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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童玩”在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黄文坤

（南安市第一实验小学 福建省 362300）

摘要：闽南儿童游戏作为伴随老一辈成长的一种游戏形式，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它具有场地不限、取材方便、活动自由、趣
味性强的特点，能有效开展健身活动。为了丰富体育教学活动，作者有选择地再次使用闽南语进行游戏，不仅增强了小学体育教学
的趣味性，而且培养了小学生的良好人格，促进了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二是通过及时渗透闽南再玩进行教学设计和教学实践，逐
渐形成实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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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儿童游戏是儿童最喜欢的一项综合性集体运动。主要采用

自制器具，以现有场地为活动场所。它具有竞争性和趣味性，适合

儿童玩耍和锻炼。但笔者认为，并非闽南所有的儿童游戏项目都可

以适用于小学体育活动，尤其是一些具有地方风味的儿童游戏。因

此，有必要因地制宜、有选择、适时地将闽南儿童游戏渗透到小学

体育活动中。

一、因地制宜发展闽南儿童游戏
我们学校是一所农村小学，范围很广，但是有很多农民工的孩

子。大多数学生不知道闽南的儿童游戏，但他们对它感兴趣。如果

能满足小学生活动的需求，利用广阔的场地有秩序地组织活动，健

身效果一定会有所提高。比如“滚铁环”儿童游戏活动，虽然学校

有统一的运动器材，但是因为数量少，不能满足更多学生活动的需

要，而且感觉规格单一。在活动中，我鼓励小学生寻找生活中的废

弃材料，制作不同形状的个人运动器材，比如用自行车轮的铁环制

作一个合适的竹竿，用家里剩下的钢丝段制作不同大小的铁环，以

此吸引小学生在更广阔的运动领域里张开手脚。在活动间隙，允许

学生互相表扬对方的器材和控制能力，同时设计各种技能评价标

准，因地制宜，有效激发小学生健身乐趣。比如在学校广阔的土地

上，因地制宜地绘制跳格、过五关等活动场地，鼓励学生积极创新

玩法。学生一脚跳，两脚跳，往往会引起老师和外国游客的注意。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两手都要用，脑子都要用。通过健身

活动，可以有效挖掘小学生的知识潜力，开发他们的智力。

二、选择有健身价值的闽南儿童玩耍
为了让学校体育真正在学习中发挥，在玩中实践，在实践中陶

冶情操，《大课间活动安排表》，《闽南童玩指导纲要》等。根据学

校体育水平的要求，从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出发，结合闽南儿童游

戏的特点，为保证闽南儿童游戏的选择性和活动场地的合理安排，

一级和二级(一级)选择跳绳、扔沙袋、跳橡皮筋和飞。3-4 级(2 级)

选择泵陀螺、跳格子、踢毽子、踩高跷等。5-6 级(2 级)选择了滚铁

环、过五关、旱地龙舟、花纹长绳等。

三、及时渗透闽南儿童游戏
一节课的准备部分是一节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集中注意

力，快速把人丢进班里的重要环节。一个好的备课部分，可以让学

生对课堂的内容产生兴趣，移动每一个关节，为更好的完成教学内

容打下良好的基础。“老鹰抓小鸡”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之一。

在以往的游戏中，我发现男同学更喜欢“鹰”这个角色，因为他们

觉得“鹰”更厉害；女学生更喜欢“母鸡”这个角色，因为“母鸡”

可以和“母鸡”竞争。

结束部分的主要任务是有组织地结束教学活动，使学生身体逐

渐恢复到相对安静状态。这部分的练习安排了一些运动量小的闽南

童玩，搭配童谣，主要以看、听、说等形式进行，如决米糕、炒汝

葱跳脚家等童谣童玩，把童谣、舞蹈动作融进于练习之中，可以收

到更好的效果，使学生感觉到轻松愉快，身体的各部分肌肉得到放

松。

四、实践感悟
1.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和探索闽南儿童游戏体育的拓展课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闽南的儿童游戏已经逐渐脱离

了小学生的游戏活动，L 时间的玩具已经被各种昂贵的现代玩具所

取代，这不仅对闽南儿童对当地文化的传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

限制了小学生的自发游戏。作者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学校体育教师，

但他觉得闽南文化需要在扬弃的过程中不断继承和发展，尤其是一

些具有闽南乡土气息的儿童游戏的趣味性、大众性、简洁性、健身

性、娱乐性等特点更符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更符合素质教育

对学校体育改革的要求，更符合“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指导

思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和探索闽南儿童游戏体育的拓展课

程。

2.要更新观念，提高认识，广泛收集，科学安排闽南运动会。

闽南的农村、庭院、田野里曾经有丰富多彩的地方儿童游戏，

特别是适应了儿童的稚气、天真和模仿，一度给农村的“泥巴孩子”

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作为体育老师，他们都有责任让这些心爱的闽

南孩子玩游戏，重新进入孩子的生活，接受有地方特色的闽南儿童

游戏的影响，让小学生找到自然，找到伙伴，找到和谐。因此，体

育教师有必要走进社区，收集、整理、创新和改编来自老一辈的闽

南儿童游戏，使我们的小学体育更加本土化。

3.在闽南开展儿童游戏应重视安全教育和安全防范。

闽南地区的儿童游戏大多比较好学，危险性较小，但也有一些

项目，如“飞竹蜻蜓”、“斗鸡”、“拔陀螺”等，还是比较危险的，

有小学生自己制作儿童游乐设备安全系数不高的危险。所以在教学

过程中，一定要设计好儿童游戏的规则和玩法，始终强调安全第一

总之，闽南儿童游戏作为闽南本土文化的有效组成部分，需要

继承、发扬、创新和发展，也是所有闽南体育人士共同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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