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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七性”让幼儿园民间体育游戏之花绽放 
刘丹丹 

（周市镇光大幼儿园  江苏昆山  215300） 

摘要：民间体育游戏具备极为浓厚的生活气息，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创编与加工而成。可以精准反映民间生活，是我

国各族人民审美情绪、地方风俗习惯以及价值观念的重要体现形式。在幼儿园体育活动教育环节引入民间体育游戏活动，不仅可以

有效增强幼儿身体素质，同时可以拓宽传统文化传播途径。基于此，本文秉承“七性”育人理念分析幼儿园开展民间体育游戏教学

活动的实践策略，供广大教育界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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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幼儿园开展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活动期间幼儿教师需要在传统

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做出一系列创新与优化，秉承七性原

则开展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活动，具体而言，“七性”原则主要包括科

学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发展性原则、传承性原则、因地制宜原则、

创新性原则以及开放性原则，是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

重要保障，因此需要得到幼儿园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 

一、民间体育游戏在幼儿园体育教育活动中的重要价值 

首先，由于多数民间体育游戏具备良好的育人功能，同时活动

强度符合幼儿身体素质发展需求，因此无论是在精神层面，还是在

身体层面，都可以起到一定的育人作用，是幼儿园体育教育活动开

展的重要助力。不仅如此，民间体育游戏活动形式各样具备一定的

趣味性特征，可以引导幼儿积极参与其中，幼儿可以在一系列民间

体育游戏活动当中，不断提升自身身体素质，助力学生形成正确的

体育精神。其次，多数民间体育游戏活动以群体形式出现，需要学

生通力合作、协同参与，幼儿在一系列民间体育游戏活动当中，不

仅掌握基本动作要领，同时需要与其他成员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合

作训练任务[1]。这是由于在一系列群体游戏活动当中，学生为实现通

力合作，需要保持密切的互动与交流，锻炼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以及

合作意识， 终以小组为单位顺利完成民间体育游戏活动任务。幼

儿在与他人的交流与合作环节，有效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学会理

解他人、体谅他人、包容他人，从而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除此

之外，民间体育游戏具备乡土性特征，贴近幼儿的现实生活与自然

环境，这也为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提供助力。民间体育游戏是在我国

各个区域文化碰撞与互动当中所形成的，因此民间体育游戏普遍具

备民族特征以及浓厚的文化内涵。例如：“舞龙”与“舞狮”都是极

为典型的民间体育活动形式，幼儿教师在正式开展民间体育活动之

前，可以向学生精准讲解舞龙舞狮的起源故事，这样不仅可以确保

幼儿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一系列民间体育游戏活动环节，而且可以提

升幼儿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与认知程度，充分发挥民间体育

游戏的独特文化人功能[2]。 

二、“七性”原则背景下幼儿园开展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活动的实

践策略 

（一）秉承科学性教育原则，创新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思路 

可以说，任何事物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科学性原则是指在

幼儿园民间体育游戏教学环节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通常而言，科

学是指对知识以及真理的追求。其中包括追求规律的作用以及真理

的作用，为此，科学开展幼儿园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活动，可以满足

幼儿体育教育特点以及幼儿发展规律。科学开展民间体育游戏教育

资源开发与体育教育资源利用，针对民间体育游戏特点以及幼儿身

心健康发展需求出发，对民间体育游戏教育资源展开科学利用与科

学开发，这就要求在民间体育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环节，始终遵循

幼儿体育教育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幼儿身心发展需求，从而确保民

间体育游戏教育活动满足幼儿个性化发展需求以及多元化发展需求
[3]。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开展资源整合与资源删减，保

留并可以引进有助于幼儿身心发展的优质教育资源，而针对民间体

育游戏当中的消极资源，则需要适当删减，充分体现民间体育游戏

在育儿方面的优势与作用。除此之外，在民间体育资源开发与利用

环节，需要开展科学规划与合理规划，树立科学发展观念与长远发

展观念，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推进一系列教育步骤，科学性原则

是指幼儿园科学转变传统教育思路做好资源开发与资源利用工作[4]。 

例如：幼儿园应当在原本教研活动当中，针对幼儿教师的专业

理论知识展开针对性培训，不仅要求幼儿教师查阅大量文献资料，

掌握民间体育游戏发展背景与相关知识，同时面向幼儿家长以及幼

儿教师开展问卷调查活动。除此之外，幼儿园还需针对民间体育游

戏教学概念开展深度分析、综合性考量，选取大量符合幼儿发展需

求的民间体育游戏。在教研环节，可以结合幼儿年龄特点、兴趣特

点与民间体育游戏建立联系，制作出与幼儿发展需求相符的民间体

育游戏器械，创新民间体育游戏规则，确保民间体育游戏满足幼儿

实际发展需求。在保留民间体育游戏独特育人功能的基础上，做出

一系列创新与优化，确保其可以实现创新发展。 

（二）秉承主体性原则与发展性原则，创新民间体育游戏教育

形式 

幼儿是幼儿园教育工作开展的对象，同时也是教育主体。现代

化教育理念强调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发挥主体优势，因此民间体育

游戏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也需要将幼儿现有知识与经验作为开发

基础与利用基础。为实现这一目的，幼儿教师应当在教育环节与幼

儿展开密切的互动与交流，针对幼儿的理解能力以及接受能力展开

深度分析与综合性考量，并且结合幼儿的兴趣特点以及认知能力，

整合民间体育游戏，激发幼儿探索欲望与学习兴趣，确保幼儿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一系列游戏规则探索环节，助力幼儿全面发展、和谐

发展[5]。在此基础上，民间体育游戏开发与利用，是为助力幼儿综合

素质全面发展，顺利完成知识内化与知识迁移，从而确保幼儿在态

度方面、意志方面、品质方面以及情感方面得到科学引导。民间体



基础教育 

 60 

育游戏的科学开发与科学利用，可以促进幼儿在趣味性游戏活动当

中茁壮成长。为此，幼儿教师需要在民间体育游戏资源收集、资源

筛选、资源利用、资源整合以及科学指导各个关键节点，将《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作为核心基准，将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作为准

则与核心目标，结合幼儿实际发展需求，科学开发体育游戏资源，

创新民间体育游戏活动教育形式，为幼儿园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活动

顺利开展提供助力与保障[6]。 

例如：幼儿园应当在针对幼儿教师以及幼儿家长开展一系列问

卷调查活动后，掌握民间体育游戏基本游戏规则，并且创新民间体

育教育形式。举例说明：在“竹竿舞”这一民间体育游戏教学环节，

可以在游戏形式方面、动作方面以及参与人数方面进行创新，确保

民间体育游戏与幼儿教育发展高度契合。可以有效激发幼儿的参与

兴趣，尊重幼儿自主意愿以及个体差异，针对幼儿的身体协调能力

展开针对性培养。具体而言，需要创新民间体育游戏教育形式，幼

儿教师可以要求学生以手拉手的形式跳竹竿舞，培养学生合作意识，

或者将“竹竿舞”与拍皮球以及踢毽子等活动融合，创新活动形式。 

（三）秉承传承性原则与创新性原则，创新民间体育游戏活动

材料 

众所周知，民间体育游戏应用于幼儿园体育教育环节，可以助力

幼儿实现创新发展，这是由于其中蕴含丰富的传统文化，具备文化育

人功能，可以培养幼儿民族荣誉感与民族自信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民间体育游戏濒临失传，作为一名合格的幼儿园教师，应当积极肩负

起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在科学开发、科学利用民间体育游戏活动开

展幼儿教育工作时，保留民间体育游戏当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髓，

将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活动作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7]。 

例如：在一系列教研活动当中，幼儿教师应当秉承传承性原则

与创新性原则，在保留民间体育游戏育人功能的同时，创新活动器

材，确保一系列活动器材满足幼儿个性化发展需求与多元化发展需

求。举例说明，针对小班幼儿开展“走高跷”活动时，幼儿教师可

以借助泡沫板、塑料管以及 PVC 管制作出各种形状的障碍物，或者

借助废旧材料制作高跷。而中班幼儿可以借助鞋盒、饮料瓶以及酸

奶盒制作障碍，确保幼儿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踩高跷活动当中，

通过手工制作这种方式制作高跷。 

（四）秉承因地制宜原则，拓宽学生技能储备 

由于我国国土地域辽阔，各个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文化背景

方面以及地理位置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受到民族文化以及地域特征

的影响，所形成的民间体育游戏形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幼儿园在

体育游戏教育资源开发与体育游戏教育资源利用环节，无法完全形

成统一，需要结合地区特点以及幼儿园实际情况，秉承因地制宜、

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突出地域育人特征。科学开发、科学利用具

备教育意义以及民族特色的民间体育游戏，确保学生可以顺利完成

一系列民间体育游戏学习任务，拓宽学生技能储备，助力学生将自

身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合理应用于民间体育游戏环节，顺利完成技

能迁移、知识内化。 

例如：在民间体育游戏教学环节，教师需要结合学生年龄特点，

创新民间体育游戏规则。如：在针对小班幼儿开展跳房活动教学环

节，教师就可以借助各种优质材料制作出形式各样的房子，引导学

生结合自主意愿随意拼搭，并且尝试单腿跳、双腿跳以及跨越跳。

而中班幼儿，相较于小班幼儿，行为能力更强，因此幼儿教师需要

适当提升任务难度，要求幼儿通过合作这种方式拼搭房子，并且采

用双腿交替方式完成跳房子活动。 

（五）秉承开放性原则，开发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方法 

开放性原则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幼儿教师需要科学开发与

地方特色相符的优质资源，并且对各个地区的民间体育游戏活动保

持开放态度，尊重外来体育文化。其次，幼儿教师应当在民间体育

游戏探索环节，尊重幼儿主体地位，以开放式态度，学习民间体育

游戏相关知识，勇于探索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方法，突破传统幼儿园

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活动限制[8]。 

例如：幼儿教师可以将幼儿喜闻乐见的歌谣以及古诗词与民间

体育游戏活动建立联系。举例说明，幼儿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跳皮

筋的同时念《三字经》，通过此种方式，不仅可以完成理论知识教学

任务，同时可以确保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融合，二者相互补充与

相互促进，营造积极向上的趣味性教学氛围。 

结语： 

总而言之，“七性”原则为幼儿园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活动指明发

展方向，二者之间具有诸多互通之处。为此，幼儿园可以通过秉承

科学性教育原则，创新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思路、秉承主体性原则与

发展性原则，创新民间体育游戏教育形式、秉承传承性原则与创新

性原则，创新民间体育游戏活动材料、秉承因地制宜原则，拓宽学

生技能储备、秉承开放性原则，开发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方法等方式

开展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活动，在显著提升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效率与

教学质量的同时，也为幼儿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发展奠定坚实稳固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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