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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ldren’s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status quo of 
kindergarte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hrough literature and logic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rapid growth of children’s sports training services and the shortage of teachers in kindergarten 
sports are seriously inadequat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will set up a model of preschool sports curriculum to train teachers of pre-
school sport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sport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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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幼儿体育教育的发展现状、幼儿体育师资培养现状进行整理分析。

发现幼儿体育培训服务快速增长、幼儿体育专业师资严重不足。根据现实情况，提出体育院系开设幼儿

体育课程培养幼儿体育专业师资的模式，促进幼儿体育教育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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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体育活动是幼儿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幼儿体育活动可以使幼儿掌握运动技能；培养幼儿自

信、热爱运动自觉遵守规则的健康行为，培养坚强、勇敢的体育品德，促进幼儿形成健全人格。《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要地位。国

务院最新颁布的《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突出解决儿童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1]。
幼儿已成为当前“健康中国”关注的重点人群之一，学前儿童接受体育教育的重要性正在逐渐被人所认

识，幼儿体育的价值被重新审视和挖掘。 

2. 幼儿体育教育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幼儿教育事业取得巨大进步，学前教育从无到有，覆盖面区大幅提升，2016
年毛入园率达到 77.4%，但是，随着幼儿教育需求向高质量发展，幼儿师资的发展依然跟不上幼儿教育

的需求[2]。幼儿体育是在 2008 年之后才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开始出现大量的研究[1]。吕海龙等人 2018
年从幼儿体育服务供给的视角分析认为，我国城市幼儿体育服务需求出现倒逼市场供给主体的现象，市

场供应主体幼儿运动参与度低、人才职业化低、服务同质化明显等问题，不能满足家长理想的消费需求

[3]。李思思等人研究认为，幼儿体育培训市场的巨大需求迎来巨大发展空间，目前市场上培训机构以连

锁经营为主，发展迅速[4]。比如：小小运动馆、华蒙星篮球、卓越儿童等。 

3. 幼儿体育师资现状 

随着幼儿体育培训市场的快速增长，专业幼儿体育师资的匮乏成为影响幼儿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前幼儿体育教师缺口巨大，特别是男幼儿体育教师。有报道指出，我国注册的 30 万所幼儿园中，95%
没有体育教师，95%的体育教师是女性，现有的教师中 95%缺乏专业培训[5]。乔冰梅研究认为幼儿园教

师对体育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幼儿园教师对体育教学的目标定位不明确；幼儿园教师体育活动内容

的选取单一[6]。于秀等调查研究同样发现，在园幼师专业水平、专业能力不足，难以胜任幼儿体育课程

的教学[7]。 
从幼儿体育教师的需求来看，2015 年广东省在园幼儿人数 402 万之多，而专业体育教师仅占 2%，

广东幼儿体育师资数量质量严重不足[8]。《建省教师队伍建设规划(2017~2020 年)》指出：2016 年，学

前教育在园幼儿 151 万人，到 2020 年将达到 180 万人左右，专任教师需从的 7.94 万人增加到 12 万人，

需增加 4 万人左右[9]。邹师对辽宁省省级示范园进行调查发现，69%的幼儿园需要专职的幼儿体育教师；

性别要求男性为主。要求掌握拓展游戏、跆拳道、武术、轮滑、体操等项目技能[10]。杨宇涛等对浙江幼

儿园调查发现类似情况，幼儿园普遍没有体育专业毕业的幼儿教师，幼儿健康领域的课程基本由其他专

业的教师兼任[11]，急需专业的幼儿体育教师。吕海龙、王凯珍对幼教培训机构的调查发现，职业院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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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人才来源约占 1/3，大多数城市教练员群体以 20~30 岁体育专本科生、硕士生为主[3]。 

4. 探索体育教育专业培养幼儿体育师资模式 

面对幼儿体育师资的数量与质量严重不足的问题，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应与市场需求相接轨，

体育教育专业可以尝试基于供给侧改革增设学前体育方向，整合本校学前教育专业的资源，探索共同培

养幼儿体育教师的模式。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学前体育教师，满足幼儿园、幼儿体育培训机

构的需要。 

4.1. 建立幼儿体育专业培养方案 

根据幼儿体育教学需要具备的知识与实践能力，在体育教育专业的基础上增加学前教育的相关专业

课程，建立幼儿体育专业培养方案，如表 1 所示。以幼儿体育游戏、幼儿体操作为专业核心课程，在专

业基础课程上加入前教育学、幼儿心理学、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等学前教育课程，丰富幼儿基础

理论知识。以球类项目、时兴的运动项目作为专业选修课，开设多样的运动项目课程，让学生根据的兴

趣特长进行选修，丰富幼儿体育教学内容。要求学生入园实践，以实习助教，幼二体育教学实操作为必

修实践课程。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幼儿园亲子运动、户外出游等各种体育活动。 
 
Table 1. Preschool sports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表 1. 幼儿体育专业课程设置 

幼儿体育专业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学前教育学、幼儿心理学、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专业核心课程 幼儿体育游戏、幼儿体操 

专业选修课程 启蒙球类项目：小篮球、小足球、小排球、乒乓球等 
时兴运功项目：轮滑、平衡车、攀岩、定向越野等 

专业实践课程 实习助教，幼儿体育教学实操 

4.2. 高校教师加强继续教育培训学习 

组织开设幼儿体育相关培训班，鼓励高校教师进行继续教育学习，加强对幼儿生理学、幼儿心理学

等幼儿专业知识的认识与理解，组织观摩幼儿体育实践课，了解幼儿运动发展需要，从各专业运动课程

招手根据实际需要，对课程教学内容、组织教法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幼儿体操、幼儿篮球、幼儿足

球、轮滑等项目在幼儿园开展的特点，使学生在运动技术、组织方法学习掌握过程，更贴近幼儿体育教

学的需要。 

4.3. 建立幼儿园实践基地 

体育院系与地方幼儿园定点合作，设立幼儿园实训基地，采用联合培养的方式，一二年级主修专业

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三四年级开始到幼儿园作为幼儿体育助理教师跟课实习，在实践中观察了解

小朋友、走进小朋友的世界。助教满一定学时后，在幼儿园体育教师的指导下按课程要求书写教案，进

行实践教学。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总结问题，提升教学实操能力。 

4.4. 准许幼儿体育专业报考幼儿教师资格证 

行业准入资格证促进行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准许幼儿体育专业报考幼儿教师资格证，将大幅提升

幼儿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可度，极大的促进幼儿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向学前体育教育方向发展。当前幼教培

训机构的师资来源以体育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为主，他们以外包服务的形式承担大部分幼儿园体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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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行业准入门槛低市场快速发展，使得幼教机构的师资水平良莠不齐，容易引起服务同质化、恶性竞

争等问题。因此，需要政府部门加大监管力度，规范行业准入资格。为幼儿体育专业人才报考幼师证创

造条件，促进幼儿体育培训市场良性发展。 

5. 小结 

幼儿体育教育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幼儿体育师资短缺将严重制约幼儿体育教育事业的发

展。从体育教育专业开设幼儿体育课程是快速增加幼儿体育师资数量和提高质量的有效手段，希望体教

专业的同仁们在这个方向继续探索，不断优化，促进我国幼儿体育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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