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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在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乡村教育的基石，幼儿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为乡村社会

注入新的活力和变化。幼儿社会情感能力是指幼儿有效处理自身和他人心理、情感、行为的能力。良好

的社会情感能力有助于幼儿更好地认知和应对周围环境，感知自我和他人的情感，承担个人和社会责任，

掌握社会交往技能。本研究综合探讨了体育活动对乡村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影响，详细分析了体育

在促进乡村幼儿自我概念、情绪识别与表达、规范认识、同伴互动和成人互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

提出了丰富与优化乡村幼儿体育活动形式、支持幼儿体育教师再教育、深入推进“家、园、社”合作的

路径与策略。这些提议为乡村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培养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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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the cornerstone of rural 
educati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jects new vitality and changes into 
rural communities. The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of preschoolers refers to their ability to ef-
fectively handle their own and others’ psychologic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aspects. Good so-
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helps preschoolers better understand and cope with thei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perceive emotions in themselves and others, take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master social interaction skills.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ports ac-
tivit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in rural preschoolers, and analyzes in 
detail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sports in promoting aspects such as self-concept, emotional recogni-
tion and expression, normative understanding, peer interaction, and adult interaction in rural 
preschoolers. At the same ti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enrich and optimize the forms of 
sports activities for rural preschoolers, support the retraining of preschool sports teachers, and 
advance the path and strategies of “home, school, community” cooperation. These proposals pro-
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emotional compe-
tence in rural preschoo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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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教育是实现振兴乡村的支撑，作为乡村教

育的基础与难点，幼儿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为乡村社会带来新的活力与变化[1]。要提高乡村幼儿教育的质

量和水平，加强幼儿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关注与培养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必不可少。

社会情感能力是个体能够认识和调节自己的心理、情感和行为，并整合他人的认知与行为，通过建立良

好的人际关系，做出合适的选择来应对社会生活问题的能力[2]。这种能力被认为是儿童早期学习和发展

的最重要领域之一。良好的社会情感能力帮助幼儿加强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与反应、对自我与他人情绪情

感的感知、对个人和社会责任的承担、对社会交往技能的掌握。在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各种因素中，体

育活动的积极效应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可，个体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能够发展自我效能、自信、

心理韧性等积极心理品质[3]。鉴于此，本研究在乡村幼儿园真实的实践情景中，挖掘体育活动对幼儿社

会情感能力培养的重要作用，探讨体育助力乡村幼儿能力发展的优化路径，为提高乡村幼儿教育的质量

和水平，促进乡村幼儿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2. 体育活动在乡村幼儿社会情感发展中的综合作用 

本研究使用的幼儿社会情感能力测查工具是孔露在参考借鉴韩国德成女子大学杨承宪教授等人编制

的《幼儿社会情感能力测评量表》基础上，通过检查、测试修订而成，问卷由自我概念、情绪抑制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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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同伴互动、规范识别、成人互动、情绪识别与表达六大维度组成[4]。 

2.1. 体育活动促进乡村幼儿建立自我概念的建立 

自我概念是个体看待自身的方式，以及个体关于自身不同方面的一系列认识，包括对自己外貌、气

质、性格、能力、兴趣和情绪情感等方面的认识。这种认知不仅能够保持自我内在一致性，建立自我认

同感，而且能够决定自身对经验的解释，在个体面临困难时，调节与维持有意义行为，找到个体存在和

发展的意义[5]。自我概念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拥有积极自我概念的人认为自己是特别的、有价值的，对

生活充满激情；相反，持有消极自我概念的人看不到自己的独特性，否定自己的价值，低估自己的能力，

生活得很茫然。2012 年，教育部印发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把具有自尊、自信、自主的表现

作为幼儿社会领域人际交往的目标之一。 
乡村幼儿的自我概念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生活环境的影响。乡村地区的特点包括相对封闭的社

交圈、有限的资源和机会，以及在家庭和社区中承担早期社会化角色的重要性。这些特点为乡村幼儿的

自我概念建立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和机遇。 
第一，乡村幼儿往往在相对小的社交圈中成长，与城市地区相比，面临更有限的社交互动机会。体

育活动可以扩大幼儿的社交范围，使幼儿有机会与来自不同背景和经验的其他幼儿互动，多元化的互动

可以丰富他们的自我概念，更好地理解自己在不同社交环境中的角色和身份。 
第二，乡村地区通常面临资源有限的挑战，包括有限的教育资源和娱乐设施。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相

对容易获得的资源，为乡村幼儿提供积极参与并探索自己的身体能力的机会。同时，创新的体育活动设

计使幼儿在参与中感受到自己的文化认同。这种积极的体验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促

进积极的自我概念的建立与发展。 

2.2. 体育活动助力乡村幼儿情绪智慧的培育 

社会情感能力是社会互动及其技能的综合表现，包括情绪认知、识别、调节和表达[6]。人们可能会

试图避免在行为上表达他们的情绪，这种现象称为情绪抑制，即当情绪被唤醒的时候，有意识地隐藏自

己的情绪表达行为[7]。越来越多的情绪理论家认为，相比个体是否抑制或表达情绪，根据情境要求灵活

地抑制或表达情绪的能力对情绪调节的适应性更为重要[8]。体育活动中的比赛、合作与竞争为幼儿社会

情感能力的培养提供了重要情境。 
第一，体育活动为幼儿提供了一个具象化且开放的情境，使其能够在不同的竞技和合作活动中体验

不同的情绪，并学会在这些情境中适当地表达和控制情感。幼儿在体育活动的中，体验到各种情感，如

喜悦、兴奋、挫折和愤怒，他们通过笑、哭、庆祝或安慰等方式表达情感。体育沉浸式的情感体验有助

于幼儿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培养情感智慧，以及适应不同情境的情感调节能力。与此同时，通过参

与体育活动，幼儿更容易释放负面情感，减轻焦虑和紧张，提升情感舒适度，并且学会在比赛或锻炼中

面对挑战时保持冷静，这是情感调节的关键技能之一。 
第二，幼儿体育教师在不同情境下对幼儿的教育智慧、恰当的评价方式、多样化及个性化的教学方

法、多层次的活动都有助于积极情绪体验的培养[9]。在体育活动中，老师用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方法帮助

幼儿培养情感智慧和情感调节能力，引导幼儿识别和表达这些情感，正确面对与处理活动竞赛的胜利与

失败，在体育活动体验中勇敢感知、调节情绪。 

2.3. 体育活动激发乡村幼儿形成规范认知 

乡村幼儿的规范认识是幼儿在社会化过程中所涉及到理解和内化社会和文化规范的能力。体育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帮助乡村幼儿理解并遵守规范，同时培养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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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乡村地区的社会文化特点与城市地区有所不同，这使乡村幼儿面临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体

育活动提供了一个情境，老师在体育活动中传授、示范、引导帮助幼儿在活动参与中学习社交规范、公

平竞争、尊重他人、合作和团队精神。 
第二，体育活动强调公平竞争和诚实行为，这有助于乡村幼儿建立道德意识。在比赛和竞技中，幼

儿需要遵守规则，尊重对手，不采用不正当手段来获得优势。这培养了他们的道德判断力，帮助他们认

识到规则和公平竞争的重要性，不仅在体育活动中，还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建立。 

2.4. 体育活动增进乡村幼儿与同龄人互动 

《3~6 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社会交往能力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幼儿之间的人际互动。

研究发现，3 岁的幼儿开始有固定玩伴，4 岁的幼儿可以直接表达他们对同龄人行为和观点的认可和反驳；

5 岁的幼儿花更多的时间与同龄人交流[10]。4 至 6 岁是同伴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11]。同伴交际能

力是指幼儿在与相似年龄段的人进行交流的过程中，积极地交换意见和表达观点，并采取交际策略协调

和处理相互关系的能力[12]。 
利用故事情境启动下的体育游戏活动来进行教育，幼儿在体育游戏过程中，以其所扮演角色的身份

体验着角色的喜怒哀乐，同时在和同伴交往中，懂得了合作、分享的意义[13]。幼儿在协作中互相协调、

交换意见和表达观点，以达成共识和实现任务，既锻炼与同伴的交际能力，又学会在协作和竞争中处理

社交关系。例如，在足球比赛中，幼儿需要与队友协作，互相传球和协同进攻，以赢得比赛。运动过程

中，幼儿积极地与同伴沟通，理解并尊重队友的意见和决策，同时还需要尊重对手，遵守比赛规则，以

维护公平竞争的原则。 
在乡村幼儿园常见的绳结游戏活动中，幼儿需要与同龄人一起解决问题，合作完成任务，通常需要

互相帮助和依赖。通过类似的体育活动，既锻炼了幼儿的合作和协调能力，同时促进了团队合作和互动

的重要性的理解，这种互动不仅仅发生在体育场上，也延伸到日常生活，帮助幼儿建立更多的社交联系

和友谊。 

2.5. 体育活动增强乡村幼儿与成人社交 

体育活动中的成人指导者与参与者不仅传授了运动技能，配合的活动过程，还传递了价值观和道德

观。成人引导幼儿理解公平竞争、尊重对手、合作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幼儿在与成人互动中学会了倾

听、理解他人需求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双方互动有助于提高幼儿与成人的沟通技能，同时也增进了彼此

的互信关系。 
第一，幼儿与教师的互动。教师在幼儿体育活动中充当教练和指导者的角色，不仅涉及技能的传授，

还包括情感支持和价值观的传递。教师传授正确的技巧，帮助幼儿建立技能和自信心，同时也加深了与

教师的信任关系。同时教师强调的公平竞争、尊重他人、合作和团队精神等价值观助于乡村幼儿理解社

会规范和行为规范，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道德判断力。 
第二，幼儿与亲人的互动。家长应认识到积极情绪状态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积极影响，创造积极

家庭环境，提高陪伴质量，培养幼儿的社会规则意识、人际交流和情感控制能力，采用民主权威型教养

方式，鼓励积极社会互动和情感管理，促进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4]。幼儿父母及亲人参与幼儿的体

育活动，与幼儿一同锻炼，建立亲子互动的机会，积极的互动有助于幼儿建立自信和自尊心，获得幼儿

时期重要的亲人间的情感支持。此外，家长对幼儿正确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自我管理能力，提

高他们在体育活动中的情感智慧，进一步促进了亲子互动的积极性，促进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第三，幼儿与其他人的互动。在幼儿园或乡村社区组织的体育活动或游戏中，幼儿有机会与其他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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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家长或来自其他村庄的成年人进行互动与合作行为。合作行为是幼儿逐渐解除自我中心状态，自觉地

进入集体游戏情境，在集体游戏目标的引导下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13]。新的互动对于幼儿起初是陌生的，

但与其他成人的互动有助于幼儿建立新的社交联系，有助于打破地理界限，培养理解不同背景和文化的

能力。互动过程中锻炼幼儿学会倾听及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理解其他人的需求，从而帮助幼儿更好地

处理相对复杂的社交关系和情感挑战。 

3. 体育助力乡村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优化策略 

3.1. 丰富与优化乡村幼儿体育活动形式为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创设情境 

农村幼儿体育活动应体现个性化和生态化，利用当地文化和生态资源，帮助幼儿在体育活动中实现

自身能力的提升[14]。乡村因其生活方式天然地呈现出自然的特征而成为幼儿成长的沃土，在乡村场域中，

大自然是幼儿天然的游乐场，与人为构造空间的城市相比，乡村保留了更多的自然空间和氛围，乡村幼

儿园应以乡村环境为依托，通过提升课程开发和乡土资源利用能力，构建“自然生活”课程，旨在培养

求真、向善、至美的乡村儿童，课程的实施有助于提高教师对乡村自然和生活教育的理解，促进乡村幼

儿园自然教育资源的整合[15]。 
第一，利用乡村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设计幼儿体育课程。将乡村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文化元素

和传统活动等资源融入体育活动，帮助幼儿建立对自己所居住地的认同感。例如，幼儿园或社区组织户

外探险活动，教导幼儿尊重自然和理解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其次，通过文化活动，如庙会、传统游戏和

乡村节庆，使幼儿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当地文化，从而促进他们的社交情感发展。 
第二，探索乡村季节的特点，创新“自然”幼儿体育课程。在寒冷的冬季，幼儿参与初级冰雪运动，

学会互相支持和共同应对寒冷的挑战，这不仅是身体的锻炼，还是心智的成长。在炎热的夏季，户外水

上活动和野外露营成为乡村幼儿体育活动的另一亮点，幼儿在体验乐趣的同时一方面学会水上安全知识，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在大自然中培养探索精神。多季节的体育活动设计不仅使乡村幼儿享受到

不同季节的乐趣，也促使其更深入地了解乡村生活和大自然的循环，培养适应性和生存能力，提高对环

境和季节的敏感度，更好地融入乡村生活，实现社会情感能力的全面培养。 
第三，增强环保意识，优化、拓展幼儿体育课程。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幼儿教育是基

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环保教育有必要从幼儿阶段抓起[16]。乡村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

但同时也面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了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环保是保障农村地

区生态平衡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增强乡村幼儿环保意识的培养，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蓄力。体育运动

与乡村环保高度融合，开发自然探索户外体育活动，引导幼儿近距离接触自然，学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开

展生态比赛和竞赛，如通过举办清理垃圾竞赛和植树比赛，让幼儿通过参与竞争来培养环保责任感；设立循

环材料运动，使用可再利用材料开展体育活动，鼓励儿童对资源的合理使用和再循环有更深入的理解。 

3.2. 支持幼儿体育教师再教育为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提供重要角色助力 

乡村教师是乡村场域下承载着乡村“教师”与“乡村”教师双重特质的社会群体，乡村教师社会情

感能力则是乡村教师在乡村场域中，通过调控自我情感，并通过社会性行为表现出的符合社会期待的角

色能力[17]。 
乡村教师社会情感能力是乡土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对焕发物质和精神文化活力具

有促进作用[14]。乡村幼儿体育教师通过积极的社会参与和角色建构，为幼儿树立了积极的榜样，教师的

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激发了幼儿的社会参与意识；乡村幼儿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有助于提供高质量的

教育，为幼儿提供坚实的教育基础，通过体育活动的示范和指导，帮助幼儿锻炼意志品质，培养情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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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社交技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乡村幼儿体育教师自身的社会情感能力培养有助于将乡村

的特点融入教育，教师将乡村生活和文化元素融入体育活动教学，使幼儿在活动中潜移默化地理解和感

受自己的家乡，培养对乡村的热爱和责任感。 
乡村学前教育在蓬勃发展过程中，乡村幼儿园数量的急剧增长与乡村幼儿园教师缺口不断扩张之间

的矛盾突出，师幼比例低，教师从教意愿不强、流动流失问题严峻，且很多幼儿教师无学前专业背景，

在对幼儿的情感支持维度上显著弱于有专业背景的教师[18]。因此，为了更好的培养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

对幼儿教师进行职后研修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职后研修是教师从教后对其参与的专业素质

培养的过程，也是践行终身学习理念的路径[19]。 

3.3. 深入推进“家、园、社”合作，为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挖掘教育支持 

体育活动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情感教育手段，可以通过增强乡村幼儿的自信心、合作意识、竞争精神、

道德规范等方面，促进乡村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幼儿园、家庭和社区三者通过不同的场域实现时

间上的衔接、空间上的拓展，促使幼儿园体育、家庭体育和社区体育有机衔接，实现优势互补[20]。 
家庭是乡村幼儿的第一教育场所，也是乡村幼儿体育活动的重要来源。家庭体育可以培养乡村幼儿的

体育兴趣和习惯，增进乡村幼儿与家长的亲子关系，提高乡村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研究表明，家庭文化

资本因素，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的客观教育资源、家庭的教育观念、教育参与等，与乡村幼儿的社

会情感能力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4]。因此，家庭应该积极参与乡村幼儿的体育活动，为乡村幼儿提供适

宜的体育环境和指导，与幼儿园和社区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协调，共同促进乡村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 
幼儿园是乡村幼儿的第二教育场所，也是乡村幼儿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幼儿园体育是终身体育教

育的基础，也是体育的正规形态和主导形态，培养乡村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是幼儿园体育的重要目标

[14]。幼儿园体育可以通过丰富多样的体育课程和活动，提高乡村幼儿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培养乡村

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如团队合作、竞争适应、情绪管理等。因此，幼儿园应该重视乡村幼儿的体育教

育，加强体育教师的专业培训，优化体育课程的内容和方法，注重体育活动的过程和体验，与家庭和社

区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共同促进乡村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 
社区是乡村幼儿的第三教育场所，也是乡村幼儿体育活动的重要补充。社区中富有教育意义的自然

和人文环境，可为乡村幼儿体育活动提供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教育场所等方面的资源支持[20]。
社区体育可以拓展乡村幼儿的体育视野和体育空间，增加乡村幼儿的体育体验和体育乐趣，提高乡村幼

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因此，社区应该积极开展乡村幼儿的体育活动，为乡村幼儿提供安全、舒适、有趣

的体育环境和设施，与家庭和幼儿园保持密切的联系和配合，共同促进乡村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 
综上所述，体育活动对乡村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要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就需要

家庭、幼儿园和社区三方面的紧密合作，为乡村幼儿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和实践机会，创造一个有利于

体育活动的教育环境。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乡村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为乡村幼儿的全面发展和

健康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另外，乡村幼儿中有一类需要更加关注的群体——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由于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与

生活环境而产生了诸多身、心问题，应当更加重视体育活动，以此来避免留守儿童身心问题的进一步发

展[21]。“家、园、社”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信息共享、目标一致性和资源互补，为普通幼儿与留

守儿童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和实践机会，是促进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 

4. 启示 

本研究从乡村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内涵和影响因素出发，探讨了体育活动对乡村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

展的综合作用，分析了体育活动在促进乡村幼儿自我概念、情绪识别与表达、规范认识、同伴互动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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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等方面的积极影响，提出了优化乡村幼儿体育活动形式、培养乡村幼儿体育教师的社会情感能力、深

入推进“家、园、社”合作等优化策略，为乡村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培养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参考。本研究

扎根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为主题的研究，刻画当前乡村幼儿社会情

感能力研究的基本图景，结合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学前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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