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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创设自由天地  让游戏更精彩 
——大班幼儿户外体育游戏中教师指导策略的研究 

◆吴凯丽 

（杭州市萧山区靖江中心幼儿园  311223） 

 
摘要：游戏是幼儿的主导活动，是幼儿园的主要活动形式。幼儿喜欢游
戏，特别是户外的游戏，幼儿在户外游戏中会充分的感受到游戏的快乐，
在动作发展、意志品质上都获得提升。教师在教学中，要依据学生的年
龄、性格、动作特点，针对兴趣爱好，在户外游戏获活动中进行有针对
性的指导。本文将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探讨在大班幼儿园户外游戏活
动中，如何进行有计划性的、针对性的指导，从而促进幼儿全面进步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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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体育游戏是教育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的指出：要开展丰富多彩的、适
合幼儿的游戏活动，倡导孩子要愉快游戏，为孩子创设轻松的、
快乐的、健康的环境，激发幼儿参与游戏的兴趣。户外游戏以身
体锻炼为基本的手段，体育游戏综合体育与游戏双方面的特点。
作为幼儿教师，要从幼儿的身体素质入手，依据教学目标，结合
幼儿的年龄特点，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户外游戏。 

一、体育游戏的内涵 
（一）概念 
所谓的体育游戏，就是依据一定的体育任务，将角色、情节、

身体动作等结合起来，开展的一种活动性游戏，是幼儿体育活动
的一种重要方式。体育游戏是体育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促进
幼儿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体育游戏与一般的体育活动是不同
的，体育游戏将身体练习作为主要内容、游戏活动为主要形式、
发展身心为主要目的。在幼儿教育中，往往有一些幼儿难以理解、
教师难以表达的动作，我们可以变成游戏情节，提高幼儿的学习
兴趣，完成教学目标。 

（二）特点 
1.趣味性 
体育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对

幼儿来说具有加强的吸引力。体育游戏具有户外性。一般体育游
戏都是在户外开展的，当幼儿走到户外的时候，会感觉到比较兴
奋，体育运动本身会给幼儿带来趣味感。同时，体育游戏具有情
节性、竞赛性，大多数的体育游戏都有不同的角色，这些就对孩
子有很强的吸引力，幼儿时期的孩子爱模仿，在情境和游戏中，
身体动作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与小班体育游戏相比，大班体育
游戏带有一定的情节与竞技性，孩子玩闹的会更开心。 

2.多样性 
体育游戏是幼儿身体活动的关键形式，体育游戏包括很多方

面比赛型、躲闪型游戏，还有民间体育、主题情节、追逐类型的
游戏，体育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对幼儿进行多方面的发展促进
幼儿注意力、思维力、想象力、记忆力的发展。 

3.集体性 
体育游戏是在集体的作用下完成的，幼儿之间相互联系，共

同合作。合作是游戏的关键，在游戏的过程中，教师通过各种办
法，利用游戏规则，发展孩子的交往能力与交际能力。例如在王
游戏“毛毛虫向前爬”的时候，教师可以将 6 个孩子分成一个小
组，一个接着一个蹲着向前爬，要求大家统一路线、统一步伐，
促进孩子的交往能力、合作能力都得到提升，发展孩子的计提荣
誉感。 

（三）体育游戏的教育作用 
体育游戏受到幼儿的喜爱，满足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教师

引导幼儿经常参加体育游戏，促进幼儿德智体美劳脏和发展。体
育游戏的方式，可以加强幼儿的身体锻炼，反复的练习中，可以
让幼儿学会各种技能。体育游戏有利于促进幼儿思维、想象、创
作等综合能力的发展。例如，在“捉迷藏”的游戏中，每个小孩
子都要开动自己的小脑瓜，怎么样隐藏自己，其他小朋友才找不
到。这样身体和大脑一起行动起来，有利于幼儿的综合进步。体
育游戏一般都是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的，教育的意义溶于规则中，
这些规则贯穿于教学活动，孩子要控制自己的行为，遵守游戏规

则，更好的培养孩子的意志力。幼儿体育游戏一般都是集体性的，
所以在游戏的过程中，难免出现矛盾与争执，这个时候教师可以
引导幼儿相互帮助、学会谦让、培养孩子集体生活的习惯，学会
交往。 

二、大班幼儿户外体育游戏教师指导策略 
（一）调整材料适宜性，创设良好的运动环境 
幼儿园户外体育游戏多样化，才会激发幼儿的兴趣，满足幼

儿的学习需要，户外大型玩具设施的，需要依据幼儿的需要巧妙
地添置，转变户外体育活动的各种器材，也可以利用废旧器材，
制作不同的玩具，例如，在美丽的流星活动中，帮助幼儿学习投
缘，教师要为幼儿提供适宜的材料，在试一试不同的高跷中，教
师依据幼儿身高的个体差异，进行活动器械的调整。 

（二）将活动内容科学化，将活动情景趣味化 
幼儿园户外体育游戏的开展要具有科学化与趣味性，主要体

现在活动内容的数量与质量上。首先，体育游戏活动内容的选择，
要姐姐幼儿的年龄特点。在幼儿时期，每个阶段幼儿的神仙水平
发展都存在差异，体育游戏互动需要依据幼儿的年龄、智力、能
力条件进行，科学的选择与安排，同时，活动的运动量、运动强
度也要科学合理的安排，动静相互结合、以免出现过度疲劳的现
象。激发幼儿对体育游戏的兴趣并且维持住，是幼儿园的重要目
标。幼儿在体育活动中的学习兴趣，来源于活动的本身，需要教
师的指导，体育活动内容形式要游戏化，适合幼儿的情绪、性格、
年龄特点，特别是大班户外体育游戏，需要开展一些竞技性相对
来说比较强的游戏。兼顾游戏趣味性的同时，要考虑到幼儿的年
龄特点。例如开展体育游戏“挂上小铃跳的高”，在游戏中，教
师扮演兔妈妈、幼儿扮演小兔子，教师还要准备道具胡萝卜、哪
只小兔子跳的高，让小铃铛发出声音，就会得到胡萝卜。 

（三）依据幼儿的动作发展规律，指导过程从易到难 
儿熟悉的掌握动作与技能，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幼儿之间

是存在个体差异的，教师要站在幼儿的立场上，观察幼儿的行为
表现、了解幼儿内心的想法，针对性的进行个性化的指导，让不
同能力、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幼儿都得到发展，达到最佳的学
习效果。例如，有一些胆小的、内向的、不爱动的幼儿，应该鼓
励他们一起活动，对于那些能力比较弱的又饿，教师要给与方法
上的指导。 

（四）发挥幼儿的主动性，培养创新能力 
幼儿体育游戏的开展中，需要进行发展幼儿的主动性与创新

能力。幼儿的创新能力指的是幼儿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不断拓
展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活动。幼儿为了一定的人之目的，对事物整
体或者部分进行变革，让活动得以创新。幼儿体育活动的组织形
式多种多样，户外体育活动、早操、课间操等，教师利用这些活
动的特点，相互配合，发展幼儿的兴趣与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幼
儿综合素质，促进幼儿积极性的发展。 

（五）加强户外体育游戏的安全教育，引导幼儿自我保护 
安全教育是学前教育中各种活动的基本要求。给与孩子更多

自由的同时，还要保证幼儿的身心健康。户外体育游戏活动范围
比较广，幼儿四处分散活动的时候，教师的事先可能不会顾及到
每一个幼儿。因此，在活动开展之前，要尽量防止出现安全隐患，
教师要向孩子交代活动的规则与相关的安全事项，增强幼儿的自
我保护意识，教师要四处巡回，及时的纠正幼儿的危险动作，调
节幼儿的运动负荷，与幼儿进行沟通交流，发现问题，及时的进
行安全指导。 

总而言之，在当前的幼儿教育中，教师需要结合幼儿的兴趣、
爱好、性格、个性特征，进行户外体育游戏的开展，促进幼儿身
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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