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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幼儿户外体育活动区运动实施策略
王佳

西固区学前教育服务中心文化小区幼儿园，中国·甘肃兰州

幼儿时期正处在身体动作发展的基础阶段，发展幼儿的动作，如走、跑、跳、钻、爬、攀登、投掷等，不仅能提高幼儿身
体素质，而且有利于提高幼儿的运动能力，增强幼儿体质，是幼儿在体育活动中认识自我、探索、体验和认识外部环境的
重要方式，有益于幼儿身体、心理各方面的和谐发展，体验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情绪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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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中指出：“幼儿阶段是儿童身体发育和机能发展极为迅

速的时期，也是形成安全感和乐观态度的重要阶段。发育良

好的身体，愉快的情绪、强健的体质、协调的动作、良好的

生活习惯和基本的生活能力是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标

志，也是其他领域学习与发展的基础”。因此，关注和促进

幼儿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幼儿阶段保教工作的重点，对幼

儿一生的发展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幼儿园中，幼儿体育活动是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促进幼儿生长发育、增强幼儿体质、培

养幼儿运动兴趣和习惯为任务的教育，幼儿时期正处在身体

动作发展的基础阶段，发展幼儿的动作，如走、跑、跳、钻、

爬、攀登、投掷等，不仅能提高幼儿身体素质，而且有利于

提高幼儿的运动能力，增强幼儿体质，是幼儿在体育活动中

认识自我、探索、体验和认识外部环境的重要方式，有益于

幼儿身体、心理各方面的和谐发展，培养幼儿的团队精神、

竞争、合作与分享的能力，体验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情绪

的愉悦。

3—6岁的幼儿机体的发育不够成熟，机能不够完善，

但是生长发育却很迅速，适当的体育运动对幼儿的运动系

统、心肺系统、神经系统等具有良好的刺激和促进作用。下

面将以大、中、小班幼儿年龄特点和动作发展目标为例，浅

谈幼儿户外体能大循环实施策略。

2 小班幼儿户外体能大循环运动实施策略

2.1 小班幼儿年龄特点及体育器材投放

小班幼儿年龄小，幼儿的思维是先做再想，注意力短

暂和模仿能力强的年龄特点，具有较强的直觉行动性。在体

育器材的投放上首先要有足够数量的体育器材，且是幼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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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常见的、能直接进行运动的器材，如沙包、皮球、

软飞盘等，便于幼儿操作，幼儿爱动爱跑的天性才能得到满

足，并在与体育器材的互动中发展能力。另外，幼儿在体育

活动中所提供的器械要形象生动、色彩鲜艳、这样才能调动

幼儿的兴趣，使幼儿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体育活动中去 [1]。

2.2 制定小班幼儿动作发展目标

制定小班幼儿动作发展目标，以跳、平衡、钻、爬的

动作发展为例，见表 1。

表 1 小班幼儿运动技能目标

跳 能身体平稳双脚连续向前跳。

平衡 能沿地面直线，在较窄的低矮物体上走一段距离。

钻 能在 65~70厘米高的障碍物下钻来钻去。

爬 能手、膝着地自然协调地向前爬。

2.3 小班体能循环运动区的设置

小班体能循环运动区的设置见图 1。

图 1 小班体能循环运动区的设置

3 中班幼儿户外体能大循环运动实施策略

3.1 中班幼儿年龄特点及体育器材投放

中班幼儿随着动作的发展和运动能力的提高，已经能

够四肢协调地做一些连续性的动作，乐于运动身体各部位，

活泼好动、任务意识及同伴关系的明显增强是幼儿的年龄

特点。在体育器材的投放上首先要投入变化性较强的体育器

械，有利于幼儿在操作器械时不停地变换姿势和活动方式；

其次体育器械应具备形象并能创造出多种新玩法的功能，幼

儿可以通过小组的形式，共同进行游戏分工、合作，共同完

成器械的运动任务 [2]。

3.2 制定中班幼儿动作发展目标

制定中班幼儿动作发展目标，以跳、平衡、钻、爬的

动作发展为例，见表 2。

表 2 中班幼儿运动技能目标

跳
能自然摆臂连续跳纵物，能助跑跨跳平行线，跳跃距

离不少于 40厘米。

平衡 能在较窄的低矮物体上平稳地走一段距离。

钻 能熟练协调的在 60厘米高的障碍物下钻进钻出。

爬 能以匍匐的方式向前爬。

3.3 中班体能循环运动区的设置

中班体能循环运动区的设置见图 2。

图 2 中班体能循环运动区的设置

4 大班幼儿户外体能大循环运动实施策略

4.1 大班幼儿年龄特点及体育器材投放

大班幼儿运动能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动作较协调、灵敏，

有极强的求知欲和认知兴趣，喜欢冒险、探究、合作是大班

幼儿的年龄特点，这时幼儿对运动器械的选择性有了明显的

倾向，在体育器材的投放上要侧重操作难度、探索性增强的

活动器械，如百变绳索、弹力棒、自由拼搭运动器材等，一

物多玩，给幼儿更多探索与创造游戏玩法的机会。

4.2 制定大班幼儿动作发展目标

制定大班幼儿动作发展目标，以跳、平衡、钻、爬的

动作发展为例，见表 3。

表 3 大班幼儿运动技能目标

跳 能双脚站立从 35厘米的高处往下跳，落地较稳。

平衡 能在斜坡、荡桥和有一定间隔的物体上较平稳的行走。

钻 能侧身、缩身钻过 50厘米高拱形门。

爬 能以手、脚爬的方式爬一段距离。

4.3 大班体能循环运动区的设置

大班体能循环运动区的设置见图 3。

图 3 大班体能循环运动区的设置

体育运动区结合不同幼儿年龄特点和体质发展的实际

情况，投放了以锻炼幼儿体能和基本动作发展的运动器械，

影响着幼儿参与体育活动的情绪和行为，对幼儿参与体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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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情绪和行为产生正向的诱发力，增强幼儿参与体育活动

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运动区通常是以不同的基本

动作或运动器材来划分的，如跳跃区、钻爬区、平衡区等，

根据活动目标确定幼儿体育活动内容、体育器械投放、时间

安排等，活动中打破班级界限，为幼儿同时提供多样的体育

活动区，组织幼儿自主选择运动器械或集体进行体能循环活

动，（建议早课间时段采用集体体能循环活动方式，下午操

时段采用幼儿自主体育活动的方式），各个区域根据幼儿运

动量的需要，尽可能地多提供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运动器

材，运动区的设置要与幼儿运动发展目标有所关联，成为一

个相互递进，相互衔接的循环体育活动区域，以满足不同兴

趣和能力水平幼儿的运动需要，提高幼儿运动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使幼儿在轻松、愉快的身体运动中获得身体素质和动

作能力上的提高和发展 [3]。

5 幼儿体能循环注意的几个问题

5.1 注重户外区域活动的规划性

在组织幼儿户外体育区活动时，要充分考虑活动场地

大小、距离与投放器材形状、功能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利用

场地，采取集中摆放、分散摆放、线形摆放、组合摆放的形式，

合理运用体育器材，创设各具功能的活动区，最大限度地拓

展幼儿体育运动的空间。

5.2 注重活动内容的均衡性

幼儿园体育教育以提高幼儿身体素质，发展幼儿基本

动作为目标，在锻炼幼儿基本动作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梳理

幼儿动作发展的延展内容，如爬，可以手、膝爬、手、脚爬、

匍匐向前爬、单肘侧身爬等，不断向上、向下延伸幼儿动作

发展的空间，丰富幼儿不同的运动体验，使幼儿基本动作均

衡的发展。

5.3 注重幼儿运动量的适宜性

体育活动的组织和实施必须遵循幼儿在运动过程中身

体机能变换的规律。运动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幼儿体育锻炼的

效果，运动量过小，运动对幼儿身体的刺激就小，起不到锻

炼和增强体质的目的，运动量过大，运动量的刺激超出了幼

儿身体的承受范围，会对幼儿身体产生不利的作用，运动量

的安排应该体现小→大→小的原则，即活动前的热身运动和

运动后的放松运动小，活动过程运动量大。适宜的运动量才

能有效地增强幼儿身体器官、系统的适宜性，促进幼儿的生

长发育和身体健康。

6 结语

体育运动以它丰富多样的内容材吸引着幼儿，自由自

主的游戏和体能大循环让幼儿身心愉快，充满激情。体育运

动能缓解幼儿紧张的情绪，减少和消除幼儿不良的情绪，幼

儿在快乐的体育活动中，收获的是自信、成功，体育运动有

助于培养幼儿积极乐观的态度与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意

志品质，为幼儿社会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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