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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幼儿的身体素质，也有利于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提高幼儿的社会发展水平。通

过调查发现K市A幼儿园大班幼儿目前存在体育活动开展时间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教师指导水平较低、

家长不够重视幼儿体育活动等问题。在充分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确保幼儿体育活动开展的时间，加

大幼儿园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教师组织体育活动的水平，密切幼儿体育活动家园合作等方式改善当前

的状况。 
 
关键词 

体育活动，大班幼儿，幼儿体育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Implementing  
Physical Activities in Early Childhood  
—Taking Large Class Children of Kindergarten A in City K as an Example 

Kaidi Ni, Maolin Zha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Received: May 5th, 2023; accepted: Jun. 2nd, 2023; published: Jun. 8th, 2023 

 
 

 
Abstract 
Physical activities can not only improve children’s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body and mind, improve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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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ain better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large classes of children in Kin-
dergarten A in City K currently hav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time for carrying out physical 
activities, imperfect infrastructure, low level of teacher guidance,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ies by parents. On the basis of fully analyzing the problem, it is proposed 
to ensure the time for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ies, increase the construction of kindergarten in-
frastructure, improve the level of teachers to organize sports activities, and close cooperation with 
children’s sports activitie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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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学前体育活动的价值得以挖掘，并逐渐被广大国民认可，

为了提高我国幼儿体育教学开展水平，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使得体育活动的开展规范化。幼儿动作

的发展是心理健康发展的标志，体育教学在幼儿教育中占据着重要作用，然而在进行幼儿体育活动时，

教师忽视了体育活动的本质属性，缺乏规范性，难以实现体育教学的目标，不利于幼儿身体的健康发展。

通过实习与现场观察等调查发现 K 市 A 幼儿园大班幼儿在开展体育活动中存在诸多问题，并针对问题提

出了解决对策，以期促进幼儿体育活动的正常开展，确保幼儿体育活动开展的科学性，提高幼儿体育活

动开展的质量。 

2. 幼儿体育活动的内涵界定与基本内容 

幼儿体育活动的选择要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本着有利于幼儿发展的原则设计体育活动的内容。

那么什么是幼儿体育活动，幼儿体育活动主要有哪些内容，本研究将对此问题进行解答。 

2.1. 幼儿体育活动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幼儿体育与竞技体育有很大的不同，幼儿体育主要是为了促进幼儿的生长发育[1]。也有

学者将体育活动分成幼儿园体育、家庭体育和社会体育三种形式[2]。还有学者把幼儿体育活动定义为：

通过对身体锻炼，以促进幼儿身体以及身心的健康全面发展，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3]。此外，还有学者

在《幼儿体育概念辨析》提到：体育学理界将幼儿通过户内或者户外的身体活动达到教育目标的过程称

为幼儿体育，它包括跑、跳、攀、爬、钻等身体锻炼活动[4]。综上所述，幼儿体育活动就是 3~6 岁的幼

儿通过体育活动实现教学目标，以提高幼儿的身体素质，增强四肢协调能力，培养幼儿爱运动的好习惯。 

2.2. 大班幼儿体育活动的基本内容 

《幼儿园指导纲要》主要把幼儿园的教育内容分为幼儿健康方面的教育、幼儿语言方面的教育、幼

儿社会方面的教育与幼儿艺术方面的教育，体育是属于健康方面的教育内容[5]。由于幼儿身心发展的特

殊性，幼儿园应该每个学期都开设不同的体育活动内容[6]。通过调查得知体育游戏类、体育器械类、基

本动作技能类三项内容成为大班幼儿主要的体育活动内容。活动内容的选择也比较单一，在内容选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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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形式上，并不能根据幼儿身心发育特点制定适宜的体育活动[7]。其中体育游戏类所占比例高达

78.9%，在体育活动开展的内容中占比最高。体育游戏是有一定的规则和玩法的游戏，主要是以民间游戏

为主，如捉老鼠、抬花轿、跳房子、渔夫捕鱼等内容，具有趣味性和目的性。体育器械是体育活动开展

的重要操作材料，如秋千、滑梯、滚筒、跷跷板、爬绳等器材。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幼儿的动作技能，丰

富了幼儿体育专业的知识。基本动作技能主要包括走、跑、跳、攀、爬、钻等内容，提高了幼儿的四肢

协调能力，同时也可以培养幼儿养成终身体育的好习惯。 

3. 大班幼儿体育活动开展存在的问题 

体育活动不仅能提高幼儿机体的适应能力，还能促进幼儿智力、社会性与个性的发展，增进幼儿的

身心健康[8]。近些年来，国家越来越注重幼儿体育活动的开展，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去规范体育活动，

然而 K 市 A 幼儿园大班幼儿在开展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分析发现 K 市 A 幼儿园大

班幼儿体育活动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3.1. 幼儿体育活动开展时间不足 

《幼儿园工作规程》第十八条规定：“幼儿每天在户外活动的时间至少要两个小时，寄宿制幼儿园

不得少于 3 小时，高寒、高温地区可酌情增减”[9]。调查发现 A 幼儿园大班开展的幼儿体育活动不规范、

不系统，幼儿教师为了减少幼儿受伤的机会限制幼儿活动的范围以及活动的时间，更加注重室内文化知

识的学习，如音乐、绘画、英语、汉语等，文化课程占比较大而户外体育活动的时间较少。在一日生活

中有三次户外活动的时间段，入园之后 8:00~8:30 会开展早晨锻炼，上午 10 点以及下午 3 点会带着幼儿

进行短暂的体育活动。由于 A 幼儿园缺乏室内体育场，体育活动经常受到天气和季节的影响，如：大风、

雨雪、雾霾等恶劣天气，严冬和酷暑也会缩短户外活动的时间。调查显示，大班体育活动开展时间在 2
小时以上的比例仅为 13.3%，这说明了 A 幼儿园大班每天的体育活动时间并没有达到国家的标准，违背

了相关的规定，这显然不利于幼儿的健康发展，影响了幼儿对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3.2. 幼儿体育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一定面积的活动场地是幼儿玩沙玩水、追逐嬉戏的前提。由于 A 幼儿园的活动场地面积较小，在开

展体育活动时，常常实行班级轮替制度，难以保障体育活动的时间和质量，也无法开展较大场地的体育

活动，使幼儿的体育活动方式受到局限。幼儿园要想完成体育教学的目标，不仅需要足够面积的活动场

地，也需要丰富的运动器械。运动器械是开展户外体育活动的必备条件，它不仅能激发幼儿参与户外活

动的兴趣以及发展幼儿的动作，也能够更好地辅助教师开展体育教学活动。通过调查发现 A 幼儿园投放

了球类、滑梯、秋千、跷跷板、摇马、篮球架这 6 种器械，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球类和摇马器械，幼儿教

师在开展体育活动时，主要以滑梯、秋千、球类器械为辅助进行体育活动。由于幼儿园提供的器械类型

比较地单一和普通，在材料的选择上不够环保，长期使用不利于幼儿的健康，在进行体育活动时，教师

和幼儿的积极性较低，难以达到体育活动目标。幼儿园应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年龄特征，投

放多种类型的器械，供幼儿自行选择和自由地探索，体验户外活动带来的乐趣，进而得到身心的锻炼和

成长。 

3.3. 幼师组织体育活动能力不强 

体育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教师对幼儿的组织指导，教师应该在什么时候介入，怎么介入活动，在活动

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需要教师正确地判断，找准合适的时机。 

案例一：《好玩的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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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节体育课上，教师给幼儿发放跳绳，并讲解了跳绳的玩法，然后孩子们积极探索绳子有哪些玩

法。许多已经学会跳绳的孩子都不停的跳着数着，比一比谁跳的多。可是，还没有学会跳绳的孩子拿着

绳子玩着自己喜欢的花样。他们想出了多种玩法，十分地开心。 
通过案例得知 K 市 A 幼儿园大班幼儿教师在组织指导体育活动时，多以讲解性地语言进行，缺乏动

作的示范，只有在幼儿需要时提供帮助。这样不仅使体育活动缺乏趣味，也错失了教师组织指导的最佳

时机，不利于幼儿的发展。 
案例二： 

大班老师带着幼儿来到体育场地，从小朋友下楼梯的那一刻起教师就在强调安全问题，告诉幼儿大

家要注意脚下，不要挤挤攘攘。在开展活动过程中，大班教师告诉幼儿只能在某一片活动，不许离开老

师的视野。活动结束后，小朋友们排好队有序地返回教室，教师多次强调注意安全。“慢一点”“看着

脚下哦”…… 

通过案例可以得知 K 市 A幼儿园大班幼儿教师在进行体育活动时害怕出现安全事故，过于强调安全，

在幼儿园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教师在进行活动之前会强调一遍注意事项，比如不能倒着滑、

不能攀爬岩梯、不能玩大滚筒等。对幼儿安全过度地保护从而限制了幼儿的自主性探索，阻碍了幼儿创

造性的培养，不能有效地开展体育活动。 

3.4. 家长不够重视幼儿体育活动 

从《规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儿教育把体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重点突出了体育在幼儿教育中的无

可动摇的首要地位，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幼儿体育的重视[10]。由于受到“重智轻体”传统思想观念的影

响，大部分幼儿家长未能充分意识到幼儿体育的重要性，从而不够重视幼儿体育活动的开展。近些年来，

随着独生子女数量的增多，家长对幼儿十分的溺爱，由于家长缺乏科学的育儿观念，认为孩子年纪比较

小，开展体育活动会比较累，在开展体育活动时可能会出现跌倒、摔伤的情况，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

往往不太注重体育活动的开展。再加上社会压力激增，很多父母往往因为工作忙而缺乏对子女陪伴，很

少家长有空闲的时间与孩子一起开展亲子体育活动。在家庭或和社区中开展的幼儿体育活动流于形式且

单一化，缺乏体育活动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导致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较低。 

4. 解决大班幼儿体育活动开展问题的对策 

通过调查发现，K 市 A 幼儿园大班幼儿在开展体育活动时存在体育活动开展时间不足、基础设施不

完善、教师指导水平较低、家长不够重视幼儿体育活动等问题，探索解决 K 市 A 幼儿园大班幼儿体育活

动开展问题的对策对促进幼儿体育活动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1. 确保幼儿体育活动开展时间 

为了提高幼儿园的教学质量，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必须要确保幼儿体育活动开展的时长。因此，

幼儿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思想观念意识，打破重智轻体的传统观念，注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根据幼儿

的年龄特点合理安排体育活动的时间，确保每日开展符合国家标准的体育活动量。同时要注重每项体育

活动开展的时间间隔，让幼儿既有充足的注意力和精力去开展体育活动，又能够达到理想的体育活动效

果，幼儿体育活动的时间太长容易导致幼儿产生疲惫感，因此体育活动的时长应根据幼儿的身体状况调

整。幼儿园应建立相应的工作规程，规定幼儿户外活动的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为 1
小时，促使幼儿体育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同时提高对幼儿教师的抽查督促频率，

促使不符合工作规程的幼儿教师及时地改进，确保幼儿体育活动开展时间的合理性与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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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大幼儿园基础设施的建设 

足够面积的活动场地有利于提高幼儿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促进教师更好地开展幼儿体育课程。

幼儿处于身体发育的加速期，在进行体育运动的过程中幼儿的膝盖和韧带容易受伤，因此，幼儿园应减

少硬性地面的比例，采用较软的草坪地面，同时提高地面的防滑耐磨性，为幼儿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活

动场地供幼儿嬉戏活动。其次，充分利用现有的场地资源，科学合理地划分场地，如跑跳区、攀爬区、

自由活动区等，满足更多的幼儿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同时应加大室内体育场地的建设，减少因天气影响

体育活动开展的频次。国家应加大政策性的倾斜，提供更多的财政补贴，加快推进幼儿园场地建设的规

范性。体育教学的开展离不开运动器械的完善，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适合不同的器械类型。因此，幼儿

园应为幼儿提供种类丰富、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运动器械，让幼儿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其次应加大资

金的投入，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并设立体育器械专用资金。幼儿教师应具备研究和创新意

识，积极地鼓励幼儿进行创新，可以组合轮胎、皮球、纸盒、垫子等材料开发新玩法，加强体育器械的

创新性研发，保证器械设施的齐全。同时要注重家长资源和社区资源的合理利用，组织亲子自制体育器

械活动，家校合作，共同研发体育器械。 

4.3. 提高教师组织体育活动水平 

幼儿体育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教师的组织与指导，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直接影响了体育活动开

展的质量。各地教育系统在引进幼儿教师时应严格把关师资的质量，提高幼教专业的入职门槛，完善教

师资格证的准入制度，促进幼儿体育事业的精细化发展。由于幼儿的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发展得比

较缓慢，幼儿园教师在开展体育活动时应注重幼儿的思维、语言、动作以及幼儿的心智发展水平，不仅

要注重语言的讲解，还应加上相应的动作示范。为了实现师幼之间、幼幼之间更好的互动，幼儿教师要

注重幼儿的主体性，在进行分组的过程中不能仅以性别随心所欲地分组，而应该考虑不同幼儿的能力水

平以及性格特征，合理地进行分组，教会他们探讨合作，分工游戏。教师在体育活动中要积极地参与其

中，与幼儿共同活动，同时要注意幼儿的表现，看准时机及时地给予幼儿帮助，对幼儿进行科学的指导。

幼儿园应注重师资的培养，不定期地开展学术研讨会，加大教师之间的交流与思想的碰撞，积极鼓励幼

儿教师参与体育教学相关的专业培训会，提高教师对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控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促进

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充分利用线上优秀课程资源不断更新幼儿教师自身知识结构和内容，丰富教师的

体育专业知识与技能。其次，幼儿园应积极组织教师到其他幼儿园进行观摩与交流，吸取不同幼儿园体

育活动组织的经验，激励教师综合技能的学习。 

4.4. 密切幼儿体育活动家园合作 

幼儿园体育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家长的支持与合作，家园共育可以使幼儿在园中获得的经验在家庭中

得到强化和巩固。通过调查发现，由于大部分家长缺乏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素养，往往不重视幼儿体育

活动的开展，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与孩子一起开展亲子体育活动。因此，幼儿园要积极地发挥中介作用，

注重家园的合作，主动邀请家长参与幼儿园的体育活动，让家长走进课堂，家长在幼儿教师的指导下和

自身的经验下，能够提高对体育活动的认识，掌握一定的体育教学技能，了解孩子在什么样的体育活动

中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其次幼儿园应不定期地开展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家长园地等活动，密切

与幼儿家长的联系。在家长方面，家长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对幼儿的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

此，家长应有意识地对幼儿园所开展的内容进行强化，积极地做好榜样的作用，带领幼儿进行家庭体育

活动，促使幼儿园和家长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幼儿体育活动的健康发展，培养幼儿爱运动的好习惯。其

次，家长应及时地向教师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活动时间、活动强度、活动积极性等内容不断调整幼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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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社区中的活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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