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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训练和提高幼儿感觉统合能力
曾时旋

贵州省荔波县第一幼儿园　贵州　荔波　558400

摘　要：本文立足于幼儿教育教学角度，分析了练和提高幼儿感觉统合能力的策略，希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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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感觉统合教育越发重要，因

此，对于练和提高幼儿感觉统合能力的策略研究有着鲜明现
实意义。

二、感觉统合与感觉统合失调的定义
1972 年，美国南加州大学临床心理学专家爱尔丝博士创

导感觉统合（sensory integration theory）理论体系。感觉统合
是指大脑对前庭觉、触觉、本体觉、视听觉以及嗅觉等多种
感觉信息进行识别、分类、解释和整合，并依据以往经验对
环境做出适应性反应，使机体和谐有效的运作。感觉统合失
调即为大脑功能失调的一种，指外部的感觉刺激信号无法在
大脑神经系统进行有效组合，使机体出现不和谐的运作。

三、训练和提高幼儿感觉统合能力的策略
1. 触觉训练教学。儿童出生后可开始练习，在 0-6 个月

时可进行全身触觉训练，6 个月以后从胸部开始往下进行训
练，3 岁以上只进行腹部和背部的触觉训练。分别从抚触按
摩、被动体操、触觉刷、关节挤压等方法对手臂、胸部、腹
部、背部、臀部进行训练。训练中必须注意规律和节奏感以
及方向性的重要；

2. 前庭觉训练教学。主要设计自重训练、注重角度的变
化和线性的变化：趴地推球、四肢爬行、前滚翻、后滚翻；
滑板训练：直升机式、抓绳训练；bosu 球训练：站立位深
蹲、俯卧位游泳等。训练中应注意规律、平稳、慢速、持续、
等速的原则；

3. 本体觉训练教学。主要设计跑、气活等训练模式：第
一次正确跑、流畅慢速跑、快速正确跑；双脚跳：立定跳远、
纵跳、处往下跳；单脚跳：同一只脚跳离地面和落地；训练
中应注意关节慢速拉伸、熟悉规律有节奏的进行动作训练。

在体适能运动中，通常以 60min为--次训练时长，在训
练过程中遵循热身、运动模式和运动技能掌握、集体循环练
习、个人学习展示等几个方面开展。课程中还应给孩子设定教
学情景，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娱乐性，有助于激发孩子的想
象力和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如情景带入：小兔子拔萝卜，小兔
子到萝卜地里将萝卜拔起，拿回家过冬。训练过程中设置的运
动模式和运动机能有：运动模式、运动技能、熊爬：四肢撑地
爬行，上下肢协调直线爬行；走平衡木：双手侧平举，眼睛直
视前方，大步向前走；螃蟹走：侧并步走；手足攀高：障碍爬
高，手脚配合，脚蹬手攀；双脚跳：双脚并拢，双手叉腰，前
脚掌落地，向前跳。同时在训练中教练还应掌握教学语言娱乐
游戏化，在教学语言中多以孩子的角度出发，在训练过程中以
游戏或挑战的语言形式开展，如在素质训练中，教练可以告诉
孩子：今天我们要进行‘森林大作战”（上下肢力量），小朋友
们（学员）变身成为熊大熊二，和（教练）光头强斗智斗勇，

看谁爬的快，追到光头强，阻止他砍树。
幼儿健身操是在音乐的伴奏下进行的融体操、舞蹈、律

动为 -体的儿童体育活动，可以锻炼儿童身体活动能力、肢
体空间感、动作方位感、动作与音乐协调一致的律动感。凭
借着音乐的审美、表现、情感等特点将唱、念敲、舞等信息
通过儿童的视、听、触等感官输入，达到感觉系统之间、感
觉系统与运动系统之间的组织、整合，促进儿童感觉统合能
力的发展。

创设情境可以使儿童在头脑中预演，激发儿童动作计划
能力、姿势控制、动作执行能力。与同伴一起体验创设情境
的健身操活动，使儿童有效地感知身体在空间的位置、在运
动中方向位置的变化。运动可以促进多巴胺及甲肾上腺素分
泌，提高儿童的注意力，有趣的幼儿健身操运动可以促进儿
童专注力的发展，有助于儿童的情绪调节。集体活动形式有
助于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增强儿童的自信心。

创设情景将幼儿健身操和感觉统合训练融合的干预方式
可以有效改善儿童运动协调能力，促进儿童前庭功能、本体
感觉的发展，对儿童专注力、自信心方面的发展也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因此，在幼儿健身操的编排和教学过程中，应注
重创设游戏化情境，提高幼儿健身操的趣味性，从此激发儿
童的积极性，运用多元化材料和多种教学方法，如：教学语
言情境化游戏化、动作练习儿歌化等。

四、结论
综上所述，从感觉统合失调的体适能训练干预理论中，

教练应抓住儿童成长发育的敏感期，如：从头到脚原则、中
心至远端原则、粗大至精细原则；重点训练学员身体各项控
制能力、注重学员的移动、灵敏、柔韧、速度、耐力、协调
能力；教练应创新编排多元化的课堂情景，丰富教学用具，
如色彩明亮、含有卡通元素的教学器材，综合学员的感觉统
合失调表现以及严重程度制订训练计划，在训练前和训练后
通过调查问卷、运动表现测试、设计阶段性训练成果展示比
赛等多种方式量化训练效果，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总结训
练内容，更直观有效的帮助改善感觉统合失调儿童回归正常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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