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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幼儿游戏的小班室内体育活动的开展研究 
◆许雅丽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第一中心幼儿园  361101） 

 
摘要：每年一到梅雨季节，湿漉漉的地板和被浸湿的玩具，幼儿园很多

的大型器械和户外活动都没法玩，为了满足幼儿在特殊天气的运动量（雨

天、雾霾）和幼儿游戏的兴趣。基于幼儿游戏理论和小班的年龄发展特

点，我们尝试进行室内体育活动，一开始老师和孩子受固定思维的影响，

提供的材料较少，活动内容比较单一，可以玩的也相对较少。通过多次

与幼儿们探讨，小班的孩子们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利用班级的各个角落

和桌椅进行运动，材料的提供也是由少到多，并结合其他各个区域材料

进行游戏，孩子们不仅在室内游戏中重新得到快乐也能有效促进他们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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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体育活动是一种综合的游戏实践活动, 不是一种
单一的体能训练，能有效促进儿童更好的融入社会，成为一个全
面发展的人。幼儿园所提供的游戏环境和物质条件、直接影响幼
儿的身体健康。小班幼儿的大肌肉群发育不完善、加快速度跑动、
容易摔跟头。小班幼儿思维以具体形象性思维为主，喜欢想像，
喜欢跑、跳和踏小轮车等大肌肉动作，动作正逐渐开始协调，但
还无法控制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某一动作。因此本文的研究讨论焦
点主要是集中在幼儿与运动材料、运动场地的冲突上。我们探索
的小班室内体育活动正是基于幼儿与材料的互动及幼儿的运动
游戏兴趣上，满足他们的好奇和身体的需要。  

一、室内体育活动与角色游戏相结合 
由于室内场地的局限，孩子们可选择的材料也较少，不能在

室外一样肆意狂跑，就地取材，班级里现有的区角柜、桌椅等就
变成了孩子们游戏的支架和辅助材料。我们利用班级桌椅柜子等
材料与幼儿一起谈论协商发挥幼儿想像。游戏开始时，孩子们会
一起来布置教室，分工合作，有的将桌子拼在一起，再铺在防潮
垫变成可以爬的大型山坡；或将桌子变成一个大山洞，也有的宝
贝将桌子围成一圈，再拿来几只可爱的熊玩具变成一个温馨的
家。游戏过程中孩子们就变成了一只只自己喜欢的小动物，可以
躲在山洞里玩游戏或者进行钻爬运动。每个孩子的游戏状态都是
不一样的，有的是像军人一样用手腕去匍匐前进，享受着自己创
设的游戏玩具带来的乐趣；有的是用四肢像小动物一样爬，将教
室变成一个动物园。喜欢想象的他们游戏时也容易将自己代入一
定的角色里，玩起了他们最喜欢的角色游戏，有的会说是大灰狼
在钻山洞，有几个孩子就会聚在一起玩起过家家；有的是玩躲猫
猫游戏，几个孩子堵在出口，里面的孩子就另寻出口爬出来不能
让人找到。在游戏中，孩子们真正地变成了游戏的主人，他们决
定自己游戏的材料，决定游戏怎么玩，决定和谁玩。 

二、赋予室内活动神秘性和童趣性 
一开始孩子们是将小椅子一个一个排起来，排成一列长长火

车在椅子上进行爬行。发现孩子们在进行该活动的时候，兴趣是
很高的，但是不一会儿会有的孩子一直过来说要爬队爬很久，有
的发现小椅子很容易摔倒，我们就一起进行了调整，将两把小椅
子相对摆放，这样的摆放方式增加了椅子之间的牢固性，后面再
玩的时候孩子们也会自己去摆放，摆到很长的时候，会像道路一
样分叉出去，最后变成一个十字路口，主干道上是两把椅子，分
支出去的一把椅子，延伸了孩子们最开始的摆法也增加了难度。
在游戏中，孩子们变成了问题的解决中，他们商量着哪种摆设方
法更有利于他们游戏，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调整。 

三、与班级其他区域材料相结合 
游戏材料的提供除了桌椅、平常自制的一些游戏材料，我们

还与幼儿讨论，决定利用班级里其他活动区域的材料来进行游
戏。 

（一）利用美工区材料进行平衡游戏。 
十字路口中间空位，位置相对较小，适合一些简单的游戏。

因此利用了一些美工区的材料，让幼儿进行游戏。提供了泥工板
幼儿会放在头顶上，小手打开走直线，以此进一步锻炼幼儿的平

衡能力，能发现有的小朋友平衡感较好能绕着线线走泥工板不掉
下来，有的孩子则不行。因此根据能力差异，我们又提供了一些
小瓶盖让能力强的在泥工板上加上瓶盖，增加难度。美工区的很
多材料孩子们都可以随意取拿，他们创新着自己的玩法， 

（二）利用建构材料进行趣味游戏。 
一开始榻榻米上有老师的参与我们会一起和幼儿玩彩虹伞

的游戏，伞上放一个小纸球，通过抖动彩虹伞让纸球滚起来，但
是又不能让纸球掉下来。孩子们兴趣都很高。但这个需要幼儿人
数较多，而且要有老师参与。后面发现如果没有老师的参与孩子
们会玩起躲猫猫或鳄鱼来了的游戏，躲到彩虹伞下去，逃开鳄鱼
的追捕。然后有些不想玩彩虹伞的孩子就会去拿建构区的水瓶滚
来滚去，因此后面引导他们用矿泉水瓶来玩保龄球的游戏。孩子
们玩得不亦乐乎。 

游戏的材料可以是来自班级区域的各种材料，只要能让幼儿
得到锻炼，幼儿能想到玩法的老师就可提供，就近取材。 

四、合理安排班级的活动区域、分散幼儿 
班级的位置相对较小，在室内游戏开展时我们先和幼儿讨论

规划了班级的位置，让幼儿对班级的区域划分有个大概的印象，
然后在心里购置自己的游戏场地，在心里有一个规划。班级的游
戏位置大概分为门口的区域、集中区域、半圆形区域、榻榻米、
中庭。 

抓住幼儿兴趣点，利用门口区域的小位置，让幼儿进行投掷
练习。平时发现很多宝贝放汗巾或者是早操器械时都很喜欢用扔
的，看得出来他们对投掷很感兴趣，因此利用班级门口的区域，
投放纸芯桶、汗巾桶让幼儿玩投球的游戏。 

充分利用中庭位置。如果班级老师都有在，我们也会带孩子
出去中庭玩，或者是串班级玩，充分利用空间，分流班级里的一
些孩子，不至于太挤，同时也促进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与其他
班的小朋友一起游戏。在中庭有的宝贝就会联想到班级的十字路
段，也在中庭用纸芯筒来摆，摆成十字梅花桩在上面走，还有利
用户外游戏器械，幼儿自主搭建小独木桥进行游戏。 

当然，这些活动还有一些不足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比如跳跃
性的游戏还缺乏后面我们可能会在中间的十字地带加入皮筋让
幼儿进行跳跃锻炼，后面也会利用区域柜来进行创设游戏。 

小班幼儿易疲劳、注意力易转移、他们都喜欢新鲜又好玩的
玩具，因此可经常增添一些新玩具，激发幼儿活动的兴趣。在每
天丰富多彩的游戏中让幼儿对室内体育活动的兴趣增强、在愉快
地情绪中锻炼身体。幼儿才是游戏的主人，我们在今后的活动中
应该把更多的主动权让给孩子们。教师就充当他们材料的提供
者，不断反思学习，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游戏活动材料，让
他们创新更多的活动内容，更有效地开展室内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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