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5), 318-323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697   

文章引用: 徐子乔, 张新发. 学龄前儿童体育教育中融入感觉统合理论的意义、困境与策略[J]. 教育进展, 2024, 14(5): 
318-323. DOI: 10.12677/ae.2024.145697 

 
 

学龄前儿童体育教育中融入感觉统合理论的 
意义、困境与策略 

徐子乔，张新发 

吉林大学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收稿日期：2024年4月11日；录用日期：2024年5月9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16日 

 
 

 
摘  要 

本研究从理论和现实的维度探讨了学龄前儿童体育教育中融入感觉统合理论的必要性及其意义。首先，

从满足体育健康发展的目标和儿童体质健康的实际需求这两方面证明了感觉统合理论与儿童体育教育的

重要关联。然后从教育者、教育资源和理论本身的角度，论述学龄前儿童体育教育中融入感觉统合理论

所面临的困境：第一，教育者缺乏相关知识，理论到实际应用间存在巨大沟壑；第二，教育资源匮乏和

体教设施不足，制约了感觉统合理论在体育教育中的实施；第三，感觉统合理论本身涉及多学科领域，

相关改善措施需长周期。为了解决这些困境，提出了三个策略：一是筑牢教育者感觉统合理论的基础，

实施分层教学满足儿童个性化发展需求；二是充分利用已有的教育资源，创新教学形式；三是明确各参

与主体的作用与定位，鼓励多方协同合作，以期实现感觉统合理论在学龄前儿童体育教育中的应用与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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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sensory integration theory into 
preschool children’s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First of all,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meeting the goal of physical health development and the actual needs of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it proves the import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ensory integration theory 
and children’s physical education.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ors,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ory itself,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sensory integra-
tion theory into preschool children’s physical education: first, educators lack relevant knowledge, 
and there is a hug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second, the lack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facilities, restri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nsory integration 
theory in physical education; third, the sensory integration theory itself involves multidisciplinary 
fields, and related improvement measures need a long cycle.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three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first, to buil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sensory integration 
of educators, to implement stratified teach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children’s individualized de-
velopment; the second is to make full use of exist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innovate teaching 
forms; the third is to clarify the role and positioning of each participant and encourage multi-party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ensory integration theory in 
preschool children’s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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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21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明确指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2021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 年)》提出要始终把儿童置于首位，保障他们的权

利和福祉，并且将这个责任扩展到整个社会，实现共建共享[2]。同时，在保持对传统价值观尊重的基础

上，也要接受新观念和创新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从而实现持续的、平衡的发展。2018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将学前教育视为终身学习的起点，是国

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以及社会公益事业，有助于确保每个个体都能够得到适当的启蒙和培养，为未来

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3]。学龄前儿童的体育教育是培养健康、活泼、全面发展的儿童的重要环节。感

觉统合理论作为一种教育理论，强调了感觉处理在儿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为体育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

支持。本文旨在探讨在学龄前儿童体育教育中融入感觉统合理论的意义、面临的困境以及相应的策略。 

2. 感觉统合理论在学龄前儿童体育教育中的意义 

2.1. 满足体育健康发展目标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我国幼儿体育教育目标。要增强学龄前儿童体质，提高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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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适应能力和发展基本动作，提高动作的协调性、灵活性。培养学龄前儿童终身体育、健康心理和良

好的社会适应能力[4]。学龄前儿童动作的发展包括粗大动作和精细动作的发展。在感觉统合理论的框架

下，儿童的感觉系统扮演着发展早期基本动作技能的关键角色。感觉统合理论认为，人的感觉系统包括

前庭觉、本体觉、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等感官通道，这些通道传递的信息会在大脑中被整合

和处理，形成对外界环境的综合认知。动作的进步与本体感和前庭感的功能密切相关。本体感主要是感

知身体所在的空间位置、运动状态以及其变化，并参与保持身体姿态和调整动作和平衡。前庭觉主要是

感知身体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学龄前儿童发展走、跑、跳、投、爬等基础动作，

可以增强他们的本体感知，有助于推动运动功能的成熟，同时也与前庭感知相互促进，共同促进了整体

运动能力的发展。幼儿通过与环境互动，逐渐认知了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不仅有助于他们的动作

技能的进一步发展，还培养了适应变化、协调身体动作和保持平衡等多方面。因此感觉统合理论为学龄

前体育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强调了儿童感觉系统在体育教育中的关键作用。 

2.2. 儿童体质健康现实需求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儿童的身体健康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议题，儿童的健康和活

力的成长是国家发展的源泉，也是民族健康的基础。感觉统合失调正在威胁着我国儿童，特别是经济发

达地区儿童的身心健康。根据不完全的数据，我国目前已有 10%~30%的儿童在不同程度上患有这种症状。

部分学者对北京、南京、沈阳、乌鲁木齐、兰州等地区进行幼儿感统失调率的区域性抽样调研，发现我

国幼儿感统失调的整体检出率高达 20%~50%左右[5] [6] [7] [8]。感觉统合失调(Sensory Integration Dys-
function)这是指儿童的大脑神经系统无法有效地将外部的感觉刺激信号融合，从而导致身体无法协调运作，

会对儿童的日常生活、运动能力、学习和社交产生广泛的危害。感觉统合失调的儿童主要临床表现为：

1) 前庭平衡觉失调：与儿童前庭器官、平衡觉发展有关，表现为平衡感差、动作僵硬不稳定，好动不安、

注意力不集中、爱做小动作，有些还会出现发展迟缓、说话晚，语言表达困难等。2) 肌肉关节觉失调：

也称为本体觉失调，与儿童身体内部的肌肉、关节的感觉有关，表现为手脚笨拙、生活自理困难，无固

定优势手，精细粗大动作、运动能力较差。3) 触觉防卫障碍：与儿童触觉发展有关，表现为生活中孤僻、

爱哭闹、过度紧张，害怕陌生环境、社交能力差。4) 视听觉失常：与儿童视觉、听觉发展有关，表现为

无法流利阅读，写字时多字少字、偏旁部首颠倒，无法进行计算，丢三落四、视动协调能力差。5) 空间

感知能力失常：与大脑和身体各感觉器官相互协调的学习过程有关，表现为不分左右、空间感差，记忆

力差、逻辑思维混乱。研究表明儿童进行基于感觉统合理论的体育活动时，通过多元化刺激感觉器官，

可以激发大脑综合分析与处理，从而提升机体活动感觉信息，改善中枢伸进系统，增强感觉刺激响应，

促进协调运动，进而全面提高儿童的运动协调、灵敏性和感觉统合能力。因此，在学龄前儿童体育教育

中融入感觉统合理论是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迫切需求。这不仅有助于儿童的体质健康问题改善，还可以

为他们的认知和社交能力提供有力支持，从而培养自信、全面、充满活力的个体。 

3. 学龄前儿童体育教育中融入感觉统合理论的困境 

3.1. 专业知识匮乏，实际应用复杂 

学龄前儿童的体育教育主要来自幼师和学校配置的体智能课程。然而，受限于相关培训机会不足，

幼师和教练普遍缺乏感觉统合方面的理论知识，对感统失调现象和前沿研究了解不足，难以深入理解儿

童的感觉处理机制。这使他们无法识别儿童出现的感觉统合失调症状，更无法设计出有针对性的训练计

划。同时幼儿园的体智能课程通常在 15 到 30 分钟之间。存在课程时间短暂、学生数量众多的问题。并

且教练需要完成多个教学目标，所以更注重课程的趣味性和基础运动能力发展如走、跑、跳等，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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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统合能力的重要性。其次将感觉统合理论应用到实际的教育环境中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每个儿童都

是独特的个体，他们在感觉统合需求上存在显著差异。有些儿童可能需要更多的感觉刺激，以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而另一些儿童则可能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来处理感官输入，以维持他们的学习平

衡。这就要求教育者具备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确保他们的教学方法既满足整体班级的教学需求，

又满足每个学生的个体需求。教育者们需要不断地观察和评估学生的反应，以确定最有效的教学方法。

实时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以适应每个儿童的感觉统合能力差异。 

3.2. 教育资源有限，体教设施不足 

教育资源的有限性是感觉统合理论融入体育教育中将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体现在多

个方面。首先，由于学龄前儿童的体育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政策支持，在教育体系中的优先级相对较

低，常常被忽视或边缘化，因此教育资源也相对有限。此外，在许多家长、幼师的观念中，学龄前儿童

体育教育更多地被看作是娱乐性的活动，仅强调参与性与趣味性。这种观点不仅限制了对体育教育的资

源投入，还制约了儿童的全面发展。儿童的体育活动主要集中在幼儿园，其中的体育设施决定了体育教

育环境和质量。同时感觉统合理论的应用通常也依赖于特定的设施和器材，因此更多的体育设施和安全

的运动空间对于体育教育至关重要。然而，随着城市和乡村地区的不断扩张，适龄入园幼儿数量激增，

导致当前幼儿园资源的分配不均衡，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幼儿园之间体育设施的种类和数量存在差异。

在经济状况较差的乡镇地区，儿童的体育教育资源投入更加有限，甚至连基础设施都难以配备。即便在

相对富裕的城市地区，也存在缺乏体育设施的情况。这意味着教育者在尝试实施感觉统合理论时会面临

各种挑战，或许无法提供符合理论要求的理想环境。 

3.3. 多学科交叉，改善周期较长 

感觉统合理论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它在体育教育中的实际应用复杂性。感觉统合理论涵盖了医学、

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提供了多角度理解感统失调症状的机会，但也要求教育者要具备多领域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以此将感觉统合理论用于实践。神经科学领域探索大脑如何处理感官信息，包括感觉输

入的感知、整合和调节。心理学则关注感觉信息如何影响认知和情感，以及感觉统合失调如何导致行为

和心理方面的问题。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感觉统合失调症状在儿童早期发展中的见解，这对早期干预至

关重要。体育学则提供了运动干预方法和策略，以帮助儿童改善感统失调和适应日常生活。医学领域研

究感觉统合失调症状生理机制和与其他疾病或症状的相关性，从而为治疗感统失调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由于感统失调的严重性因人而异，所以每个孩子都需要专门的治疗方案。感统失调的根本原因在于，外

部的感觉刺激信号无法在孩子的大脑神经系统中有效地结合，导致身体无法平衡运作。改善感统失调症

状涉及大脑神经系统的重构与强化，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刺激与干预治疗。 

4. 学龄前儿童体育教育中融入感觉统合理论的对策 

4.1. 筑牢理论基础，实施分层教学 

在学龄前儿童体育教育中融入感觉统合理论是保障儿童全面发展必经之路。首先，坚实的理论基础

是必不可少的。教育者需要深入理解感觉统合理论，了解感觉统合失调的特性与症状，以便及时识别并

适当干预。幼儿园可以定期举行感觉统合理论和实践的培训课程，以确保教育者具备基础的识和技能。

培训课程不仅使教育者能够了解前沿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能够帮助教育者群体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的

教育手段。此外，鼓励学龄前儿童的教育者积极参与感觉统合领域的讲座和会议。这些活动提供了与相

关领域专家交流的机会，同时教育者们可以在这里分享他们的实践经验，了解其他人的成功案例，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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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理念和手段。从而不断改进自身的教学方法，更好地改善儿童感统失调症状。这种专业交流不仅有

助于知识的传递，还激发了教育方法的改进与创新。在实际应用感觉统合理论时，运用分层教学的方法

进行体育教育，即遵循了因材施教原则，又有助于满足个体差异、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教学前对每一

位儿童进行感觉统合能力评估，以了解每位学生的感觉统合能力状况。然后，根据评估结果，将儿童分

为不同的小组，以确保每个小组内的学生具有类似的感觉统合能力。接下来，教育者可以制定个性化的

教学计划，根据学生的感觉统合能力需求和问题来调整干预手段和途径。在课程中，纳入多感官活动，

通过多样化的运动形式和器材来刺激儿童的感觉器官，帮助儿童完成大脑身体互相协调的学习过程。同

时定期的评估和反馈以确保儿童感统能力进展。通过感觉统合理论与分层教学相结合，提供了一种个性

化的教育方法，在满足学前儿童感觉统合能力需求的同时，促进儿童身体和认知的全面发展。 

4.2. 充分利用资源，创新教学形式 

幼儿活动场地的体育设施是硬件，教育者的体育素养是软件[9]。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和体育教学设施

的不足构成了重大挑战。为应对这些问题，首先要建立健全体育教育政策，强调学龄前儿童体育教育的

重要性，确立资源分配的原则和目标，保障体育教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促进儿童身心

健康的全面发展。其次充分运用教育资源，优化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于现有的体育设施和器材，应

当合理安排使用时间和方式，避免浪费和重复。可以根据儿童的年龄、身高、身体素质等不同需求，合

理安排不同类型的体育设施和器材。同时，要加强对设施的维护和更新，及时淘汰旧设备和引入新设备，

以满儿童的体育需求。同时，可以通过合作与交流的方式，与其他幼儿园或学校共享资源，共同开展体

育教学活动。再者我们需要加强对体育教育的投入，提高体育幼师和教练的素质，完善体育设施，丰富

体育教育的内容，以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接受到全面、科学、有效的体育教育。最后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现

有的教育资源，根据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创新教学形式，进行简易的体育教学来改善儿童感觉统合能力，

例如：跳绳，容易获取、简单且实用，在锻炼儿童身体素质的同时，还可以刺激感觉器官的发展。充分

激发儿童们的想象力，尝试不同的跳绳方式，培养协调性和感觉统合能力。此外可以进行单脚站立和独

木上的行走，帮助儿童感知自身在空间中的位置，增强了他们的本体感觉，提高了平衡和协调能力。借

助球类，如足球和篮球，可以通过视觉感知球的位置和运动轨迹，通过触觉感知球的质地和形状，以及

通过听觉感知球的声音，以此增强儿童的视动协调能力以及视听触觉发展。还可以进行障碍赛跑，通过

创建复杂的障碍物赛道，让儿童充分感知身体周围的环境，大脑对信息的统合能力。因此，通过简单的

器材设施，也能够帮助儿童协调多种感官输入，从而提高他们的感觉统合能力和身体素质。综上所述，

面对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和体育教学设施的不足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建立健全政策支

持、优化资源利用、加强投入和完善设施等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让他们在接受体育教育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成长和发展。 

4.3. 明确参与主体，多方协同合作 

学龄前儿童是教育的基石和起点，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身心发展直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未来[10]。学

龄前儿童体育教育中融入感觉统合理论的最大参与主体是儿童本身，他们通过参与各种体育活动，促进

自身感觉统合能力的发展，提高身体素质和身心健康。此外，教师作为引导者，需要掌握感觉统合理论

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根据幼儿的特点和需要，设计适合不同年龄段幼儿的体育活动，注重运动与游戏相

结合，以提高幼儿的身体素质和协调能力。同时，家长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和第一任教师，需要积极参与

幼儿体育教育。他们可以通过与教师沟通，了解孩子在体育活动中的表现和进步，为孩子提供必要的帮

助和支持。家长还可以在家庭中为孩子创造一个有利于感觉统合能力发展的环境，鼓励孩子多参加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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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体育活动。此外，幼儿园作为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教育机构，需要为幼儿提供充足的体育设施和场

地，注重体育活动的多样性和趣味性。要想进一步融合感觉统合理论，还需要医院、幼儿园、家长和教

育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医院的前期筛查有助于发现和辨别感统失调儿童症状。教育机构与医院合作提

供理论培训，能为教育者和家长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并确保幼师群体能够在体育教育的过程中有效地

融入感觉统合理论，并设计个性化的课程，以满足不同儿童的感觉需求。最后社会各界也需要为感觉统

合理论融入学龄前儿童体育教育提供支持和帮助。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为幼儿体育教育提供

保障和支持。媒体和教育机构可以通过宣传和教育，提高社会对感觉统合理论的认识和理解。通过明确

教育主体和多方的协同合作，可以为儿童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和支持，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5. 结语 

学龄前儿童教育是我国教育的基石，是决定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在这个重要的教育阶段，体育教

育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将感觉统合理论融入儿童的体育教育中，符合儿童体质健康发展目标，是儿

童体质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在积极推动儿童事业、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时代背景下，加快推动儿童体

质健康问题防治，切实解决儿童的身心健康问题，关乎儿童全阶段的健康水平。我们必须明确，幼儿感

统失调症状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始终将预防措施置于首要位置，而非在问题出现之

后才考虑解决办法。所以为了保障儿童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当夯实教育者感觉统合的理论基础，实施分

层教学，充分利用和创新教学资源，并鼓励多方协同合作，最大程度地优化学龄前儿童体育教育并满足

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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