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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二胎、三胎政策的开放，我国幼儿人

数迅速增长，幼儿人口处于身体生长发育的敏感期，其

身体素质决定了我国未来青少年身体素质。《幼儿园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幼儿园要开展丰富多样

的户外游戏与体育活动，培养幼儿园学生参与体育活动

的兴趣和习惯，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促进其社会适应

能力的发展 [1]。目前多数幼儿园没有配备专职体育教师，

因此在对幼儿体育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存在一定的不足，

本研通过在对幼儿体育活动的目的、设计原则、及教学

内容进行研究，旨在提高教师对幼儿体育活动的认知，

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发展。1

1　幼儿体育活动目的

3-6 岁的幼儿是身体发展和机能发展的重要时期，

2012 教育部正式颁布《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

南指出要正确认识生活和游戏对幼儿成长的教育价值，

尤其是体育活动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促进作用 [2]。幼儿时

期是进行动作技能学习的最佳时期，特别是幼儿善于模

仿且身体柔韧性较好，比较容易学习各种动作。

1.1 培养体育兴趣

体育活动形式多样，种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的人

参与。游戏是体育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通过游戏能够

进一步培养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如“你推我让”

游戏，学生两人一组，面对面站立。双方通过推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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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身体躲闪，谁先失去重心则失败。通过此游戏，能

够迅速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课堂氛围迅速被点燃，学生

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高涨。

1.2 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对于幼儿来说，在体育活动状态下，自身的组织器

官与系统均处于一个自觉的活动状态。通过体育活动的

走、跑、跳、投等基本身体活动动作，有效地提高幼儿

的身体素质，又能够促进幼儿器官的生理功能发展。如

基本的“走”，幼儿行走容易发生内外八字脚、低头含

胸、脚尖落地等情况，通过体育活动的基本身体活动动

作教学，培养正确的行走动作 [3]。同时在体育活动中，

游戏与竞赛能够很好的促进学生勇于克服困难、团结协

作等意志品质的培养。

2　幼儿体育活动分类

本研究在参考《幼儿体育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基

础上，根据身体练习中动作类的的特征，将幼儿体育活

动大致分为以下四大类。

表1　幼儿体育活动分类

种类 教学内容

器械活动类
幼儿手持轻器械或可移动以及固定的运动

器材上进行的各种身体活动。

体操类
根据人体运动部位的特点，进行有目的、

有节奏地操化身体练习。

球类 以小篮球、小足球为主的各种球类活动。

基本动作类
以走、跑、跳、投、爬等基本动作的身体

练习。

3　幼儿体育活动设计原则

教学原则是根据教育教学目的、反映教学规律而制

定的指导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教师在教学中必须遵

守的原则，幼儿体育活动中主要的原则包括：科学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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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趣味性原则、安全性原则。

3.1 科学性原则

幼儿体育活动的设计要符合《3-6 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适应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要坚持“健康第

一”的指导思想。在设计前，明确本节课的教学任务、

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过程、教学评价。

面向全体，关注个别学生差异，科学合理的安排运动负

荷，促进骨骼肌的生长发育，在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同

时注重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开发。

3.2 趣味性原则

幼儿阶段的学生具有较强的童趣，其体育活动的设

计也应当具有强烈的趣味性。通过趣味体育活动，激发

和保持学生的运动兴趣，才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地进行体

育锻炼。情境教学法是增加幼儿阶段体育活动趣味性的

重要方式之一，如同样是双脚跳跃练习，给与学生青蛙

的卡通形象，在地面上铺设荷叶图案，进行小青蛙跳荷

叶的闯关。学生的兴趣被激发，在此情境下会更加投入

体育活动。

3.3 安全性原则

幼儿体育活动中的主要安全问题有：场地、器材、

雨水、风沙、阳光。由于幼儿对外界危险的认知较弱，

在进行体育活动时，由于活动具有一定的激烈性，学生

容易产生“忘乎所以”的状态，这时候尤其要关注学生

的安全。在教学过程中要保证所有的幼儿在教师的视野

范围内，幼儿之间相互保持合适的间距，充分考虑场地

与器材的使用，提前预判可能会发生的意外事故，保证

给学生营造一个安全的体育活动环境。

3.4 教育性原则

体育活动不仅只是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作用，其更

高层次的功能为发挥体育的教育功能。在幼儿体育活动

过程中常常会有一定的竞技性并存，竞技性会带来一定

的困难与胜负。如何让幼儿理性的看待成功与失败，在

活动中培养团结协作，勇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是教师

需要在进行幼儿体育活动中需要注意的内容。

4　幼儿体育活动教学内容

本研究根据教育部文件《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结合幼儿阶段生长发育特点，在相关理论经验的指

导下，结合实践，设定以下教学内容。

4.1 具体案例实践：丛林探险

4.1.1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指教学活动实施的方向和预期达到的成

果，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体育活动的三

维目标出发，丛林探险的教学目标分为认知目标、技能

目标与情感目标三大块，再三维目标的基础上指定相关

的教学策略。本案例的认知目标为：通过学习，学生能

够正确认识走、跑、爬、跳、平衡等基本动作的组合练

习。技能目标为：进一步巩固走、跑、跳等基本动作，

具备一定的组合运用能力，能够根据目标需求的变化及

时调整。情感目标为：通过组队游戏，提高学生间的合

作学习与集体主义精神。

表2　幼儿体育活动教学内容

项目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走
掌握多种走的动作，培养正

确的站姿、坐姿、走姿

直 线 走、 曲 线 走、 快

走、 上 下 楼 走、 后 退

走 ......

跑

掌握正确的跑步姿势，能够

积极摆臂与迈腿，表现出良

好的动作速度。

快 速 跑、 起 跑、 弯 道

跑、 接 力 跑、 高 抬 腿

跑、小碎步跑 ......

跳
掌握正确的起跳与落地动作

（屈膝轻巧稳定）

单 脚 跳、 双 脚 跳、 纵

跳 ......

投
能够做出异侧之一准备、肩

上屈肘、自然挥臂等动作

肩下投掷、肩上投掷、

定点投掷 ......

爬行
掌握多种形式的爬行，能够

手脚协调用力

蠕 动 爬、 匍 匐 爬、 螃

蟹爬、鳄鱼爬 ......

平衡
能够用不同的身体姿势在不

同支点上保持短暂的平衡

支 撑、 平 衡 木 行 走、

闭眼单脚站立 ......

滚动
掌握正确的滚动姿势及不同

方向的滚动

直 体 滚 动、 团 身 滚 动

......

4.2 实施流程及分析

4.2.1 课程导入

情境导入是常见的课程导入方法之一，通过教师的

语言、音乐、器材、活动创设本节课的环境，使学生在

生动形象，情景交融的学习氛围中情绪被激发。通过情

境来引出今天的主题，故事情节如下：各位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去丛林探险，丛林里有许多树木、河流和野

生动物。想不想和老师一起去丛林探险呢，那接下来让

我们一起做一下准备活动出发吧！

4.2.2 准备活动

由于本节课的内容为走、跑、跳、投、平衡等基本

动作的综合运用，应当根据教学内容设置相应的准备活

动。同时可以引入 Tabata 热身操进行动作创编。

第一节：准备：原地踏步走

第二节：丛林冲刺（小碎步跑）

第三节：消灭害虫（开合跳）

第四节：穿山越岭（深蹲）

第五节：放松：原地踏步

4.2.3 故事引导

小朋友们，我们穿越到了古老的丛林中，在我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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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是神秘的丛林，丛林里有千难万险，有高低不平的

灌木，枝繁叶茂的大树，也有清澈见底的小河，但是我

们需要发挥自己的能力，闯过各种难关，翻山越岭冲出

重围，小朋友们，你们可以挑战成功吗？

游戏方式：

1. 飞跃灌木：在起点后出发，快速跑至小栏架前，

双脚跳跃过小栏架。

2. 匍匐前进：快速钻过体操垫摆成的障碍物，且体

操垫不倒。

3. 过独木桥：跳上长凳，快速行走，平稳地通过并

跳下长凳。

4. 森林捕猎：用沙包为工具，往墙面上各种图案的

动物投掷。

5　幼儿体育活动实施注意事项

5.1 因生而异，与时俱进

幼儿阶段的学生其个体体质健康水平差异较大，这

就要求教师在体育活动的设计时要注重面向全体学生。

在实践过程中，需要教师不断地观察并修正。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进行分层教学或个体辅导。教师在教学的

方法上要不断学习更新，如学习奥尔夫音乐与体育的融

合，将体育与音乐相融合，提高幼儿的综合素养。

5.2 健康第一，安全至上

健康第一是幼儿体育活动的指导思想，安全问题始

终贯彻体育活动全过程。体育的本质是促进身心健康发

展，由于户外体育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就对教师

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进行体育活动时，要关注

到每位学生的状态，设计合适的运动负荷，科学合理的

制订教学内容，规避安全事故。

6　幼儿体育活动思考与建议

6.1 以生为主，注重游戏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为了一切孩子”充

分说明了以幼儿为主体的重要性。幼儿对有趣生动的内

容是比较感兴趣，这与他们所具有形象思维有关。而游

戏故事性强，情节生动有趣，能够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提高孩子的参与兴趣。在幼儿体育活动的设计过程中，

要重要体育游戏的作用，借助游戏培养学生的参与体育

活动的积极性。体育活动的游戏设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

实际情况，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设计出学生正真爱玩的

游戏，同时又能够徐进学生身心健康。

6.2 发现器材，创设情景

科学合理的体育活动环境和器材设施可以为幼儿提

供充足的活动空间，充分满足幼儿体育活动的需要，激

发幼儿的兴趣促进运动能力的发展，这就需要研发适合

幼儿体育活动开展的空间环境与配套设施器材。由于器

材能够对幼儿阶段的学生发挥意想不到的吸引作用，同

一个器材赋予不同的情境又能够产生新奇的器材。勇于

对幼儿体育活动器材进行创新，通过涂鸦、制作等方式，

达到增加学生游戏兴趣的目的。

6.3 扩展视野，丰富储备

幼儿体育是一个专业化、系统化的学科，需要有科

学的培养体系以及专业的教材与教师。由于幼儿阶段的

体育活动由班主任兼任，在体育知识的专业性上有所欠

缺，这就要求教师提高自身的体育专业知识，加大自身

的知识储 ]。如最基本的体育活动内容与方法，体育游戏

的组织和实施。掌握最基本的体育教学原则，适宜的运

动负荷。只有教师不断学习，才能够为幼儿的体育活动

内容添砖加瓦。

6.4 提高警惕，注重安全

一切体育活动的前提都是在保证儿童安全的基础上

进行，因此在进行幼儿体育活动时要时刻注意周围的安

全隐患及学生的身体反应。当学生发生突发性运动损伤

时，教师应当立即前往询问学生的情况，若发现问题，

应及时送医治疗。同时需要注重学生的心理问题，幼儿

时期的心理需要教师有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幼儿的

心理问题并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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