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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体育游戏对幼儿健康人格发展的探讨 
◆宣  叶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刘海粟艺术幼儿园） 

 
摘要：随着我国的教育改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幼儿健康人格的发

展，这就使得更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了

帮助幼儿未来在社会道路上更好的发展，我们需要从小培养他们的语言

能力和动作能力，让幼儿从小就养成良好的独立性。为了促进幼儿健康

人格的形成，我们可以采用体育游戏的方式来满足幼儿内心的需求，通

过多样化的活动形式来吸引幼儿的注意，让他们更快的接受良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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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人格是一个人 基本的素质，我们需要从小就培养孩
子养成健康的人格品质，不管是孩子的性格、态度、习惯或者是
特征都需要具备健康人格的品质，这样才能够确保他们在未来的
成长道路上更好的发展。在人的一生中，幼儿教育不仅仅是 基
础的教育之一，也是启蒙教育，这个教育阶段能够让幼儿形成一
个良好的意识，为了让孩子们更好的接受健康人格的培养，我们
可以在学前教育的过程中加入体育游戏的方法，通过这种教育模
式来促进幼儿各项能力的提升，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健康、完整的
人格。 

一、体育游戏在幼儿认知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幼儿健康人格的发展过程中，认知能力十分重要，我们需

要在学前教育中帮助幼儿掌握正确的认知能力，而体育游戏的教
育模式正好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具体来说： 

（1）体育游戏能够帮助幼儿提升想象力 
体育游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有的体育游戏非常简单，有的

体育游戏较为复杂，这样就会出现情境转换的情况。在体育游戏
情境转换的过程中，幼儿的思维能力也需要跟随着游戏情境进行
改变，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调动幼儿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想
象能力，同时也让幼儿们有充足的热情主动的参与到体育游戏的
过程中，长时间的锻炼能够促进幼儿想象力的提升。 

（2）体育游戏能够促进幼儿感知能力的提升 
在幼儿认知能力形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从感知阶段开始，

这个阶段是幼儿学习 基础的一个阶段，老师们可以根据幼儿的
性格特点、喜好来设计体育游戏的环节，在体育游戏进行的过程
中，幼儿们需要加强与他人之间的沟通，感知这个社会环境的美
好，久而久之，就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感知能力。 

（3）体育游戏能够激发幼儿的表现能力 
对于幼儿来说，体育游戏这种教学模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激

发他们的热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就可以引导学生主动的
参与到体育游戏的过程中，在进行体育游戏时，老师们可以鼓励
幼儿勇敢的表现自己，通过体育游戏的训练，就非常容易让幼儿
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一个健康积极的人格。 

二、体育游戏在幼儿情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健康人格的形成来说，其中包含着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情感发展。作为一个健康的人格来说，一定是具有许多丰富
的情感，这样才能够促进幼儿在未来社会上的发展，而想要培养
幼儿的情感能力，我们可以利用体育游戏来进行： 

（1）体育游戏造就多样化情感 
在体育游戏进行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可能是游

戏形式的改变，也可能是游戏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氛围中，幼
儿们产生的情感是不同的。在不同的体育游戏理，幼儿们感受到
的快乐和愉悦感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样就会引导幼儿们的情
感发生多样化的改变，促进了他们丰富情感的形成。 

（2）体育游戏造就意志情感 
幼儿在参与体育游戏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

难，有些体育游戏的难度较大，那么幼儿可能在参与的过程中需
要进行更多的思考，努力的克服困难才能够达到游戏的目标。不
仅如此，有的体育游戏是存在竞争性的，那么就需要幼儿养成一
个力争上游的心态，在竞争与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幼儿们会逐渐
产生一种坚强的人格品质，同时也让他们形成了乐观积极的心
态。 

（3）体育游戏造就集体性情感 
对于幼儿来说，成长道路上一定会出现与别人合作的情况，

这样我们就需要培养孩子们的团结合作能力， 容易让幼儿接受
的方法就是体育游戏。在体育游戏进行的过程中，幼儿需要和自
己的小伙伴共同完成，在相互帮助、互相交流的过程中，促进了
幼儿集体性情感的形成，激发了他们热爱集体的情感，这样在很
大程度上帮助孩子们形成了一个积极乐观的精神，也促进了健康
人格的建立。 

结束语 
总而言之，想要帮助幼儿形成一个健康完整的人格，我们可

以在学前教育中加入体育游戏的教育模式。通过体育游戏的教育
模式能够让孩子们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也能够促进幼儿自我意识
的形成以及情感的正确发展，让幼儿能够从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
学习。在进行体育游戏的过程中，老师们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游戏
模式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且在游戏的过
程中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帮助他们在人格发育的成长道路上越来
越快，形成一个健康的人格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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