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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民间体育游戏在幼儿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侯  坤  卜  丹 

（长沙市开福区柠檬湾幼稚园）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越来越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从娃娃抓起，

幼儿园教育引起人们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幼儿园时期，因为幼儿生理和

心理都才刚刚发展，因此，应该对幼儿体育方面投入更多的关注，采取
适合的方法进行正确的教学。将民间体育游戏应用于幼儿园体育教学中，

激发幼儿对体育学习的兴趣，有益于幼儿身心健康成长，有利于推动我

国幼儿教育事业不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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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地推行，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更高的要求。其中，

幼儿体育教学也被要求更改教学模式，突破传统，注入新生的、
滚烫的力量。通过正确的方式和引导，将民间游戏简单、丰富、
有趣的特点融于幼儿体育教学，充分理解幼儿爱玩的天性并将此
转换成教学方法，对幼儿心理和生理的健康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一、民间体育游戏应用于幼儿体育教学的意义 
首先谈一谈民间和官方之间的区别，任何一种官方未形成之

前，都是产生自民间。包括游戏也包括教育。只不过教育经过漫
长的演替，官方教育渐渐发展衍生，从而形成了传统的模板。然
而，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固有的模式限制了教育的发展，
因此，将民间游戏重新应用于幼儿体育教学就有了更重要的意
义。 

二、民间体育游戏应用于幼儿体育教学的注意事项 
（一）民间体育游戏的安全性 
幼儿好动，并且还没能形成自我约束和限制的意识，因此，

教师要将安全问题置顶，优先考虑[1]。在做游戏之前，要对场地、
要应用到的器械进行检查，还要对幼儿传输安全思想，进而确保
幼儿的安全。 

（二）民间体育游戏的教育性 
寓教于乐，引用民间游戏的目的是推动幼儿体育教学更好更

有效地展开。教师在选取游戏的时候，要结合幼儿的心理发展，
重视幼儿的各个特点，从而制订和选取相关的游戏。 

（三）民间体育游戏的丰富性 
新鲜的事物对于幼儿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教师在选取游

戏的时候，要善于改变，一成不变的游戏会降低幼儿的参与度，
相反，丰富的教学素材能更好地推动课堂的质量。 

三、民间体育游戏应用于幼儿体育教学中的策略 
（一）通过民间游戏，培养幼儿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教师，也是最有效的推动力。幼儿喜欢玩，将

民间游戏应用于幼儿体育教学正是顺应了幼儿的这种爱玩的天
性。帮助幼儿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能够健康、快速地成长。在现阶
段，家长对于孩子比较溺爱，这就对于幼儿的健康成长产生了很
大的阻碍。将民间游戏融合于幼儿体育教学，激发幼儿对体育的
兴趣，促进幼儿健康全面地发展。例如，教师在幼儿体育教学中
实施“老鹰捉小鸡”这一游戏。首先，在游戏展开之前，教师要
为幼儿讲解这个游戏的规则和相关动作的要领，并提醒幼儿要注
意安全。这个游戏的本质是跑步，通过引入这个游戏，不仅能够
让幼儿掌握跑步的要领，还能够提升自身的灵敏度和协调度。通
过民间游戏，激发幼儿对体育教学的兴趣，促进课堂高效率地展
开。 

（二）通过民间游戏，创新教学模式 
改变幼儿体育教学中的主体。传统的教学模式总是以教师主

体，有着固定的教学模式，教师在体育教学之中很难与学生进行
友好的互动，从而影响幼儿体育教学有序、高效率的展开。将民
间体育运动应用于幼儿体育教学，丰富课堂的内容，将课堂的主
体由教师转换成学生[2]。让学生们能在体育课堂中收获更多的技
能和乐趣，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例如，教师可以在幼儿体
育教学之中加入“踢毽子”这个游戏。首先，教师要对幼儿普及
安全知识，然后教师要合理地组织幼儿进行游戏，将幼儿划分为

两两一组，要求两人同时踢毽子，在同一时间内踢毽子数量多的
那一个获胜。这样的形式，不仅能够提高幼儿的自主参与意识，
还能够让幼儿在玩耍的同时，灵活腿部的动作，舒展脚步关节，
从而协调幼儿的肢体。通过幼儿体育教学，让幼儿生理和心理同
时健康成长，是幼儿体育教学的最终目标。 

（三）通过民间游戏，渗透德育教育 
新课改的推行，不仅仅要求幼儿要学习好知识，还要同步培

养学生的体魄。强健的身体素质和知识共同发展，培养德智体美
劳综合素养全方位的人才，是现阶段教育的明确目标。而在幼儿
体育教学中，本身就没有多少德育工作，加之部分教师受固有教
学模式的限制，就很容易忽视掉幼儿体育教学中的德育部分。因
此，通过民间体育游戏，将德育教育充分渗透进幼儿体育教学就
有了很大的意义，也成为了教师们关注的重点所在[3]。例如，在
“角斗士比赛”这一游戏中，教师首要的还是要先讲解规则和幼
儿们应该要注意的安全事项。然后引导幼儿做好赛前热身工作，
以防止游戏过程之中，出现肌肉拉伤等问题。然后将幼儿合理地
进行分组，两两一组，严格按照游戏规则开展比赛。但是这项民
间游戏相对于其他游戏来说危险程度较高，作为一个竞技类游
戏，很容易造成幼儿“不服气”，进而恶意的对游戏进行破坏。
这个时候，教师要正确的引导幼儿，让幼儿明白如果破坏了规则
是要受到惩罚的，如此，便可以让幼儿理解到什么是正确的行为，
什么是错误的行为。并在未来的体育教学中，能够意识到互相帮
助的重要性，提升团队合作意识，尊重他人的同时，也尊重自己，
将德育教育充分渗透进幼儿体育教学中，促使幼儿能够全面、健
康的成长。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将民间体育游戏应用于幼儿体育教学对我国教育

事业地推动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作用。本文就民间体育游戏在
幼儿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展开，就其意义、注意事项和相关策略展
开探讨。希望一线教育工作者能够充分利用民间体育游戏的特
性，推动幼儿体育课堂更高效率、高质量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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