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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议学前教育中体育户外活动开展得必要性 
◆肖  琼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大观幼儿园  320433） 

 
摘要：学前教育中开展户外体育活动对于学前教育中的幼儿有着重要的

作用，除了可以增强其体质外，还能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为便于户外

体育活动的有效开展，教师在进行户外体育活动的工作时首先要让幼儿
知晓安全规则与游戏规则，在活动项目的选择上要选择符合幼儿兴趣爱

好的进行，最后在游戏项目的操作上要尽量丰富化，使得幼儿能够进行

体育锻炼的同时能够易于智力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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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的对象主要是 3-5 岁的学龄前儿童，他们的身心都

处于发育的阶段，所以户外体育活动的开展对其成长起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对于幼儿来说，爱玩与好动本身就是其最大的爱好，
学前教师可针对其这一特点开展体育活动，有助于其更好的生长
发育。 

一、学前教育户外体育活动开展的必要性 
1. 学前教育中幼儿现状 
学前教育的幼儿都处于身心生长发育过程中，其身体各方面

机能以及心理机能都尚未发育完全，所以，此时其所处的环境与
进行的活动对其身体与感知的影响甚大。幼儿天性爱动且爱玩，
所以户外体育活动本身便就是幼儿便于接受的游戏形式，合理有
效地开展幼儿户外体育活动，不仅可以增强幼儿体质，还能培养
幼儿相互协调、团结合作的能力，使其能更好地融入到团体中去。 

2.户外体育活动对于幼儿成长的作用 
户外体育活动大多选择在自然环境中开展，这一环境有利于

幼儿呼吸到新鲜空气，与大自然的接触也有利于其身体的发育，
在这一环境下进行活动也有利于幼儿增强体质，培养其协调能力
的同时还能帮助其个性的形成。通过游戏环节可以让幼儿相互交
流沟通，利于其身心共同协调发展。由于幼儿时期身心发育尚未
完全，所以教师开展户外体育活动可以适当引导其生长发育，不
仅可以提高幼儿的身体素质，还能增强其对疾病的抵抗力，同时
能让幼儿感受到快乐的情绪，利于其身心全面发展。 

二、学前教育户外体育活动开展的策略 
1.进行安全教育宣传 
幼儿的行为和认知往往来源于周围人群，由于大脑发育尚未

健全，所以其行为往往具有不可控性。所以进行体育活动开展之
前，教师必须要对安全规则加以正确引导。教师在进行户外体育
活动之前要对幼儿进行户外体育活动安全教育，以确保幼儿能够
在体育活动中遵守安全规则，保护和自身的同时避免给其他幼儿
带来身心的伤害[2]。同时，在游戏活动开始之前，还要针对游戏
制定相应规章，培养幼儿形成游戏规范意识，同时养成遵守规则
的和习惯，这一过程可以利于幼儿在脑海中养成纪律性的习惯。 

2.选择适宜的体育活动 
户外体育活动的开展具有多样化的特性，其活动的开展几乎

可以在任何自然环境中进行。所以，教师在针对幼儿所开展的户
外体育活动在环境、活动内容的选择上则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
与心理特性因材施教，选择符合幼儿兴趣特色的游戏来开展，在
提高幼儿兴趣度的同时也能确保所开展的体育活动能够帮助幼
儿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的提升[3]。 

3.优化体育活动开展形式 
在体育活动的选择上，除了要因材施教，选择适合幼儿年龄

特点与性格特点的活动外，还要在活动形式上避免传统的单一枯
燥的体育项目，而且要适当穿插进益智类项目以提高幼儿的兴
趣。体育活动中可在其中增加些益智类游戏，如角色扮演、团体
比赛项目等，以增强幼儿的智力与团结协作能力。在体育活动的
游戏内容安排上除了增加益智类项目还可适当提高难度，锻炼幼
儿的脑力水平，例如，可以设置独木桥障碍，使得幼儿在自身难
以通过的前提下不得不寻求伙伴帮助从而通过难关，培养团结协
作的能力。 

三、户外活动中的师生互动对策 

想要做好户外活动中的师生互动，为户外活动效果提供保
障，幼师就必须要做好对户外活动内容和师生互动模式的设计，
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做好互动环境创设 
做好互动环境的创设是确保师生互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

也是保证户外活动开展有效性的重要措施。在进行户外活动之
前，教师必须要对户外活动的目的、模式等方面进行精心的设计，
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师生互动模式予以研究，在确保其有效的基础
上，来进行互动环境的创设，以确保户外活动以及师生互动的质
量。在这一环节中，教师要考虑到幼儿的心理发展特点及喜好表
现，然后根据幼儿的需求来进行互动环境的创设，以保证户外活
动内容与互动模式能够受到幼儿的喜爱，让他们主动的参与到户
外活动当中来，与教师进行互动，实现户外活动的目标。教师可
以通过与幼儿之间的沟通来进行“造纸”、“陶艺”等活动流程图、
安全操作标识、活动规则的制定，在这种规则的引导下，学生不
仅能够实现自主游戏，还学会了如何与老师、同学进行合作游戏，
这为此次户外活动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巨大支持。 

2.师生互动完成任务 
师生互动完成任务是户外活动中的重要活动模式，其对于实

现户外活动目标带来了重要支持。在实际互动过程中，虽然教师
对于活动内容、难度已经有了科学设计，但由于幼儿的接受能力
不同以及活动过程中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使得很多时候的户外活
动都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必须要发挥出
自己的作用，通过与幼儿之间的良好互动来完成户外活动任务，
实现户外活动目标。例如在进行“我是可爱的小熊猫”户外活动
时，有一名女孩就不愿意参与到活动当中来，经过沟通发现她是
怕弄脏了衣服，这时教师采取了一起游戏的模式，让她逐渐放下
了心中的顾虑，逐渐融入游戏中。游戏过程中，教师还经常用赞
许的目光和言语鼓励她，让她感受到与同伴一起游戏的乐趣，户
外活动因此而得以顺利完成。 

结语： 
学前教育中体育活动的开展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年龄特色，

有助于幼儿更好地得到锻炼，增强体质的同时还能在游戏过程中
培养团结协作的能力。教师有效开展学前教育户外体育活动首先
要做的便是在户外体育活动开展之前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宣传
引导，使得幼儿在体育活动中能够避免安全问题，同时，针对游
戏制定相应的规则与规范，使得幼儿养成遵纪的好习惯。在体育
活动的选择上要因材施教，针对幼儿的年龄和体质特点选择，尽
量避免完全的体育锻炼，而是增加益智类的项目，最后在体育活
动的形式上进行优化操作，在传统的单一的体育锻炼中加入益智
类以及团队协作项目，使得活动中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团结协作
能力与智力开发效果。 

参考文献： 
[1]盛国娟. 试论学前教育过程中户外体育活动的有效开展

[J]. 课程教育研究, 2017(1). 
[2]贾秀春. 从提供户外活动材料着手促进幼儿持续渐进发

展[J]. 学前教育研究, 2007(9):36-38. 
[3]王玮, 沈中伟, 王喆. 幼儿园户外环境特征元素对儿童

认知游戏行为的承载[J]. 学前教育研究, 2017(02): 
4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