中，提升儿童体育活动开展的丰富性，并让儿

童在体育活动的开展过程中获得综合素质的提升。

二、学前儿童体育互动开展策略

（一）多元角度入手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

在本文的多元角度入手方面，笔者注重从学习、反思以及交

流三个角度进行论述。在学习中，笔者注重从培训和自我充电两

个角度切入。在反思方面，笔者注重从思维导图的角度介绍反思

的方式。在交流方面，笔者注重采用多主体交流的方式介绍。通

过以上三种方式，笔者旨在促进教师体育活动综合教学能力的提

升。在具体的执行中，笔者具体从如下三个角度论述：

1. 学习

教师需真正将“活到老，学到老”的意识融入到儿童体育活

动对教学开展中，通过多种方式学习相应的体育活动知识，促进

教师综合教学能力的提升。在具体的落实上，教师可以借鉴如下

方式。方式一，自主学习。教师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自主学习。

途径一，教师可到图书馆阅读关于学前儿童体育活动开展的各种

书籍，丰富个人的体育活动理论。途径二，教师可以使用网络学

习相应的体育活动教学课程，并将网上的体育活动开展过程与个

人的体育教学过程进行对比，运用网上体育课程的优势，弥补个

人在体育教学重点不足。途径三，教师可以定期参与学前儿童体

育活动讲座，拓展个人的体育教学视野，从更为多元的角度进行

相应体育课程的构建。方式二，学校培训。学校可构建多种形式

的教师培训活动，让教师参与到相应的培训过程中，提升他们的

综合体育教学能力。在具体培训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学校可从如

下角度入手：第一点，开展专业性的体育活动培训。学校可定期

开展相应的体育活动培训，并定期对教师的体育活动进行多元评

价，真正让教师掌握相应的技巧。更为重要的是，学校可将对教

师的评价纳入相应的工资考核中，让教师主观重视体育教学，并

将所学内容融入到体育活动中，促进儿童体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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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进行针对性的讲评活动。学校可开展针对性的讲评活动，

重点针对教师的儿童体育活动开展状况进行讲评，让更多的教师

反思个人在体育活动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进行改正，

充分发挥讲评活动的纠正性作用。第三点，构建儿童体育活动网站。

学校可构建相应的体育活动网站，在此网站上介绍各种趣味性的

体育活动，让教师登录此网站学习各种体育教学方法，让他们真

正将这些方法运用在具体的课堂上，激发儿童参与体育活动的热

情，提升整体的儿童体育活动教学质量。

2. 反思

教师在开展学前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应注重对个人的教学进行

反思，可尝试从两方面入手。第一方面，思维定势。在儿童体育

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教师可运用思维导图总结个人的教学思维，

注重寻找体育活动教学的思维定势，并进行针对性的纠正，真正

让个人的儿童体育活动开展更具有丰富性，使更多的儿童融入其

中感受到体育活动的乐趣。第二方面，教学问题。教师在开展体

育活动的过程中应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反思个人的教学活动问题，

并寻找出现问题的根源，进行针对性纠正，促进儿童体育活动教

学能力的提升。

3. 交流

教师可开展多种主体的学前教育交流活动，从具体的教学实

际入手，了解各个参与体育教学主体的看法，并结合个人的体育

教学初衷进行针对性纠正。在具体的主体交流过程中，教师可从

三方面入手。方面一，儿童。教师可和儿童沟通，让他们诉说体

育活动学习的体验，并结合他们的体验进行个人教学方式和思维

的转变。方式二，教师。教师可让同事观看个人的体育活动开展

状况，并与同事交流，让同事提出个人在体育活动开展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并进行针对性地纠正，促进体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构建符合儿童认知的体育活动

教师可从儿童的天性入手开展符合他们认知的体育活动，真

正让儿童感受到体育活动的魅力，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在具体

的体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应增强活动开展的趣味性和育人性，

真正让儿童融入到相应的场景中锻炼他们的身体素质，促进儿童

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在具体的落实上，教师可从如下角度切入：

角度一，引入民间游戏。教师可引入民间游戏，在增强体育

活动开展趣味性的同时，让他们真正融入其中。在此，教师可以

引入老鹰捉小鸡游戏，即让儿童扮演小鸡，老师扮演老鹰。角度

二，介绍游戏规则。教师在此简要介绍游戏规则。规则如下：只

要老师摸到儿童身体的任何部分，则儿童需要加入老鹰的队伍中。

与此同时，儿童之间需要保持一米的距离。角度三，积极交流。

为了让更多的儿童融入到此项游戏中，教师积极地与他们交流，

并鼓励儿童对具体的游戏结果进行预判。一位儿童说：“我认为

老鹰会输。具体的理由是老鹰只有一个，而小鸡有 22 个。”教师

适时地说道：“那我们开始游戏吧！看一看最终的胜利者是我，

还是你们！”在此之后，儿童迅速进入到游戏中。角度四，展示

成果。教师在此简要介绍游戏成果。一位儿童说：“我没想到老

鹰会获得最终的胜利。”教师适时地引导说：“你可以联想具体

的游戏过程。”一位儿童说：“因为老鹰团结在一起，而小鸡没

有。”教师适时地说道：“对！小鸡只顾自己。小鸡只是眼睁睁

地看着同类被捉，而不去采取营救措施。与小鸡不同的是，老鹰

懂得从集体出发，彼此之间相互协作，找准同一个目标彼此协作，

促进相应目标的达成。”通过开展符合儿童认知的学前体育活动，

教师在锻炼儿童身体素质的同时，也让他们真正遵守规则，还使

儿童懂得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促进儿童体育活动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增强儿童体育活动开展的融合性

教师可增强体育活动开展的融合性，真正构建更为丰富的授

课活动，调动儿童的学习热情，并让他们真正在体育活动的开展

过程中掌握更多的知识，为体育活动的顺利开展赋能。在实际的

落实上，教师注重采用如下措施：

措施一，布置游戏。教师布置如下的游戏：第一，介绍游戏规则。

教师使用多媒体介绍跳房子的游戏规则。与此同时，教师让儿童

进行实践，并根据他们的活动状况进行相应的指导，让更多的儿

童掌握相应的活动规则。第二，融入科学知识。为了让儿童掌握

更多的科学知识，教师在儿童产生游戏兴趣的前提下进行相应科

学知识的授课。在此次授课的过程中，教师主要展示四季常识。

措施二，布置游戏规则。教师让儿童将石子投递到相应的格子中，

并在回答对格子问题的过程后，进行跳房子游戏。与此同时，教

师根据儿童的答题数量进行相应的奖励。在此，教师展示一位儿

童的游戏过程。这位儿童将石子投递到一个格子中，并回答如下

的问题：春天会有哪些景物？这位儿童说：“春风、燕子！”接着，

这位儿童迅速进行跳房子活动。通过使用增强体育活动融合性的

方式，教师让儿童掌握体育之外的知识，增强体育活动开展的有

效性。

总而言之，在开展学前体育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应真正从儿

童的立场思考问题，并注重构建集趣味性、育人性以及知识性于

一体的体育授课模式，让儿童在具体的体育活动中获得全面的成

长，提升体育活动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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