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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体育活动是幼儿园活动的基本内容，积极有效地

开展户外体育活动，不仅能给孩子带来快乐，帮助孩子提高

运动能力，促进身体素质的提高，也为儿童的心理发展的良

好条件，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

幼儿教育是为人的终身发展做准备的理念已经确定。如何使

幼儿乐意学、学会学已成为幼儿教育追求的目标，各领域的

教育也随之发生了重心的转移。

使幼儿乐于参加体育活动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体育活动中，

只有幼儿对活动材料感兴趣，才能引发幼儿活动的热情和积

极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在快乐中学习。因此，

教师应根据平时的观察，了解幼儿的喜好，从幼儿的新起点

入手，为他们提供感兴趣的材料，调动幼儿的活动积极性。

如在日常生活中笔者发现绝大多数幼儿喜欢玩纸，便

抓住他们的这一特点，灵活使用废旧报纸，开展花样玩纸球

的体育游戏，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身心得到很好的发

展。在此基础上笔者大胆利用废旧床单组织幼儿游戏，让他

们在玩的过程中既体验了游戏的快乐，又使跑、跳、爬、钻、

滚等多种能力得到锻炼，同时还培养了幼儿的合作意识，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再如孩子们平时喜欢小动物，根据幼儿这一爱好，在

大班的体育活动中，笔者设计了寻找失踪小动物的体育游戏

活动，在有鸡、鸭、小狗等小动物脚印的地方设置了钻、爬、

跳等场景，使幼儿在寻找小动物的过程中兴趣浓厚，思维活

跃，自立性强，注意力集中，态度积极。在玩中较快地掌握

侧钻、匍匐爬、助跑跳等基本动作，并且生成了《护送小动

物回家》这一新的游戏活动。幼儿对这些活动环节都乐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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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这一切都说明只有抓住幼儿的兴趣点投放材料，才能使

幼儿乐于参加体育活动 [1]。

活动中体验成功，增强自信

让幼儿在活动中有安全感和控制感，体验到成功的快

乐，不仅能保持和增强他们对体育活动的乐趣，而且能增强

他们的自信心。

在同一目标的活动范围内，教师应为幼儿同时提供两

种以上的，具有一定体能水平差异的活动材料，让幼儿根据

自己的能力水平或兴趣自由选择进行练习。例如，培养幼儿

平衡能力，笔者为幼儿提供一种落地式的平衡木、一种离地

面有高度的平衡木，两种材料的提供，从体能水平和心理素

质上对幼儿提出不同的要求，在活动中，每个幼儿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器械进行自主练习，笔者则给予幼儿及时

的帮助和引导。例如，对选择第一种器械的幼儿给予肯定

和支持，对选择第二种器械的幼儿给予适当的帮助和赞赏，

并鼓励和支持他们进行多种选择和练习，因此当幼儿走在不

同高低的平衡木上时，就对幼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挑战，促

使幼儿不断挑战自我，挑战体能。让幼儿根据自己的愿望自

由选择走不同高低的平衡木后，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高了，

孩子不再害怕失败，从而支持了每个幼儿在自身基础上有效

地发展平衡能力，使不同水平的幼儿都充分体验到成功的快

乐，增强了他们对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 [2]。

体验体育活动的乐趣

在组织活动中，要为幼儿提供自主选择与自主练习的

机会，使幼儿有机会根据自己体能的状况进行实践，将统一

的、标准化的身体练习转化为有能力层次的，可自主选择

的身体练习，并使他们有机会尝试向更高的体能目标挑战自

己。例如，在确定以爬行练习为主要活动目标后，笔者让幼

儿自己决定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爬行，并积极鼓励幼儿进行大

胆的想象与创造，尝试与探索，并赞赏每个幼儿的独特发明，

有的幼儿模仿蛇、海豹、企鹅做匍匐式的爬行；有的幼儿模

仿熊、狮子、狼四肢支撑地面进行爬行，幼儿不断地尝试着

新的爬行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与幼儿、幼儿与幼儿搭起

了互相交流，互相展示的平台，从中选出二到三种爬行的方

式或动作，组织全体幼儿一起进行模仿练习，进行分组比赛，

活动由此一步一步地展开，不仅丰富了活动方式，而且使幼

儿身体动作的灵活性与协调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

通过这个案例，笔者得到几点启示：第一，按照教师的意

志和愿望，让幼儿去玩这玩那，是不对的。应该充分尊重幼

儿的主体性，由幼儿自己去选择玩法；第二，教师必须在幼

儿玩的过程中，把幼儿的想法挖掘出来。第三，尊重幼儿的

主体性，不等于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指导，重要的是必须

顺着幼儿的思路进行指导。给幼儿的学习以有效的支持和促

进，幼儿在游戏中不但促进了全身协调能力的发展，也感受

到成功的乐趣。

教师在安排幼儿进行体育活动中，要善于观察幼儿活

动和兴趣所在，善于捕捉来自幼儿的问题或发现，积极了解

幼儿感兴趣的事情，从中获取信息，生成想法，将其与幼儿

体育活动的具体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生成一些能引起幼儿

积极反应和共鸣的目标性的体育活动。例如，在一次平衡木

自由练习时发生了两名幼儿在平衡木上面对面相碰的现象，

他们都想继续向前走，谁也不下来让对方先过去，受了这个

启示，笔者组织了《过桥面对面》的新体育游戏，让幼儿来

讨论和探索，面对面相遇后怎么办？幼儿的兴趣一下子就被

调动起来，他们争先恐后地想办法进行尝试，有的幼儿想在

桥上两人抱在一起，相互配合移动身体，交换位置；有的幼

儿想到两人背对背，蹭着边过去；有的幼儿想退回去，让对

方先过桥，自己再过桥。幼儿把这些办法一一讲述出来后，

笔者就鼓励幼儿去尝试自己的想法，让大家观摩和学习，幼

儿在尝试过程中，既解决了活动中出现的难题，培养了幼儿

合作能力，又进一步锻炼了幼儿身体的平衡能力和动作的协

调性。

在活动中，笔者始终不愿意用固定的模式来框住幼儿，

喜欢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尝试，去自主活动，教师的态

度和行为是积极的，给予幼儿积极的支持、鼓励、引导和赞

赏，让幼儿自己带着自己走，以幼儿的自主活动来引导整个

活动过程。

另外，在组织好体育活动的同时还要注意到以下几个

问题。

教师应根据活动内容的难易程度，幼儿的实际水平合

理选用，如果体育活动的内容是幼儿所熟悉的或动作本身的

难度不大，可不用或少用示范方法，先让幼儿自由探索，然

后教师组织幼儿进行经验展示与共享。但如果活动的内容是

幼儿首次接触的，动作难度较大，可以直接采用示范教学法

组织幼儿学习，同时教师边示范边讲解，有利于幼儿形成正

确的动作概念 [3]。

教师能否根据活动目标，要求以及幼儿的具体情况，

合理安排练习密度，对于幼儿掌握动作技能，提高锻炼效果，

增强体质，关系很大。一般情况下，幼儿体育活动的练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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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加权平均法计算领用包装物、领用低值易耗品、生产车

间领用上步骤自制半成品等存货的成本及计算当月已销售

商品的成本时，就能够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有人说过：谁能够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深奥的问题

通俗化，谁就是教育家。教师只要用心，就会发现会计专业

各门课程中的很多知识点都可以采用通俗化教学。在中职院

校会计专业教学中采用通俗化教学，把教学内容生活化、本

土化，让学生体会到身边处处是会计的乐趣，对学生掌握会

计专业理论知识，增强会计实践操作能力，提高教学效果是

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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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 60%~70%，幼儿体育新授课的练习密度是 50%左右，

如果教师的教学形式呆板，不让幼儿自主地选择，自主地活

动，让幼儿排队等待的时间长，浪费和占用了幼儿练习的时

间，从而影响到幼儿活动密度偏低，锻炼效果较差。活动量

的大小同样影响到幼儿体育活动的质量，活动量小，对促进

幼儿的正常发育，增进健康作用不大，不利于动作技能的提

高；活动量太大，超过了幼儿身体所能承受的限度，有碍幼

儿机体的正常发育，甚至会导致伤害事故，有损幼儿健康。

因此，教师必须根据幼儿年龄特点，体质情况以及场地、器

械等条件，合理安排幼儿的活动量。

安全是幼儿园开展各项教育活动的普遍要求，在体育

活动中更应特别地加以强调。在组织环节中教师要充分意识

到自由活动这个时段是整个体育活动安全教育的重心，需切

实做好这一时段的安全工作。

活动前，教师要对活动场地，活动器械进行检查，及

时消除不安全因素，并向幼儿讲清楚活动器械的使用方法及

注意事项，结合活动内容有针对性地强调活动的某个环节，

某个动作存在的危险性。教师应注意自己所处的位置视线应

尽可能看到每一个幼儿的活动，以便处理突发事件。在整个

活动中，教师要适时地给予幼儿安全保护，使幼儿能轻松愉

快地活动。

总之，在组织幼儿体育活动中，不仅需要教师在教育

观念上有所更新和提高，为幼儿主体性的发挥提供发展空

间，更需要教师在组织过程中进行方式方法上的大胆尝试与

实践，做到心中有孩子，以幼儿的发展水平来指导自己的教

育教学行为，为幼儿体能的提高与发展，乃至身心和谐发展

提高适宜的学习环境和发展机会，从而有效地锻炼幼儿的身

体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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