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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渐步入小康阶段，人们在注重自身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孩子

的发展，尤其是关注幼儿的身体健康。幼儿的健康成长肩负着一个国家的希望，而幼儿园更是幼儿早期

教育的主要机构，它为幼儿提供场地、器材和教师。因此，本文拟研究调查池州市区幼儿园相关人群对
体育游戏的认知情况；幼儿园体育师资现状；体育游戏时间安排现状；体育活动场地、器材现状；体育

游戏的内容及组织形式等方面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找出影响因素同时进行合理的分析，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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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level, people’s life gradually into a well off stage,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especially the health of children on the basis of 
their ow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shoulders the hope of a 
country, and the kindergarten is the main institution of early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t provides 
space, equipment and teachers for children. Therefore, it is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on 
of the related population of Chizhou urban kindergartens on sports games. Present situ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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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ergarte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current situation of time arrangement of sports games;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rts venues and equipment; sports game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problem. And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 a reasonable analysis,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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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Sports Games, Current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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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选题依据 

幼儿体育是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上是通过幼儿体育游戏表现出来的[1]。另外，近年来，

各地教育部、各学前教育学校以及机构、社会家庭等在幼儿教育阶段都格外重视幼儿体育对幼儿身心健

康的促进及发展的作用。体育游戏是一种以身体运动为手段的身心锻炼活动[2]。体育游戏能激发学生参

与体育的积极性，提高体育锻炼的质量，更好的促进学生身体全面发展[3]。幼儿感知能力较差，抽象思

维尚未形成，其思维模式以感觉运动模式为主，这一时期模仿能力较强[4]。体育游戏，带有一定的趣味

性，因此，可以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幼儿的运动兴趣[5]。并且在幼儿园体开展体育游戏活动与

幼儿身心发展特征高度相符，有助于幼儿园体能活动的顺利开展，促进体育游戏价值的充分发挥[6]。本

文将对池州市区幼儿园的幼儿体育游戏开展状况进行调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以及文献资料并结合数据

分析的研究方法，将会对池州市区部分幼儿园进行抽样调查，研究其幼儿体育游戏开展过程中的现状，

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以及建议。 

1.2. 幼儿体育游戏的概论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池州市区幼儿体育游戏，因此，本部分将首先对幼儿体育的概念、意义进行简单

的阐述。 
目前，国内关于幼儿体育游戏的定义没有统一标准，其界定都是根据幼儿体育的定义进行延伸的，

因此，从广义上来说，幼儿体育游戏是一种人类有意识的对受教育者实施全面发展的特殊领域，并使受

教育者发生改变的社会实践活动[7]。从狭义上来说，幼儿体育游戏是在游戏发展的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一

个分支，根据一定的体育任务而设计，以发展基础动作和技能为基础的规则游戏[8]。 

1.3. 幼儿体育游戏的意义 

1.3.1. 促进幼儿生长发育 
根据运动生理学，人的生长发育有赖于身体的新陈代谢活动水平[9]。幼儿体育游戏以体育的实质结

合游戏的形式，通过身体的活动，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水平，从而促进幼儿的生长发育[10]。 

1.3.2. 发展体能，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不可否认，身体素质及身心健康的发展是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的，而体育游戏正是众多因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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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为重要的一项，体育游戏能让人在获得快乐的同时得到身体锻炼，增强身体素质，发展体能，提高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11]。 

1.3.3. 促进智力的发展 
体育游戏能够加快血液循环，为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有效工作及良好发育提供更充分的营养和能量，

幼儿体育游戏中含有大量之力挑战，它能在激发幼儿智力活动的同时发展幼儿从事智力活动的能力[12]。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将针对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开展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以抽样方式，抽取了池州民生幼儿园、

池州市实验幼儿园、池州向阳幼儿园、池州师范幼儿园、池州市机关幼儿园、池州艺术幼儿园、池州健

康幼儿园、池州市贵池区幼儿园、池州市贵池区蓝天幼儿园、池州市贵池区小神童幼儿园，共 10 所池州

市区幼儿园进行样本估计分析，结合线上线下的方式，发放问卷数 500 份，填写及有效问卷数 432 份，

有效率 86.4%，其中教师填写问卷量为 198 份，学生家长填写问卷量为 234 份。本部分将会根据这些有

效问卷结合设计的问题及调查结果，阐述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开展现状。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依照研究内容的需求，在通过池州学院校园网在中国知网上面查阅相关幼

儿园体育游戏开展的资料和论文，在池州学院图书馆借阅关于幼儿体育游戏的图书、报刊等，收集相关

的文献资料，为本文提供研究的理论基础。 

2.2.2. 问卷调查法 
通过向池州市区幼儿园教师及家长随机发放问卷，并回收整理问卷，全面掌握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

游戏开展的现状，寻找问题。 

2.2.3. 数据分析法 
根据研究目的的要求，将相关数据进行常规统计处理。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开展现状 

3.1.1. 池州市区幼儿园幼儿体育游戏开展过程中师资力量的现状分析 

Table 1. Ratio of male to femal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kindergartens in Chizhou City (n = 198) 
表 1.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教师男女比例(n = 198) 

性别 男 女 

百分比(%) 9 91 

 
Table 2. Age structure distribution of kindergarte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Chizhou City (n = 198) 
表 2.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教师年龄结构分布状况(n = 198) 

年龄 20~30 30~40 40~50 50 以上 

百分比(%) 61 25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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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Propor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non-professional teacher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ports games (n = 198) 
表 3. 幼儿体育游戏开展过程中体育专业教师与非专业教师占比(n = 198) 

教师分类 体育专业教师 非体育专业教师 
百分比(%) 7.6 92.4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池州市区幼儿园教师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调查的十所幼儿园中男教师所占数量

极少，仅占 9%，而女性教师所占比例较高，占教师数量的 91%。由此可见，“女性化”的迹象已经在教

师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幼儿园出现。幼儿园缺少男教师，孩子就如同在单亲家庭中长大，性格上很有可

能产生缺陷。正如孩子的成长过程既需要女性角色(妈妈)又需要男性角(爸爸)的存在一样。在幼儿园中，

教师性别的平衡可以更好地促进孩子的发展。男性教师的优势具体表现在培养学生的勇气、胆量等方面。

表 2 反映出了池州市区幼儿园教师的年龄结构不合理，中年骨干教师缺乏，教师队伍偏年轻化。这说明

幼儿园比较吸引刚毕业和社会上的大中专学生等，虽然年轻教师具有潜力和活力，但教学水平和经验也

有一定的缺乏，仍需要不断的学习。相对而言，老资历的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专业水平扎实，但是知识

老化、方法陈旧、创新精神不强等也会影响教学效果。这就需要良好合理的年龄结构，从而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并且从调查问卷及表 3 中可以看出，所抽样的 10 所幼儿园里，具备体育专业的教师在全体师资

力量中占比较小，样本数据体现为占比 7.6%，根据样本数据可以分析出现实中，池州市区幼儿园师资力

量中，体育专业师资数量不足，在各大幼儿园中可能存在着无专业体育教师，或者，专业体育教师数量

稀少的问题，并且由此影响幼儿体育游戏开展进程和质量。 
 
Table 4. Channels for non-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o develop sports games 
表 4. 非体育专业教师开展体育游戏渠道 

开展渠道 来自体育专业教师的指导 网上自主查询专业知识技能 专业知识培训 总计 
百分比(%) 35.52 28.96 35.52 100 
 
调查问卷数据中已经表明的现实实际存在的问题是，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开展方面面临着专业

体育教师师资力量短缺情况。 
根据起初的问卷设计，在探究幼儿专业体育师资力量现状的同时将会对幼儿体育游戏开展过程中，

非专业教师如何开展专业的体育游戏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表 4 显示，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开展

过程中，非体育专业教师在开展体育游戏主要通过三种途径确保幼儿体育游戏的顺利开展。第一种渠道，

非专业体育教师会接受来自体育专业教师的指导，配合体育教师开展体育游戏，在所调查的非专业教师

中，35.52%的非专业体育教师会采用这种渠道方式；第二种渠道，在所调查的非体育专业的教师中，28.96%
教师会在通过网上自主查询并学习幼儿体育游戏专业知识技能，在掌握专业知识技能的基础上，通过彼

此配合开展并完成幼儿体育游戏的开展，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非专业体育教师一边学

习，一边积累经验的过程；第三种渠道，主要是让非体育专业的体育教师通过集体的培训，短时间内，

快速掌握开展幼儿体育游戏的能力，这部分在所调查教师中占比为 35.52%。 

3.1.2. 池州市区幼儿园幼儿体育游戏开展时间现状调查及分析 

Table 5. Duration of children’s sports games in 10 kindergartens in Chizhou City (n = 198) 
表 5. 池州市区 10 所幼儿园开展幼儿体育游戏时长(n = 198) 

时间 低于 2 小时 2 小时-2.5 小时 2.5 小时-3 小时 3 小时以上(包括 3 小时) 
百分比(%) 33.33 36.87 17.68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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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5 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所调查的幼儿园开展幼儿体育游戏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小于 2 小时

和 2 小时到 2.5 小时，这两大区间内。而根据中国幼儿教育网关于幼儿活动时间标准，幼儿园应制定合

理的幼儿一日作息制度，其中学龄儿童每日内的各类型身体活动游戏时间应该累计达到 180 min 以上，

其中，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体育运动不得小于 60 min，一般强度的体育运动时间应该达到 120 min。可以看

出抽样的 10 所幼儿园每日开展的体育游戏时间累积能达到 3 小时的只占据了 12.12%，更多的是集中在 2
小时−2.5 小时，从总标准上，可以看出所调查的 10 所学校在开展幼儿体育游戏的时长上，达到标准的占

据 12.12%，从此处，可以估计出，池州市区幼儿园幼儿体育游戏开展时长存在低于幼儿体育活动教育的

标准。 

3.1.3.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活动场地现状调查分析 

Table 6. Venue conditions for kindergarten sports games for children (n = 10) 
表 6. 幼儿园开展幼儿体育游戏的场地情况(n = 10) 

内容 沙池 嬉水池 30 米 
跑道 软地面 室外场地面积不 

少于 50 平方米 
绿化面积不少 
于 3 平方米 

室内运 
动场地 

所占百分比(%) 0 0 50 40 50 30 80 
 
由表 6 可知，所调查的十家幼儿园的实际场地情况如下：10 家幼儿园均不具有沙池场地和嬉水池，

相对情况较好的也就是 30 米跑道和室内运动场地所占比例较高，而幼儿园的软地面、室外场地面积和绿

化面积能达标的也只占有少数几家，分别为 4 家、5 家、3 家。通过调查所得出的实际数据与国家要求的

标准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目前幼儿园场地存在很大的缺陷。 

3.1.4.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活动器材现状调查分析 

Table 7. Types of sports and game equipment in urban kindergartens in Chizhou 
表 7.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活动器材种类 

内容 球类器材 卡牌类器材 固定场地器材 道具类器材 四肢运动型器材 
所占百分比(%) 33 10 27 20 10 
 
体育器材和体育运动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体育器材是一定体育运动开展的载体，并且，体育

器材是在体育运动种类开发的基础上出现的。同样，幼儿体育游戏器材也是由各种幼儿体育游戏为蓝本，

通过合理设计出来，并能很好适应相应的幼儿体育游戏。本文通过调查发现，池州市区幼儿园开展体育

游戏的相关活动器材主要有五大类，即球类器材、卡牌类器材、固定场地器材、道具类器材和四肢专项

运动器材(表 7)。 
 
Table 8. Parents’ satisfaction with sports and game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in 10 kindergartens in Chizhou City (n = 234) 
表 8.池州市区 10 所幼儿园学生家长对体育游戏器材设施满意度(n = 234) 

满意度 差劲 一般 较为满意 非常满意 
百分比% 15.8 41.9 25.2 17.1 

 
表 8，通过收集 234 位学生家长对其孩子所在的幼儿园体育游戏器材设施的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

对幼儿园体育游戏器材设施表示不认同，认为差劲的家长占 15.8%；一部分家长感觉一般，感觉满意的

家长只占据了 42.3%。这说明，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以样本估计总体，池州市区幼儿园在体育游戏器

材设施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因为有超过半数的家长对其孩子所在的幼儿园的幼儿体育游戏器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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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意，主要原因有体育游戏器材陈旧、器材数量有限、器材种类有限以及园方长期不采购新型体育游

戏器材。 

3.1.5. 池州市区幼儿园开展体育游戏活动内容的调查分析 

Table 9. The proportion of sports games in kindergartens in urban Chizhou (n = 10) 
表 9. 池州市区幼儿园开展体育游戏内容所占比例(n = 10) 

内容 球类活动 团操课程 绳类活动 亲子活动 器械类游戏 
所占百分比(%) 35 25 22 8 10 

 
表 9 数据可以得出，针对目前池州市区幼儿园中体育游戏开展中球类活动所占比例最高为 35%，由

此可以得出其主要教学模式为球类运动；其次我们也可以得出所占比例相对较高的为团操活动即 25%，

所占比例最高的两类相结合即是池州市区幼儿园教学中体育游戏运用的主要内容。然而其它几类游戏形

式的开展所占比例较少。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通过这些体育游戏内容的开展教学在一定程

度上也可以是幼儿整体综合能力得到提高，而这种教学方法也在幼儿的接受能力范围之内的。 
由表格数据和课程内容的情况来看不难得出：池州市区体育游戏内容形式比较单一，以球类和亲子

活动为主，缺乏创新性，对于提高孩子全方位能力具有一定弊端，需要不断改进，以逐步提高幼儿的社

会适应能力，促进幼儿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内容要走向多元化，提高其新颖性。这

样才能提高其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得到更好的学习，其次这种授课形式也得到家长、园所以及社会各界

的认同。 

3.1.6.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开展的组织形式 

Table 10. Proportion of organizational forms for carrying out sports games in kindergartens in Chizhou City (n = 10) 
表 10. 池州市区幼儿园开展体育游戏开展的组织形式占比情况(n = 10) 

组织形式 主题式 
游戏化间操 

户外体育 
活动 

幼儿早操 
体育活动 

幼儿 
运动会 

远足 
 

所占百分比(%) 25 15 43 15 2 
 
由表 10 可以看出，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开展的组织形式主要以幼儿早操体育活动，主题式游戏

化间操为主，分别占比为 43%和 25%，其他组织形式开展的占比较低。由此可见，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

游戏开展的组织形式较为单一，需要不断地创新学习，以此来激励学生的积极性。 

3.2. 池州市区幼儿园幼儿体育游戏开展过程中的问题 

3.2.1. 池州市区人民对体育游戏的认知不到位 
根据上述分析，部分教师和大部分家长对幼儿体育游戏和普通游戏不能够很好的辨别，这意味着，

这部分人不知道什么是幼儿体育游戏，对于幼儿体育游戏缺乏认知，这种现象存在就是意味着，一部分

家长或老师并没有认识到体育游戏的真正作用，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感觉到开心的游戏，而是一种

另类的教育方式，因为，认知的不够，可能会给体育游戏的开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3.2.2.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教师男女比例失调且年龄结构不合理、专业化水平较低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池州市区幼儿园教师的年龄结构不合理，中年骨干教师缺乏，教师队伍偏年轻

化，并且主要以年轻女教师为主，性别比例失调。并且专业体育教师人员占比较少，主要是非专业体育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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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开展时长较少 
对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开展时长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抽样的 10 所幼儿园每日开展的体育游戏

时间累积能达到 3 小时的只占据了 12.12%，更多的是集中在 2 小时~2.5 小时，从总标准上，可以看出所

调查的 10 所学校在开展幼儿体育游戏的时长上，达到标准的占据 12.12%，从此处，可以估计出，池州

市区幼儿园幼儿体育游戏开展时长较低。 

3.2.4.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开展的场地器材等设施不完善 
场地设施是必须存在的，而体育游戏的开展更加需要场地，它也影响着幼儿的教育发展，场地设施

的是否完善也可以看出幼儿园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从上述表格分析中可以看出只有几家幼儿园的场地

器材可以达到要求，并且家长对幼儿园场地器材的满意度较低。 

3.2.5.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内容及组织形式较为单一 
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内容要走向多元化，提高其新颖性。这样才能提高其学习的积极性，才能得到更

好的学习，才能得到家长、园区以及社会各界的认同。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开

展的活动内容及组织形式较为单一，缺乏新颖性。 

3.3. 针对池州市区幼儿体育游戏开展过程存在问题的建议对策 

3.3.1. 加强体育游戏相关概念及意义的宣传 
因为部分教师和大部分家长对幼儿体育游戏的概念、作用以及意义没用正确的认识，导致很大一部

分家长认为幼儿体育游戏就是普通的游戏，可能会让人产生幼儿体育游戏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园方浪费大

量时间在游戏上，没有对还在进行有效的教导的错误观念。因此，不论是为了纠正部分家长关于幼儿体

育游戏存在的偏差观念，还是为了促进幼儿体育游戏的有效开展，都需要进行定期幼儿体育游戏科普宣

传，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幼儿体育游戏的正确概念和作用。 

3.3.2. 扩大幼儿体育教师师资力量补充，对非幼儿体育教师定期进行培训 
就目前池州市区幼儿园缺乏幼儿体育专业的师资量的问题，首先，各园方可以通过扩大幼儿体育教

师的招聘；其次，因为幼儿体育专业师资力量的补充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所以，还应定期对园内非幼儿

体育专业的教师进行定期的幼儿体育游戏专业知识技能培训，以此确保幼儿体育游戏的有效开展。并且

需要加大对男性教师的招聘，以此优化性别比例，促进幼儿园更好的发展。 

3.3.3. 科学调整幼儿体育游戏开展时长 
针对池州市区幼儿园在开展体育游戏时长低于相关标准的问题，教育部门应该重视，并督促部分园

区科学调整幼儿体育时长，并且园方需要按照科学合理的标准执行，学生家长也应该进行监督和有效督

促建议。 

3.3.4. 整改、扩大并修建幼儿体育游戏活动场所 
根据数据估计，池州市区存在半数左右的幼儿园在开展幼儿体育游戏时的活动场地不能达到 4m²/生

的标准，低于《幼儿工作规程》的规定，由于园区建筑的固定性，为了能够达到 4m²/生标准，园区一方

面可以通过整改园区空间，或者通过扩大修建幼儿体育游戏活动场所。另一方面园区应该严格执行相关

标准，合理招生，避免班级学生数量超过班级容纳标准。 

3.3.5. 定期对体育器材进行维护，购买添置新型、新种类器材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器材存在陈旧、数量有限、种类有限的问题，由此，园方应该做到定期对

体育游戏器材进行修缮维护，并且弹性采购新型和新种类体育游戏器材，确保体育游戏器材数量符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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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 

3.3.6. 优化幼儿园体育游戏的活动内容及组织形式 
适当的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集思广益，多采取家长及学生的想法与意见，并且定期的开展教

研活动，让广大教师分享意见看法，调整优化体育游戏的活动内容及组织形式，并且不断地创新活动的

内容和形式，增强创新性和新颖性，提高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4. 结论 

4.1.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发展趋势相对较好 

目前，池州市区幼儿园幼儿体育游戏开展较为广泛，在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开展上有着很好发展的趋

势，幼儿体育游戏也深受幼儿的喜爱。因此，对于后期幼儿体育游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优势。 

4.2.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开展所存在的问题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开展时长所占比例较少，在课程内容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结构不合理，活

动内容和组织形式较为单一，不具有创新性和灵活性。家长对幼儿园体育游戏的了解较为匮乏。而且池

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教师男女性别比例失调且专业体育教师人员占比较低，体育游戏开展场地要求及硬件

设施与国家标准相差较大，场地不完善，硬件设施不能及时更新。这些问题需要尽快地去解决，否则会

使影响幼儿教育的发展。 

4.3. 克服幼儿园体育游戏存在的问题，促进其更好更快的发展 

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发展较为迅速，但发展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克服这些出现

的问题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引领体育游戏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现在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开始追

求高品质、高质量的生活。家长对幼儿各个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也越来越重视儿童身体素质的全面发

展。通过此次研究，分析池州市区幼儿园在开展体育游戏中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指出这些问题，让园

方、教师以及学生家长正视这些即存在但被人们不重视的问题，在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此

促进池州市区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发展，促进幼儿的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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