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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体育游戏在幼儿体育教学中的应用探析
张　晶

山东省阳谷县七级镇中心幼儿园　252000

摘　要：民间体育游戏是一种传统的教学资源，是由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创编而来，对我国儿童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要通过多种方式提升民间体育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为了能够让幼儿获得更

加全面的发展，政府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构建一个多样化且具有开放性的幼儿教育体系。民间体育游戏是广泛流传的游戏活动，

其种类繁多，且形式灵活，能够有效激发幼儿的兴趣，并且还可以为幼儿认识能力和感知能力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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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体育游戏种类繁多，趣味性和可操作性强，如跳绳、
跳房子、捉迷藏、丢手绢等，对于开发儿童的智力、想象力、
体能、社交能力等，有着重要作用。在幼儿 3 ～ 6 岁的学习
与发展阶段，对其实施有效的体育启蒙和引导，可以帮助其
提高身体素质，促进其快乐成长。如何在教学的过程中提升
民间体育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作用和价值，成为了当前部分
教师主要思考的问题。因此，幼儿教师就需要挖掘民间体育
游戏的精髓，发挥出其积极作用，以期促进幼儿在体育活动
中增强体质，锤炼意志，身心得以健康发展，文章以此为切
入点，分析了民间体育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现状，并提出了
相应的策略。

一、民间体育游戏概述
所谓民间体育游戏，就是来源于民间，同时由许多民间

编创者不断推陈出新所编创出来的形式多样化的游戏。现阶
段，被广为流传的民间体育游戏有“丢手绢”“跳房子”和

“抽陀螺”等等。教育是实现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之一，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应该深植于幼儿教育中，使得
幼儿从小就能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当前的幼儿教
学当中，教师必须要深入了解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将民间
体育游戏融入幼儿教学当中，并且使用科学的引导方法来让
幼儿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游戏当中来，通过体育游戏活动，幼
儿不仅可以强健体魄，还可以体验与同伴合作的愉悦以及遵
守活动规则的意识，从中发展社会性。

二、民间体育游戏的育儿优势
（一）满足孩子的运动需要
种类繁多的民间体育游戏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孩子的运动

需要。幼儿教师可针对幼儿的情况在网上搜集各地童年游戏
的视频材料，并在理解和掌握游戏规则的基础上，引导幼儿
参与游戏，让全班孩子感受不同地域的体育文化，满足不同
孩子的游戏需要，提高幼儿的体育游戏参与度，寓教于乐。

（二）强健幼儿的骨骼，增强幼儿体质
健康是幼儿园的重要教育内容。《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试行）》明确提出，为有效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
展，成人应为幼儿提供合理均衡的营养，保证充足的睡眠和
适宜的锻炼，满足幼儿生长发育的需要。将民间体育游戏融
入学前教育活动，可以保证幼儿得到适宜的体育锻炼，满足
幼儿生长发育的需要。幼儿在竞争、追逐、跳跃的游戏过程
中，实现了体能水平的提升，增强了耐力，增进了对营养物
质的吸收，提高了身体素质，为各项能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培养幼儿的社交能力
民间体育游戏兼具趣味性和合作性。例如，“拔河”游戏

的取胜需要小组成员的团队合作，而为了使配合更加默契，

小组成员需要交流、沟通，如对成员的站位进行合理安排，
以发挥最大合力。只有小组成员有效沟通，配合默契，才能
提高胜率。同时，比赛过程中，小伙伴相互鼓励、安慰，增
进了彼此的感情。

（四）传承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其中的每一个寓言和成语

都是蕴含着一定哲理和生活启示的，而有些故事则是与优秀
民族人物有着密切联系的，甚至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如端午
节就是为纪念屈原而创立的，而这其中就蕴含着屈原的民族
气节和爱国精神。而民间体育游戏正是在民间产生，是民间
各种实践活动的代表，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却
仍然具有十分强烈的历史色彩和文化意义，那么将民间体育
游戏应用到幼儿教学当中，就可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并且鼓励幼儿将所学到的精神和内容践行到生活当
中去。

三、民间体育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现状
（一）组织形式没有得到创新和丰富
幼儿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时期，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

对组织形式进行创新，满足幼儿不同的发展需求。但是在当
前幼儿教育阶段，教师对民间体育游戏的运用还停留在对教
学内容的重视上，没有给予幼儿充分的机会去探究和尝试，
限制了幼儿的自由发展。

（二）过于重视技能性学习
幼儿教育重在对幼儿学习体验的提升，但受我国传统教

育思想的影响，目前幼儿教育中仍然对幼儿的技能性学习较
为看重，忽视了幼儿主体性发展，无法让幼儿在游戏的过程
中体会到克服困难和团结竞争的愉悦感。

（三）民间体育游戏种类单一
对于我国的民间体育游戏而言，不仅种类丰富，而且玩

法也各有不同，比如传统的民间体育游戏中会涉及到沙包、
皮筋、铁环等物品，在进行游戏时，幼儿可以灵活的对这些
物品进行运用，开展不同的游戏活动。以沙包为例，幼儿除
了可以利用沙包来玩“打沙包”的游戏之外，还可以利用沙
包来“跳飞机”。部分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一两种民间体
育游戏过于依赖，导致民间体育游戏在幼儿教育阶段存在游
戏模式单一的情况，无法体现出民间体育游戏丰富性和多样
性的特点，影响了幼儿对民间体育游戏的兴趣，限制了幼儿
的情感发展和体能发展。

（四）游戏设置缺乏层次性和挑战性
对于幼儿学习而言，采取适当的教学形式才能够让幼儿

对民间体育游戏维持长久的学习兴趣。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
程中，因为部分教师对民间体育游戏的引入缺乏层次性和挑
战性的设置，导致幼儿缺乏对民间体育游戏的游戏兴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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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体育游戏无法在幼儿教育中发挥出较大的优势。

四、民间体育游戏在幼儿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一）合理选择游戏，激发参与热情
对于幼儿教育来说，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引导和帮助幼儿

能够健康、快乐地发展，并且可以促进幼儿身体得到有效锻
炼。处于 2~6 岁的幼儿，正是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幼
儿模仿和学习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就必须要选择一个合理
的游戏，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让
幼儿更加健康地成长。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教师
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并且经过积累多年的教学经验已经形
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教学模式，幼儿往往是跟着教师的节奏
走，教师选择的运动形式也不适合幼儿，导致其逐渐失去了
游戏的兴趣，甚至可能会导致其出现身体上的损伤，这就会
对幼儿的健康发育产生负面作用。因此，教师可以将民间体
育游戏应用在幼儿教育当中，这主要是因为民间体育游戏并
没有过多的形式限制，并且活动强度较小，这样能够最大限
度地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让幼儿感受到来自身心上的轻松
和愉悦。例如，在实际的幼儿教学当中，如果教师仅仅通过
赛跑来锻炼幼儿的身体，那么长时间就可能让幼儿产生枯燥
之感，认为体育活动没有意义，逐渐失去了对体育活动的兴
趣。面对这种情况，教师便可以借鉴仡佬族人的游戏，其中
最为常见的一种叫做“背毛石板”，这种游戏是通过拖拽的方
式来进行的，那么教师可以将其应用到赛跑的范畴当中去，
这样可以有效区别于普通的赛跑锻炼，能够让幼儿在跑步当
中增加负重，这样可以发挥出幼儿的身体机能，从而有效提
升幼儿的奔跑能力。由此可见，教师通过选择合适的民间体
育游戏，可以避免传统体育活动带给幼儿的枯燥感，进而激
发幼儿的参与积极性，在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可以拓展幼儿
的锻炼空间，并且大幅度提升幼儿的身体协调性。

（二）利用游戏趣味，提升教学效果
民间体育游戏之所以能够经历长时间的发展，依然可以

流传至今，主要是由于其具有极强的趣味性，而这正与幼儿
的身心发展特点高度契合。因此，教师就可以利用民间体育
游戏的这种趣味性，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户外活动
环境，科学利用幼儿的游戏场所，让幼儿可以获得更大的发
挥空间，并且对民间体育游戏有一个更加完整和清晰的认识，
进而提升教学的效果。例如，在玩“跳房子”这一游戏的过
程当中，教师就可以在游戏开展之前在地面上画好相应的房
子，而房子的大小则需要由大小相似的格子来共同组成，一
般格子的长宽都约为 40cm，一共涉及 9 个格子，再将每个格
子按照 1~9 的顺序标上数字。在课堂开始之后，教师可以先
为幼儿留下一个小悬念：同学们，请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地面
上的小房子，我们应该怎么玩这个游戏呢？接下来，可以让
幼儿们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说一说自己的创意。最后，在
幼儿都说完之后，教师可以给予幼儿表扬和赞赏，再一步一
步地为幼儿讲解“跳房子”的真正玩法。在这一过程当中，
不仅可以激发出幼儿的游戏欲望，还能够增强幼儿的语言表
达能力，使得幼儿在游戏活动当中获得智力和体力的双重开
发。由此可见，教师正是利用了民间体育游戏的趣味性，调
节了整个课堂的氛围，在一个比较开放式的环境当中，让幼
儿进行自主探索，这样能够满足不同幼儿的发展需求，进而
有效提升了教学效果。

（三）选取合适环境，获得游戏乐趣
对于任何活动来说，顺利的开展必须要得到环境的衬托。

在当前的民间体育游戏活动当中，部分教师忽略了合适的环
境，这可能会使得幼儿感到枯燥无味，无法在练习的过程中

集中注意力。但是，教师如果能够创设科学合理的情境，那
么就能够将幼儿的思绪引导回游戏之上，让幼儿产生紧迫感，
进而最大化提高幼儿的学习效率。因此，教师在开展民间体
育活动的时候，可以为幼儿创设一个情境，从而可以引导幼
儿参与到游戏当中去，让幼儿感受到无穷乐趣，如此才能够
将民间体育游戏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例如，在开展

“丢手绢”的游戏活动过程当中，教师就可以将幼儿的活动环
境从室内搬到室外，选取一个宽敞的草地作为游戏环境，然
后让班级上的幼儿围成一个圆圈并且坐好，然后选取其中的
一个小朋友拿着手绢边唱歌边围绕着圆圈跑跳。在这样宽敞、
舒适的草地当中开展游戏，可以为民间体育游戏的开展提供
良好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幼儿在室外环境当中呼吸新鲜空气，
还能够提高运动技能。由此可见，恰当的游戏环境可以让幼
儿获得更多游戏乐趣，而游戏环境也不仅仅是室外环境，教
师可以结合具体的游戏特点来选择一个恰当的环境，为幼儿
创造一个团结友爱、轻松愉快的游戏环境，也只有这样才能
够让幼儿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放松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游戏当
中去，将自己的天性释放出来，在获得更多的游戏乐趣的同
时，使得自身的身体机能得到提升。

（四）发挥游戏性能，助力健康发展
对于不同类型的民间体育游戏来说，它们具有不同的特

点，对于幼儿的成长也具有不同的促进作用。因此，教师在
开展民间体育游戏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深入挖掘其特点，发
挥出游戏的功能，让幼儿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更加健康地成长。
例如，在开展“滚铁环”的游戏过程当中，教师可以将这一
游戏分成单人和多人两种，在单人的游戏过程当中，教师可
以耐心地指导幼儿游戏的玩法，并且教授给幼儿如何掌握平
衡的技巧，这样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培养幼儿的理解和学习能
力。而在多人的游戏过程当中，教师则需要将教学重点放在
培养幼儿的竞争意识与团结协作能力上，鼓励他们还有很大
的进步空间，对他们的优点进行肯定，以免影响幼儿的自信
心。由此可见，不管是在开展哪种游戏的过程当中，教师都
必须要充分挖掘游戏的功能，让幼儿可以在民间体育游戏的
过程当中除了获得娱乐，还能够锻炼自己的各项能力，进而
可以助力幼儿更加全面健康地发展。

五、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体育游戏是宝贵的幼儿教育资源，教师

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在体育活动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教育
价值。因此，教师必须要从根本上转变教育理念，掌握民间
体育游戏的活动形式，充分发挥出其特点和优势，探讨出一
些优化民间体育游戏教学活动实施的方法，希望为教师运用
民间体育游戏开展体育活动提供一些参考，让更多幼儿体会
到民间体育游戏的乐趣，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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