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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足球，大世界——浅析幼儿足球教学的开展 
◆王娇娇 

（六合区龙池翠洲幼儿园  江苏南京  211251） 

 
摘要：足球是一项全球性的体育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人们的广泛

喜爱，不仅能够在比赛过程中为人们带来欢快和满足的感受，还能够帮

助运动者增强身体素质，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随着人们对体育文化的

重视以及对少儿体育活动的开展，人们对于幼儿足球的开展也十分重视，

幼儿足球教育不仅能够使儿童的身体素质能到提升，保障儿童心理健康，

还能够为其日后的足球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国家足球后备人才的培

养提供可用之才，从而推动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因此，本文将对幼儿

足球运动的可行性及价值进行分析，并探讨推进幼儿足球发展的策略，

以期为我国幼儿足球的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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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足球教育的价值 
幼儿足球教育是指以足球为主要教学手段，以促进学龄前幼

儿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教育模式。在幼儿时
期，其自身的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发育已经具有了对足球的适应
性，因此适当的足球运动能够促进其身体发育，另外，幼儿的骨
骼也有了显著的发育，热爱进行一些跑、跳之类的动作，在个体
意识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因此能够在活动中体现出一定的目
的性，足球运动所需的合作能力也能够通过运动获得一定程度的
发展。因此，对于幼儿阶段的足球教育主要是一种启蒙性教育，
目的是使幼儿对足球运动树立兴趣，对一些基本的动作和尝试有
了解，并且在足球游戏的过程中培养相互合作、机智勇敢的心理
素质。因此，在幼儿时期开展足球教育是十分有价值的，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身体协调性 
足球运动是一种全身性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需要身体各个

部位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幼儿在进行足球运动时，通过相应
的训练能够在跑步中对足球的动向进行有效把握，通过大脑的反
应对足球的动态采取相应的促使，进而能够实现多个动作的同时
完成，有利于自身协调性的提升。另外，在足球运动的过程中，
教师常常会对幼儿进行相关规则和知识的传授，幼儿需要对这些
内容加以记忆并运用到足球运动中，因此能够有效增强幼儿的记
忆力和实践能力。 

2.提高身体素质 
幼儿正处于身体发育的时期，在经过持续运动后，能够使幼

儿的骨密度增加，骨骼变粗，促进骨骼的健康发育。足球是一项
运动量比较大的运动项目，因此在开展幼儿足球运动时，如果幼
儿能够对其保持运动的兴趣，在教师的正确指导下坚持运动，对
自身的骨骼发育是很好的改善。 

3.促进合作意识的培养 
足球是一项多人参与的体育活动，在足球运动中需要队员之

间的相互配合和分工协作，通过形成合力来完成这项运动。而当
前的幼儿多为独生子女，合作意识和集体意识较差，因此通过幼
儿足球运动的开展，能够使幼儿的心理素质得到提升，也有利于
幼儿集体意识的增强，能够使幼儿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受益匪
浅。 

二、幼儿足球教学的策略 
1.开展游戏化教学 
对于幼儿来说，游戏化的教学方式比较符合幼儿的学习特

点，并且能够比较容易的激发幼儿对足球运动的兴趣，在游戏中
学习足球运动的基本内容，实现对足球运动的了解和掌握。因此，
在幼儿足球的教学基本模式层面，通过为幼儿设计多种游戏活
动，实现幼儿足球的教学，在游戏教学的基本模式中，应当包含
对游戏活动规则的介绍、游戏活动的开展以及游戏活动的总结和
评价，在开展每一个教学任务时，都是通过游戏化的方式来进行
教学。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根据幼儿年龄和自身特点的区别，
可以采取有区分度的游戏形式。对于小班儿童来说，由于幼儿年

龄较小，常常出现从众心理，因此在游戏时采用独立开展的方式，
为每人发放一个球，使每个儿童都能够参与进来。对于中班儿童，
他们对足球与偶了一定的感知，也有一定的游戏经验，因此教师
可以为儿童设定一定的情境，吸引儿童，进行角色性的游戏参与。
对于大班儿童，他们随着动作经验的积累，开始追求具有一定挑
战性的游戏，因此大班孩子可以开展一些比赛活动，使其对足球
运动有更深入的了解。 

2.发挥家长作用 
幼儿教育不仅仅是学校和教师的工作，也应当需要与家长的

相互合作相互配合，因此，在幼儿足球运动的开展中，应当发挥
家长的支持作用。教师可以通过将幼儿感兴趣的足球游戏推荐给
家长，让家长在家中与幼儿互动的方式来增进亲子感情，从而也
能够促进幼儿参与足球运动的积极性；家长可以在家中经常观看
足球比赛，从而使幼儿能够耳濡目染，对足球运动产生兴趣。 

3.实现足球运动教学多样化 
在幼儿足球教学的开展中，实现教学的多样化能够很好的激

发幼儿的运动兴趣，通过各种形式来向幼儿展现足球运动，比如
开展一些具有足球特色的艺术活动，通过讲故事、播放动画片等
方式使幼儿从多个方面参与到足球运动中，另外，还可以通过在
公共场地创设足球文化海报展示、足球明星风采、追溯足球历史
等栏目，使幼儿能够随时随地了解到有关足球运动的知识和讯
息，并且在一些大型足球比赛开展的时期，通过观看视频、教师
讲解等方式，使幼儿对足球运动有更切身的感受，通过多种途径
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提高自信心，从而能够使其产生对足球运动
的热爱，对足球运动有更多的了解，推进幼儿足球的教学。 

4.开展程序化教学 
幼儿足球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幼儿对足球的兴趣，并且对

一些基本的常识和技能有所了解。因此在幼儿足球教学中，不仅
应当考虑到幼儿的学习兴趣，还应当考虑幼儿足球教育的系统性
和科学性，在教学中应当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实现训练的专业
化和明确化，以免为幼儿日后的足球运动造成误区。在幼儿足球
的教学中，主要应当开展对运球动作、正面踢球、小场地比赛三
个方面的教学和训练，在训练中要充分了解幼儿的体能特点，训
练内容应当由浅及深，循序渐进。这种程序化的教育能够保证幼
儿足球运动的连续性，也能够凸显幼儿足球教学的成效。 

三、总结 
综上所述，开展幼儿足球教学对于幼儿运动能力的提升具有

重要意义，能够帮助幼儿树立良好的合作意识和集体意识，促进
幼儿身心素质的提升，是全面贯彻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本文从
提高身体协调性、提高身体素质以及促进合作意识的培养对开展
幼儿足球运动的价值进行了分析，并从开展游戏化教学、发挥家
长的配合作用、实现足球运动教学多样化以及开展程序化教学等
方面对幼儿足球运动的开展提出了相应策略，以期为幼儿足球运
动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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