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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在晨间活动中提高幼儿投掷能力的发展 
◆王  冉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翠洲幼儿园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晨间体育活动的开展本是让教师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幼儿进行丰
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让孩子在玩中学、学中玩、玩中练、练中玩，鼓励
幼儿大胆尝试，以增强幼儿的体质，使幼儿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我
一直认为，晨间体育活动就是教师给幼儿提供一定的材料，让幼儿自由
的玩耍，在整个过程中教师只是材料的提供者、幼儿游戏的旁观者、幼
儿冲突的裁判者。而新《纲要》要求，教师应是幼儿活动的引导者、支
持者和合作者。教师应关注幼儿的活动，并进行适时的引导。在长期观
察我们班孩子的晨间活动后，我发现我们班孩子对于投掷类的器材特别
感兴趣，每次一进入场地就马上拿起纸球奔向不同的投掷物，兴致盎然
的投了起来，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虽然孩子们对于投掷的兴趣很
高，但是投掷的能力并不强，更多的是“乱投”，那么影响投掷能力发展
的因素有什么呢？又到底该如何提高孩子的投掷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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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让孩子愿意去“投” 
今天的器械活动我给孩子提供的是沙包。每个孩子手上都拿

到一个沙包后，我要求孩子们先练习沙包的自抛自接。每个幼儿
将近，练习次数 20 次左右后。我就让孩子集中，开始集体游戏：
扔沙包。比比谁扔的远。经过几次比赛后，我要求幼儿，利用沙
包自创游戏。如：两个或几个幼儿一个抛一个接；把沙包夹在两
腿中间跳；把沙包放在头上走路，使沙包不会掉…… 

这时的孩子都玩的很开心。我看见大多数幼儿在跟着教师的
思路活动时，总有几个好动的幼儿，在那边自己顾自己玩，或三
两结伴自己你追我赶，完全不愿意进行投掷这项技能的训练。 

那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有什么呢？我总结以下几点： 
1.材料较单一、种类少，不能满足孩子身体锻炼的需要。 
第一、在提供的材料中只有沙包，部分孩子对沙包不感兴趣，

因此出现争抢打闹现象。第二、所提供的材料，不能满足孩子跑、
平衡、投掷、钻爬其他综合能力发展的需要。 

2.投放材料时没有考虑到个体差异和孩子的能力与水平 
每个幼儿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这些个体之间难免会存在这

样那样的差异，而幼儿教育要允许幼儿以适合自己的方式、速度
去学习、探索，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幼儿都能体验到成功。晨
间体育活动投放的材料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是教师根据班级
幼儿的特点以及能力与水平的差异有计划、有层次的投放，以满
足不同幼儿的发展需要，促进每个幼儿都得到健康的发展。 

3.没有深入挖掘材料的玩法，孩子们玩法单一，兴趣渐失。 
孩子们对游戏材料只有单一的玩法，如孩子们除了抛接还是

抛接，时间一长，孩子们就失去了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
孩子对某一事物或游戏感兴趣他们就会保持积极的情绪，反之，
就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二、帮助孩子树立“投”的自信 
晨间户外活动中，我领着孩子玩“开大炮”的游戏，孩子们

把雪碧瓶当成炮弹扔向远处，兴致很高。轮到豆豆了，只见她笑
眯眯抓起瓶子，可还是让希希先一步扔出去了，其他孩子叫起来：
“豆豆输了，希希赢了！” 豆豆听了捏着瓶子低下头不肯扔了。
我鼓励她：“豆豆没输，只是没准备好！” 豆豆听了我的话，鼓
起了勇气，把瓶子扔了出去，可还是希希扔得远，孩子们又要嚷
了，“嘘.....”我马上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让她休息一会儿，后来
豆豆在老师的鼓励下，又一次加入了游戏的队伍。豆豆第一次投
掷时笑眯眯的，只是被孩子们的欢乐气氛所感染，当瓶子扔出后，
孩子们的评价使豆豆的自尊心受挫，但从再次参加游戏中看出，
她正逐步的融入集体，并开始承受失败，老师潜移默化的教育起
到了良好的作用。 

在晨间体育活动中，教师应是观察者、引导者。我们支持、
鼓励幼儿自发地使用材料，根据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随时给予
一定的帮助、指导。当发现幼儿对某一材料的某一玩法兴趣减弱
时，教师应充分发挥材料的作用，进行更深层次的指导，以保持
孩子对游戏活动的兴趣。而在活动中我没有对幼儿的活动进行适
时的指导，也没有对幼儿的活动进行具体的评价，幼儿对游戏材
料不知怎样玩或只能进行单一的玩法。有的教师为了检查幼儿投
掷动作是否正确，喜欢站在幼儿队伍的前面，其实这样不安全。
沙包有一定的重量，纸棍也有一个较有力度的集中点，击中是会
受伤的。 

教师指导幼儿进行投掷运动时，正确的站立位置应以幼儿队
伍的两侧为宜。如果幼儿不持投掷物练习基本动作时，教师位置
可紧靠幼儿队伍，以便更好地观察和指导。如果幼儿持投掷物站
成一横排一齐向前投出，或排成几路纵队轮番上前投掷，教师一
定要站在队伍的两侧。这样既能关注到幼儿，也能保证自己不被
投掷物投到。幼儿年龄小，自控能力较差，不可能严格遵守体育
运动的规则。教师要严格而又和蔼地要求孩子：当自己的投掷物
投出去后，其他小朋友还在投时，不要急于去捡，这样不安全，
会被击伤，要学会自我保护，按照体育运动的规则去做。 

三、多种器材提高“投”的能力 
今天的晨间活动是好玩的长颈鹿套圈，小朋友们一来到操场

发现了这个新的器材，别提多高兴了，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的去看
这个“新玩意”，小东跑到我的面前，大声地对我说，小王老师，
今天的晨间活动真的太有趣了，我觉得好好玩啊，我爱死你了！
“听到小东这么说，我心里也很开心，做东西得过程辛苦，但是
看到我们班孩子兴趣一下提高这么多，而且投掷能力也提高不
少，心里很非常开心。 

我发现不断的在晨间活动投入新的器材相当必要，我总结为
以下几点： 

（一）对材料重新进行调整 
1.材料太单一，种类少，针对这个问题，除了保留原来的游

戏材料外，我充分利用家长资源收集废旧材料动手制作一些简单
且实用性强的游戏材料，我制作了很多投掷方面的器材，如：
KT 板制作的砸城堡，废旧纸箱制作的喂动物，油壶制作的小投
手，大的冰箱盒制作的灌篮高手，PVC 管子制作的抛抛乐，塑料
瓶制作的套圈，小纸箱制作的砸娃娃等等，每样器材都充分调动
了孩子的投掷兴趣，有了兴趣，他们投掷的能力才会有所提高。
另外我也制作了其他技能的器材，如纸球（用于赶小猪、抛接球
等）、纸棒（跳小河、跨栏等）、塑料袋（作袋鼠跳、划船等）、
易拉罐（绑成梅花桩）等，保证幼儿玩的材料，在稳步提高幼儿
投掷能力发展的同时，也要让幼儿在走、跑、跳、平衡等方面得
到提高。 

2.充分挖掘材料的玩法，保持幼儿的兴趣。随着幼儿能力水
平的提高，要及时进行补充、调整材料的玩法，不断开发挖掘新
材料，使投放的材料更具有针对性，更符合幼儿的发展水平。教
师有计划的开展"一物多玩"的游戏，让幼儿探索同一材料的不同
玩法。 

（二）在活动当中发挥孩子的创造性，及时发现幼儿有价值
的玩法  

在晨间体育活动中，我们注意为幼儿提供丰富多彩的、具有
启发性的游戏材料，给予幼儿足够的自由度，使幼儿充分地表现
自我，勇于创新。如在玩跳绳的过程中，我发现两名幼儿分别将
绳的两端拉起，我认为这可以提高幼儿跳高的能力，于是我让幼
儿来试一试，孩子们兴趣很高。 

（三）指导到得当、适时，有针对性 
在观察指导的时候，教师要根据孩子游戏的情况给予及时的

调整。如在投掷的游戏中，我发现圈摆放的位置太近，孩子们轻
轻松松的就投进去了，且没有了兴趣，于是我将圈的距离拉大，
孩子们跃跃欲试继续游戏。 

（四）分层次投入材料，分组进行游戏。为保证幼儿晨间体
育活动的有效性，我们将分层次的投放游戏材料如练习投掷，我
们将圈的摆放分成了三个不同的距离，，让幼儿进行自由选择，
分组游戏，以确保每个孩子在原有水平上都得到发展。 

总之，在晨间体育活动中教师要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根据孩子的发展水平适时
更换材料、适时调整，保证每个幼儿投掷能力都能得到提高。只
有我们善于发现问题所在，才能及时解决问题原因，以达到幼儿
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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