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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天气下幼儿园晨锻的基本策略的研究 
胡飞翔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幼儿园经天路园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幼儿园晨锻是幼儿园体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幼儿身体健康必要条件之一。但由于晨锻面向全园幼儿、提供的

器材丰富多样，所需场地较大，一般都是露天进行，在风雨、雾雪、雷电、温度过高或过低（本研究统称特殊天气）的情况下，晨

锻则不可避免地要移至室内。如何保证幼儿园晨锻在空间较小、受限较多的室内进行时，也能满足晨锻器械的多样性、幼儿选择的

自主性，同时尽量减少教师不必要的时间、体力消耗（室内原有器材、设备的挪动等）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都能通过本研究，形

成一些科学、有效的指导策略，为幼儿的身心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也为教师的工作提供一定的指导、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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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天气下幼儿园晨锻的基本策略的研究 
（一）特殊天气：指风雨、雾雪、雷电、温度过高或过低等不

适宜幼儿外出运动的天气； 

（二）幼儿园晨锻：指幼儿早晨入园后，由幼儿园保证、由教

师组织的包括早操在内的一段时间，幼儿自主选择运动器械、游戏

伙伴进行锻炼，以达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活动。 

（三）特殊天气下幼儿园晨锻的基本策略的研究：旨在了解在

特殊天气下幼儿园晨锻的现状、教师采用的基本策略及目前存在的

问题；试图帮助教师在室内进行晨锻时综合运用幼儿园已有室内环

境、布局，合理安排晨锻器械分布、路线，以满足幼儿在恶劣天气

下的晨锻需要。 

二、特殊天气下幼儿园晨锻的现状 
随着幼儿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开始正视体

育锻炼的重要性，晨锻活动也在持续的教育改革中不断完善、收获

更多支持。但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笔者发现，关于幼儿园晨锻相

关现状、策略及其他研究的目光大多聚焦于室外晨锻，对室内晨锻

的关注则较少。以笔者所在的南京市某幼儿园为例，在三年时间里，

户外晨锻器械种类以令人欣喜的速度不断添加，至今日已有超上百

种，这意味着幼儿园对《指南》、《纲要》等文件的精神领悟更加透

彻，从而对幼儿园一日生活每一环节的环境、材料有了针对性的改

良意识和行动，开始重视晨锻的趣味性、多样性，认识到幼儿晨锻

与游戏之间的关联，将其纳入到正在进行的“课程游戏化”改革中

来。除了其显而易见的存在感外，室外晨锻自身还具有场地上的天

然优势——幼儿的走、跑、跳、躲避障碍及其他大肌肉运动技能都

能在较大面积范围内进行的户外晨锻行为中得到自然的锻炼和发

展。而这些丰富的器材除去固定场地无法移动的设施外，大多体积

也都较大、所需活动场地也大，移到室内时则显得“英雄无用武之

地”甚至成了“有些碍事的摆设”。 

室内晨锻为什么要成为幼儿园的研究对象？只 2018——2019

年间，南京特殊天气总天数达到 146 天，占全年的百分之四十[1]，由

此可见，室内晨锻并非是某种偶发事件，而是以相当大的规模存在

于幼儿日常晨锻中的常态事件。《指南》中明确提出：幼儿每天的体

育活动时间不少于 1 小时，应保证幼儿每天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2]。想要达到这一要求，就无法将特殊天气晨

锻抛诸于脑后。相对于现已超百种，并还在以一种积极的态势不断

增加的室外晨锻器材，室内晨锻器材种类则是屈指可数，大部分是

将户外晨锻材料移至室内。考虑到特殊天气的频繁性，不仅对幼儿

园教师造成了体力负担，户外器材移进室内，其适用性也要画上问

号。针对幼儿园室内晨锻现状及面对的典型性问题，笔者进行了为

期两年的观察记录，下面将通过两个案例来进行举例描述： 

案例一： 

小 A 抱住篮筐里的一个篮球，边跑边拍通过了一整条走廊，看

着旁边躲避他的同伴，笑着大声说：“这就是我的篮球城市！”话音

刚落，小 A 纵身一跃，将篮球高高抛过头顶，篮球重重地砸到了走

廊顶上的灯，又向小 B 的身上落下…… 

案例二： 

室内晨锻时间，萱萱走进教室，看着从门口开始向室内延伸的

长长的“椅子桥”，又看看门口两位玩“套圈”的小朋友，选择了走

上“椅子桥”。她双臂垂在身体两侧，平稳地通过桥段。在经过美工

区时，她停了下来，看到了昨天新投放的材料——“造纸机”，于是

她从“椅子桥”的半途下来，走向了美工区，开始玩“造纸机”，两

分钟后，小颖加入了研究“造纸机”的队伍。五分钟后，已经有六

位小朋友进入了美工区…… 

上述案例只是室内晨锻中的小片段，却绝不只是难得一见的小

片段。如案例一所描述，沉浸在游戏情境中的小 A 自发的灌篮行为，

在室外将是一道明亮亮的童趣风景，在室内却成为让同伴和老师们

提心吊胆的安全隐患。可见室外晨锻材料及方法都不能只是“如数

照搬”进室内。如古时大禹治水，高处凿通低处疏导，同是治水，

不同的地形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室内晨锻的 大特点也是目前面对

的 大的困境之一就是活动空间较小，因此教室也成为了格外宝贵

的空间资源，当教室摇身而变成为“运动场地”时，更多了问题就

显现了出来——平时让老师们引以为豪的班级区域材料对孩子们的

吸引力，这时候成了室内晨锻的“拦路虎”。在案例二中，萱萱同其

他五位小朋友在晨锻途中，被班级美工区的新材料吸引，从而终止

了晨锻活动转而进行区域游戏。可以说，教室区域投放的材料引起

了幼儿的兴趣和自发的探索行为，这是一桩喜闻乐见的事情。但同

时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晨锻材料没有对孩子造成同样的吸引力

呢？桌椅向来也是班级室内晨锻的常用材料之一，教师利用椅子排

列，锻炼幼儿的平衡能力，这本是一项巧思，但从案例描述中我们

可以看出，萱萱对于“椅子桥”这一晨锻项目已经十分熟练，换言

之这一项目对于萱萱已经没有任何的挑战性和趣味性。桌椅是积极

可利用的材料，但如何从长时间的相同材料给幼儿造成的乏味中解

脱出来，是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案例二也让我们明白，教室

固然是室内陈端中的宝贵资源，但没有经过准备的教室无法成为一

个合适的锻炼场地，要想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教师需要进行更加

深入的研究。 

三、特殊天气下幼儿园晨锻的基本策略 
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思考与实践后，针对特殊天气下幼儿园

晨锻，笔者总结出了一些基本策略。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关于室内晨锻布局 

1.晨锻的路线设计 

这里所说的路线设计并非是完成一种玩法固定、体验单一的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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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过程设计，而是教师根据场地和班级幼儿的兴趣，合理设计、规

划器材位置，营造良好的晨锻秩序，避免因不合理路线引起的拥挤、

等待、冲撞等情况发生。保障幼儿的安全始终是幼儿园工作的首位，

路线的合理性问题在户外晨锻时也需要考虑，只是当在小空间内进

行全班性的、大幅度的活动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格外严峻和亟待解

决。当教师需要设计一条较长的循环路线，如案例二中的“椅子桥”

时，首先要靠边摆放，给结束循环或更换项目的幼儿留有足够的行

走空间；其次，规划好出口和入口，保证整条路线是同向循环线，

避免反向冲撞的情况发生； 后，在路线中难度较高、花费时间较

长的环节如爬行、匍匐等路段，可设置分流，根据幼儿游戏情况酌

情开放 2-3 个路口，减少拥挤和消极等待。 

2.区域材料的摆放 

如案例二所描述，班级的区域材料丰富而有趣，幼儿习惯于教

室作为较安静的区域游戏场所，在进入教室时也会首先关注区域游

戏材料，常常要在教师提醒后才能加入晨锻。针对这种情况，除了

要增强室内晨锻材料对幼儿的吸引力之外，从布局的角度考虑，可

将玩具柜装有区域材料的一面背向幼儿，或进行相应的移出、遮挡，

减少区域游戏材料对幼儿注意力的分散。晨锻过程中没有用到的柜

子尽量靠边摆放在幼儿少到的角落，在活动场地中间不设置无关的

物体，让孩子在教室的空间里，暂时“忘却”区域游戏，营造晨锻

氛围，保证锻炼空间。 

3.安静的休息空间 

在笔者的观察记录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案例三： 

晨锻进行 5 分钟后，笑笑已经是满头大汗，他用手擦了一下头，

又追着一个小朋友跑了起来。老师叫住他，用纸巾帮他擦汗并请他

喝水休息。笑笑一边抱着水杯，一边用眼睛追随着正在奔跑中的同

伴，在看到同伴用新的姿势通过“山洞”时，大笑着跟了上去，杯

子里的水还没有喝就被重新放回了水杯架上。 

这个案例为我们展示了出了休息区的重要性。引导幼儿及时进

行自我服务、在运动过程中关注自身状况、及时休息也是幼儿自理

能力和安全意识培养的重要目标。在晨锻活动中也应考虑“动静分

区”，休息区应远离活动量较大的场所，在室内则可选择教室的角落，

或被玩具柜隔断的半封闭区域，布置一个远离晨锻中心、相对安静

的休息区，既不阻碍锻炼路线，又可以让幼儿坐下安静地休息、喝

水，不会被正在活动中的幼儿干扰。 

4.及时的观察调整 

万般思考和布置，皆要看实际晨锻时的表现如何。室内晨锻综

合了多样的材料、多数的幼儿、多元的活动于一室， 终其实用性

也并不是只靠纸上谈兵就能解决。教师可通过前期大量的观察，掌

握班级幼儿运动习惯和特征，结合班级空间规划、实施晨锻方案，

在此基础上不断精进调整，总结大致规律，如休息区的选择、出入

口的设定、安全的大幅度动作空间等。只有思考—尝试—观察—反

思—再尝试，裨补缺漏，不断循环，才能找到适宜本班情况的室内

晨锻布局方案。 

5.其他空间的开发利用 

除教室外，走廊、墙面也是可利用的晨锻空间。在碎片空间提

供精准、适宜的材料，也能够起到独具一格的锻炼效果。 

案例四： 

思思和阿齐在走廊比谁个子高，她们商量以“谁能跳起来够到

那块红色木板”为输赢依据，开始了比赛。阿齐双膝微蹲，朝着红

色木板用劲一跳，只差一点点就能碰到了。轮到思思了，她反复弯

曲膝盖三次，双臂在身旁大幅度摆动，纵身一跃，碰到了红色木板，

但是在落地时，身体撞到了墙面上，因此摔了一跤。 

案例班级中的张老师一直苦恼于室内晨锻时班级走廊的空间利

用，它是一段长近 3 米，宽不足两米的较封闭的空间，无法放置较

大的活动器材，而班级又缺乏跑、跳等相关项目。在关注到阿齐和

思思的游戏情况后，张老师想到，可以将走廊布置成“触物挑战区”，

通过设置高低不同的悬挂物品，同时创设情境引发幼儿跳跃触物动

作，既能有效利用尴尬空间，又能使孩子的能力得到发展锻炼。同

时，张老师在周围墙壁及地板上放置了软垫，保护幼儿的活动安全。

教师可以关注班级被忽视的角落，结合幼儿的实际兴趣，进行创造

性的空间创设，如狭长的走廊还可做休息区或布置较安静的晨锻单

元如套圈，也可放置需要距离条件的晨锻项目如平衡木。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可利用就近的活动室作为晨锻场地之一，既能充分利

用幼儿园资源，也能够有效地分散人群，避免等待和其他事故的发

生。 

（二）关于晨锻材料投放 

1.层次性 

根据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投放不同难度的材料，是保证幼儿兴

趣和有效锻炼的基本条件。如案例二所描述，萱萱对于椅子桥项目

已能熟练通过，导致注意力很快就被美工区新投放的材料吸引……

即使没有区域材料来分散幼儿的注意力，过于单一的晨锻也会无人

问津。教师要勤于观察，能够较为全面地掌握本班幼儿的动作发展

水平和兴趣点，设置具有挑战性的项目。在保证趣味性的基础上，

还可针对个别（或整体）幼儿能力较弱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材料投

放。 

2.适用性 

笔者还有这样一个案例： 

案例五： 

娅娅站在跳绳区，听一旁的幼儿正在讨论 8 字跳绳，娅娅笑着

跳起来说：“我会呀，就是这样的。”她双手握拳，两臂垂在面前，

跳了一下。老师说：“你可以用跳绳跳给他们看看呀。”曹婧娅笑着

摇摇头：“我太高了，这里没有我能用的跳绳。”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层次性，材料本身的适用

性也需要注意。尤其大班后，孩子之间的差异和不同越来越明显，

教师在投放材料时要考虑到每一位有需要的幼儿。 

3.创新性 

在投放新材料时，及时向幼儿介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们要

注意一点，介绍并不意味着局限材料玩法。如笔者所在的班级投放

了乒乓球后，幼儿就创造了很多种玩法：抛接、双人抛接、拍、追

赶……桌椅组合是班级常用的室内晨锻材料。相对固定的“组合器

材”，玩法也就比较单一，时间长了幼儿的兴趣会降低。面对这种情

况时，教师要鼓励幼儿在安全、不影响秩序的前提下创造多种玩法，

如笔者所在班级，“山洞”不仅可以跪行、匍匐，也可以“毛毛虫爬”、

“仰泳”通过……每天幼儿都会尝试新的通过姿势，妙趣横生，乐

在其中。情境游戏也是幼儿的 爱，平凡的材料加上精彩的故事，

就变成了不一样的“冒险王国”。如此，给“老器械”赋予“新活力”，

虽然空间和材料是有限的，但材料的玩法是无限的，幼儿对材料的

感受性也就因此丰富了起来。 

4.参与性 

孩子是晨锻的实际参与者，因此一切来自幼儿的感受都是真实

的、需要引以重视的。但“幼儿提问——教师解决”的模式已经成

为过去，不断深入的课程游戏化改革提醒我们要给幼儿参与、思考、

尝试、实践的机会，让孩子成为自己活动的主人，晨锻也不例外。

要鼓励幼儿参与到晨锻路线的设计和摆放中来，每次晨锻结束后共

同总结、发表自己的感受，发现问题及时讨论，让幼儿尝试实践自

己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增强活动兴趣，同时也会使他们更加懂得珍

惜、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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