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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新”背景下幼师生创新幼儿体育玩教具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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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的持续与深入，万众创新已成为新常态经济的必然选择。幼师生作为大众创新创
业的人才，在创新幼儿体育活动玩教具实践中，通过“推陈出新”、“改旧成新”到“焕然一新”，实现了不同层次的创新，
提高了创新能力，培养了创新精神，提高了创新素养，提高了幼儿教师的质量，进而提高幼儿教育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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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创新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大学生提

升自身素质、谋求发展的需要。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是高等

教育的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向。幼儿健康教育中也希望通过不

断创新的体育游戏来引发幼儿积极主动锻炼的欲望，并进一

步发展幼儿的综合素质。运动器械是提高学前儿童运动能力

和身体素质的重要载体。教师将各种体育运动的目标蕴含在

器械中，让学前儿童在使用各种不同器械中掌握基本的动作

技能，提高身体素质。因此，挖掘具有锻炼价值的体育器械，

是实现体育运动目标的重要手段。幼师生将成为未来的幼儿

教师，应在学习过程中注重幼儿体育器械的创新，为今后走

上幼儿教师工作岗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2�概念的界定

创新是指人们为了发展需要，运用已知的信息和条件，

突破常规，发现或产生某种新颖、独特的有价值的新事物、

新思想的活动。

实践是创新的根本所在。创新实践是指通过对事物规律、

属性和关系的新发现或新运用，能够比先前的实践更有效地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

幼儿园体育活动中玩教具创新是指使用各种原材料，半

成品材料和自然材料，通过手工制作的方式制成的供幼儿在

体育活动中使用的玩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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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幼师生创新幼儿体育玩教具的重要性

3.1�专业的需要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强调幼儿园教师要具有不断进

行专业化学习、实践、反思和提高的意识与能力。幼儿教师

应在不断提高自身专业能力、教育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创

新玩教具是职前需要掌握的技能之一。作为高专学前教育学

生应通过创新实践实现对专业基础知识深度和广度的扩展。

同时，在创新实践中扩大自身的信息量、知识宽度，并增强

创新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幼儿园指导纲要》中指出：“幼

儿户外体育活动的时间必须保证至少一个小时。”� [�] 作为未

来的幼儿教师，在组织幼儿户外体育活动时，运用一定的体

育器械来开展体育活动，能更好地实现幼儿体育锻炼的目标。

因此，形式新颖、多样的运动器械会促进幼儿体育活动组

织的形式和组织内容的多样性，最终能实现较好的教育教学

效果。

3.2�幼儿园的需要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提出在健康领域中，开展丰富

多彩的户外游戏和体育活动，培养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

和习惯，增强体质，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作为幼儿园，

应开展充分、有效的体育活动，以促进幼儿运动能力的发展。

然而，目前幼儿园体育活动玩教具存在因教育资源的严

重缺乏而导致孩子活动不足等问题。学前儿童体育活动应生

动活泼，适合学前儿童的年龄特点，易于激发学前儿童积极

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和愿望，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

练习各种基本动作，锻炼身体，是幼儿园开展体育活动的基

本形式。为此，在职前阶段也应着眼于幼师生教具创新能力

的开发，学生结合专业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3.3�幼儿的需要

在体育活动过程中合理的使用创新的玩教具，可以丰富

体育活动内容，吸引幼儿的有意注意能力，幼儿对教具的需

求随着年龄的变化、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断发生改变。教师可

以在关注学前儿童身体运动的可能性和自发性的基础上，为

幼儿因地制宜设置丰富的、具有挑战性的运动环境和游戏，

投放多变的运动器械，激发学前儿童运动的潜能与智慧，让

他们在游戏中尝试、探索新的游戏内容和材料玩法，学习调

整自己的运动行为，调动幼儿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并能

促进幼儿在体育活动过程主动的进行学习，从而提高体育活

动的效率。这就为教师开发、创新体育玩教具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4�“大众创新”背景下幼师生创新幼儿体育玩

教具的实践研究策略

幼儿体育活动的重点在于活动所使用的玩教具，以及与

之相结合的游戏的玩法。因此，在幼儿体育活动创新方面，

从玩教具的创新和玩法的创新两个角度着手。为此幼儿体育

活动玩教具的创新实践从推陈出新、改旧成新、焕然一新三

方面开展：

4.1�推陈出新

创新活动的核心是“新”。推陈出新就是在原有玩教具

的基础上进行更新。目前幼儿园给幼儿所提供的体育活动的

玩具材料较单一，一方面不能满足孩子跑、平衡、投掷、钻

爬等基本动作发展的需要，不能实现锻炼幼儿身体，提高幼

儿身体素质的目的。另一方面，幼儿园投放的玩具材料没有

考虑到幼儿年龄特点和个体差异。幼儿园玩具材料的投放和

运用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根据幼儿年龄特点以及能力水

平的差异有层次的运用，以满足不同幼儿的发展需要，进而

促进每个幼儿都得到健康的发展。

目前幼儿园有大量闲置不用的体育活动教具，一方面教

具简单重复利用，使幼儿丧失了对其使用兴趣，导致利用率低，

加剧了幼儿园教育资源的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幼儿喜欢的

玩教具由于制作材料简易、易损坏等问题，导致不能重复利用。

这两种情况造成幼儿园体育活动的玩教具面临“有之无用，

弃之可惜”的尴尬局面。

创新性是玩教具制作的灵魂和成功的关键。为此，作为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调查了解以上情况的基础上：�. 选取玩

教具制作材料。将易损坏、不能重复利用的材料制作成的教

具，重新选取价格低，易制作，能重复使用的玩教具制作材料。

这样能激发幼儿持续参与此项体育活动的兴趣。例如，将易

损坏的塑料瓶等类型的玩具材料换成用塑料管制成的材料。

�. 深入挖掘玩教具的玩法。将幼儿已不感兴趣的玩教具通过

重新创新与幼儿体育活动内容和年龄阶段相适应的体育活动

的玩法，这样将幼儿园属于“僵尸”类型的玩教具实现再利用，

节约了成本，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在实践中践行建设节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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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精神。教师有计划的开展“一物多玩”的游戏，让幼

儿探索同一玩教具的不同玩法。

4.2�改旧成新

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即突破旧的思维定势。改旧成新是

指将民间传统游戏与新的创新玩教具相结合。民间传统体育

游戏指源于中国民间传统游戏或体育项目，具有健身性、趣

味性、广泛性、自由性、竞赛性、趣味性，便于参加和普及。

其内容具体生动，形式活泼、轻松。民间游戏有很多，比较

常见的有摔跤、滚铁环、三个字、挞沙包、捉迷藏、老鹰抓

小鸡、粘粘糕、红灯绿灯小白灯、老狼老狼几点了等等。具

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民间体育游戏 ,内容丰富多彩 ,形式轻

松活泼，节奏明快,灵活自由，有助于幼儿在体能、感知、语言、

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这些体育游戏对发展幼儿的跳跃能力，

躲闪能力，投掷能力，平衡能力，肌肉和手眼协调能力以及

幼儿的灵活性和灵敏性等身体素质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促进

作用。

然而，当前幼儿园的民间体育游戏普遍存在素材挖掘不

深、活动计划性不强、运动技能弱化、材料提供不力、安全

隐患突出等问题，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民间

体育游戏发展到今天却突然黯然失色，在孩子们的游戏活动

中销声匿迹了。[�] 这些问题导致民间体育游戏逐渐被忽视和

遗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传统文化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强调“要处理

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

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于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上讲过文化自信应从幼儿园开始，

幼儿是未来社会和祖国的接班人，对于传承传统文化，具有

重大的责任。作为幼儿教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

弘扬者。更应该在教育教学中将传统文化传递给幼儿，并使

之发扬光大。

为改善这一现状，高职学前教育学生应深入分析和挖掘

民间体育游戏中蕴含的对幼儿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的教育价

值，依据幼儿的年龄特点，科学组织体育游戏的内容、形式，

合理运用体育活动的组织策略，以促进民间体育游戏的整体

优化。具体的做法是将传统体育游戏中常用的玩具沙包外观

进行创新。可将沙包的每个面进行重新建构，如：可以在沙

包的每个面写上数字。幼儿在游戏时扔出数字几，就走几步

或双脚平并拢跳几步；也可以与跳方格的游戏结合，扔出数

字几，就向前进几步，看谁得分高，或最先到达终点为获胜。

再如：民间传统游戏滚铁环，在幼儿体育活动中可以促进幼

儿奔跑的能力、大小肌肉群配合的能力等。但传统的材料是

铁制的，其优点是好控制，缺点是重不好拿，且有一定的危

险游戏，玩法单一。为此，可选用塑料材质的环和棍。其优

点是轻，好拿好控制、安全。为此，我们可以将玩教具的两

个组成部分分开与其他材料重新组合，并依据不同年龄班组

织适合于本年龄阶段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体育活动，创新玩

法，开展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

例如，环的玩法有：小班滚环，可锻炼和发展幼儿投远

的能力；中班扔环，可锻炼和发展幼儿肩上挥臂投远的能力；

大班套环，可锻炼和发展幼儿投远、投准的能力。棒的玩法有：

小班棒和纸球组合，通过用棒赶纸球，提高幼儿控制球方向

的能力；中班棒和皮球组合，通过用棒赶皮球，提高幼儿控

制球的速度的能力；大班是棒与高尔夫球组合，通过棒击高

尔夫球，提高幼儿控制球的精准度。以上均锻炼了幼儿的小

肌肉群的发展和提高了幼儿的运动能力。这样有针对性的组

织体育活动，体现幼儿园体育活动的连续性，激发了幼儿参

与体育活动的兴趣。��

4.3�焕然一新

创新可以在借鉴前人已有的成果的基础上开创新鲜的、

从未出现过的事物。为此，可将创新赋予新的玩教具以及新

的玩法上。

例如：幼儿体育活动爬的作用为了锻炼幼儿四肢的力量

和协调能力。但幼儿在地上爬时容易弄脏、弄伤小手等问题。

为了锻炼幼儿爬的能力，可以收集广告用的废旧扇子将其制

作成不同动物脚印形状的小脚丫，再加上一个套环。这样可

以组织体育游戏，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动物脚印形状的小脚

丫，套在手上，模仿动物在地上四散爬，也可以边爬边唱着

儿歌。这样既保护了幼儿的小手不受到伤害，又可以让幼儿

在模仿游戏中锻炼了幼儿四肢的力量和协调能力，提高了幼

儿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再如，用旧鞋盒制成大拖鞋模样，

幼儿将脚套在里面走路，这样既发展幼儿腿部的力量和走的

能力，同时锻炼了幼儿的平衡能力和大肌肉群的力量，提高

了幼儿的身体素质。还可以用废旧的洗衣液桶制作成小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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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子，锻炼幼儿负重走、跑和平衡的能力，或者用双手提

洗衣液桶，这样对锻炼幼儿臂力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幼师生在创新幼儿体育活动玩教具实践中，通过“推

陈出新”、“改旧成新”到“焕然一新”，实现了不同层次

的创新。学生在创新实践中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不断提高，

从模仿、改进到研发玩教具，在实践探索中，发展了学生的

创新思维，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拓宽了创新实践的渠道，

夯实了专业知识，培养了创新精神，为成为一名具有创新素

养的优秀幼儿教师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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