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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体育活动中民间游戏对儿童身心发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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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属于民族精神记忆的本质，而且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影响，随着民间游戏

从历史传承下来，它也具有很大的文化价值，大部分游戏内容主要用于儿童娱乐的设计，其中一些是模仿实际活动的特定模

型。在当前的体育课程中，如何通过有效的文化形式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提升儿童的身心素质，已成为教育产业关注

的问题，这需要结合传统民间游戏在自然和模式方面的特点，经过与现代体育教学活动和幼儿教育理念的比较，向他们学习

优秀的成分，将它们改进为满足当前时代教育需求的游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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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游戏的特性与融合方法

要通过现代手段将体育教育教学活动、体能锻炼以及传

统游戏进行有机的结合，需要首先从了解民间游戏的特性出

发，才能够提出真正有效并且产生积极作用的融合方法。首

先了解趣味性对于民间游戏的意义，趣味性一方面是吸引幼

儿加入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游戏之所以成为娱乐的缘

由所在，所以通过道具以及规则的设立，能够将游戏的属性

以及锻炼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将民间游戏从传统的小众内容

转变成为具有大众化、固定形式的娱乐方式。

同时在游戏属性上应当选择更加具有适用性的类型，部

分民间游戏虽然极具乐趣，但是学习过程以及对于规则的了

解都需要较长的实践，并不适合于幼儿，甚至成年人在操作

过程中都会因为对规则的不了解出现失误等情况，对于这一

问题应当酌情改善内容以及规则，或者选择更加能够满足幼

儿娱乐需求的民间游戏类型，例如简单的跳绳或者两人三足

等活动，在达到了锻炼体能的目的的同时，能够充分保证可

实践性。

二、民间游戏形式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价值探析

民间游戏在素质拓展以及身体能力的提升上具有积极的

价值，但除此之外对于幼儿的综合能力上更具有积极意义，

除却体育教育教学活动的学习之外，游戏同样也是幼儿之间

相互交流的方式，互相擅长的游戏以及同样游戏之间的技巧

交换，都能够成为彼此熟识的话题。

并且在游戏过程中这种社交属性也有足够的凸显，对于

部分合作内容以及战术的选择，如何配合队友的行动等等，

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对于情商以及心智的培养。例如在跳皮筋

当中，需要双方分为两队并互相调整皮筋高度和难度，根据

等级不同，负责做“桩”的人需要将皮筋位置定在脚踝、膝

盖、腰间、肩膀、脖颈等多个位置，按照不同队伍的等级进

行调换，而在同队之间，完成不同等级的皮筋难度则需要朝

高位置调整皮筋，所以在部分情况下，需要以全队通关为优

先，即便有能力直接跳完最顶级的难度，但同时为了保证后

续队友能够通过，需要将高度限制在其可操作的范围内，也

即通过自己的出局换取在队友完成的同时全队通过的目标。

这种潜在的牺牲精神以及配合意识，与投入社会工作中的团

队配合几乎一致无二。

另外在“老鹰捉小鸡”这样的娱乐游戏中，凸显了更多

的团队配合要素，除却老鹰之外，所有作为“小鸡”出现的

幼儿需要团结一致，相互紧抓避免被“老鹰”捉走，这种团

结思维的根源取自自然界的弱肉强食，但是在人类社会的游

戏中却被强化了彼此间羁绊的意义，另外作为“鸡妈妈”存

在的领头人则需要和老鹰进行正面对抗，除了抵御攻击之外

还要确保身后的“小鸡”们能够安然无恙，甚至可以通过

“佯装”慌乱等方式诱敌深入，这些计策的运用最初都是在实

践游戏的过程中逐渐演化出来的。因此在当前教育环境中，

采取民间游戏的形式进行吸收借鉴，能够很好的调整时代背

景下传统游戏被荒废的现状，重新将调动身体以及思想的游

戏内容带回到实际生活中。

三、民间游戏融入幼儿教育的发展前景

当前从游戏性以及教育性的角度进行分析，民间游戏具

有相当高的教育价值，尤其对于幼儿世界观以及价值观的培

育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根深蒂固的效果甚至能够超过教

师的言传身教，通过实际游戏经验幼儿也能够将自己的生活

游戏经历作为实际经验进行积累，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运用

得当，更能够将幼儿教育成果拔高到新的程度。

另外通过传统形式进行再创造也是实现传统民间游戏价

值的可行方法，当前部分幼儿教育所选择的也是这种方式，

通过再造性想象力将幼儿教育中具有积极要素的游戏方式进

行提炼，将这一过程与实际游戏形式相联系，从而以部分道

具代替实际物件，例如竹竿代替骑马等形式，以铁圈代替猪

崽的赶猪游戏，都逐渐进化成了固有的游戏形式，通过这种

经验的转移，加上当前文化程度的提升，教育行业将能够从

中创造出更多具有吸引力以及趣味性的游戏内容。

四、结束语

通过民间游戏在实践中的应用设计，我们可以看到中华

民族在传统文化中的巨大能量。民间游戏的良好应用可以使

儿童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这种有效的锻炼方法，从精

神和身体两方面提高自我能力，培养和提高个人素质，培养

更多具有实践能力和健康身心素质的优秀人才，为国家发

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也是目前民间体育比赛发掘的具

体原因，其长期价值对社会进步和人才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

价值。

参考文献：

［1］程惠 . 民间体育游戏对幼儿发展的意义［J］. 长江

丛刊，2017（5）：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