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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幼儿的体育活动是幼儿园一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国的《幼儿园工作规程》早已指出：“幼儿园的任务是实行

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幼儿实施体、智、德、美诸方

面全面发展的教育，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在培养目标

上明确把“体”放在首位，这充分强调了“体育”对幼儿全

面发展的重要性。开展适合学前儿童特点和需要的体育活动，

对于激发其运动兴趣，提高身体素质，增进健康水平，都具

有深远的意义。

论文的体育活动是以体力活动的概念为依据，扩大

了传统体育活动的外延。体力活动（3K�VLFDO��FWLYLW�，

3�）也称为身体活动，是指“任何由骨骼肌收缩引起的

导致能量消耗的身体运动”>��。����年，在第 ��届美国

运动医学年会中指出，体力活动是指任何动作，只要是由

骨骼肌收缩引起的身体运动所产生的能量消耗，这可以包

括工作、交往、日常生活中的体力活动及闲暇时的体育活�

动 >��，如行走、骑车、上下楼梯和做家务等。基于此，体育

活动的外延得以扩展，除包括传统体育运动和体育游戏中的

粗大类、精细类活动外，还包括劳动等日常身体活动。按照

幼儿活动空间进行划分，幼儿园体育活动可分为户外体育活

动和室内体育活动两大类。目前，幼儿园的体育活动多以户

外活动为主，因幼儿园室内空间限制等原因，经常忽视室内

体育活动的开展。而实际上，幼儿在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幼

儿园室内当中，对于室内体育活动的忽视无疑削减了原本属

于幼儿的运动时间和机会。室内体育活动是指幼儿在活动室、

阳台、楼道、门厅等室内场所进行的身体活动，室内体育活

动的价值主要是在于它的补充性。一方面，在风沙雨雪、雾

霾等特殊天气下，户外活动场地不能满足幼儿活动需要，即

可以充分利用室内场地进行补充；另一方面，有些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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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活动在学前儿童成长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幼儿体质健康、认知能力和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幼儿园体育活动的开展多以户外为主，时常忽视室内体育活动的价值。究其源头，即是没有把握体育运动的生活化本
质。因此，论文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下提出室内生活体育活动的概念，通过阐述其概念和特点，探索室内生活体育活动实
施的策略，将体育活动融于幼儿的日常生活。

关键词

幼儿；室内体育活动；生活教育

【作者简介】肖晗（1995-），女，中国河北唐山人，硕

士，从事学前儿童体育教育研究。



��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15 期·2021 年 8 月

如手指、脚趾等精细类活动，更适合在室内进行。另外，室

内地面平坦、清洁，更适宜开展翻滚和钻爬类的活动 >��。可见，

室内体育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户外活动的不足，潜藏

着巨大的教育价值，对于幼儿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应给

予足够重视。

2�室内生活体育活动的概念

室内生活体育活动的提出基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主线和重要基石，他

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他表示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他认为生活即教育，

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并蕴含于生活之中，必须和生活结

合才能发生作用，要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而体育源

于原始社会的生产、生存斗争与宗教活动。因此，体育的本

质离不开生活，是生活孕育了体育 >��。《体育课程标准》也

十分强调体育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即体育要体现“源于生活、

寓于生活、用于生活”的理念，这和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

理念是一致的。因此，体育活动应该尽可能联系幼儿的生活，

使幼儿注重参与、享受生活，让体育真正回归幼儿生活。基

于此，提出论文室内生活体育活动的概念：即幼儿在室内进

行的，以幼儿“随时运动”为宗旨，基于幼儿身心发展特点

及兴趣需要，融于幼儿一日生活的、使儿童方便介入、轻松

参与的体育活动。室内生活体育活动降低以往体育运动的参

与门槛，引发幼儿的参与兴趣，提高参与的频率，实现幼儿

体育活动的日常化和常态化，使幼儿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与

生活方式，创造终身运动的健康生活。

3�室内生活体育活动的特点

3.1�时间生活化

室内生活体育活动的时间是生活化的，活动的开展强调

随时性。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存在大量的过渡环节，在这些

过渡环节中，幼儿存在消极等待的现象。《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早已指出，在科学、合理地安排幼儿一日生

活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集体行动和过渡环节，减少和消除

消极等待现象 >��。因此，在开展室内体育活动时，可以充分

挖掘生活中过渡环节的价值。例如，在晨间活动前融入热身操，

可激活身体，防止运动损伤，帮助幼儿更好地投入到后续晨

间活动中；或在午饭后融入手指操、串珠和系扣子等手部精

细类活动，以改变幼儿饭后无所事事的现状，自然而然地将

体育运动融入幼儿日常生活，逐步提高幼儿运动能力和体质

健康。

3.2�环境生活化

环境是隐形的课程，室内生活体育活动的环境是生活化

的，创设适宜的活动环境对于幼儿体质健康的发展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当前，幼儿园在室内环境创设时，更关注班级内

部环境的创设，尤其是墙面的设计。幼儿园墙面上贴有各种

与主题相关的内容、标识及幼儿的作品等，多起提醒和展示

功能。而实际上，墙面的作用不止于此，可以在墙面悬挂投

掷粘球靶，幼儿玩投球，促进其投掷能力的发展。此外，班

级的地面和天花板也蕴含着极大的教育价值，但却时常被忽

视。可以通过在地面粘贴标识，如直线曲线、方格和脚印等，

或是改造天花板吊饰，如长线吊球等方式，为幼儿的室内体

育活动创设有准备的环境，这种环境带给幼儿的并不是刻意

的运动，而是在任何时候，当幼儿看到周围的环境，自然而

然激发其各种体育运动行为的发生。

3.3�过程生活化

室内生活体育活动的过程是生活化的，这与室内体育活

动材料的特征有一定关联。不同于户外活动中的大型器材，

如平衡木、轮胎、拱形梯和攀爬网等，需要教师提前帮助幼

儿摆放，幼儿活动结束后教师再将材料归位，从而导致幼儿

独立整理材料环节的缺失，打破了生活体育中本应连续的活

动过程。相反，由于室内体育活动的材料具有小巧、轻便的

特点，活动的器材都可以由幼儿自行摆放和整理，能够改变

户外活动中完全由教师放置和整理活动材料的现状。在此过

程中，不仅能提高幼儿自我服务的意识，还能促进其自理能

力的发展。例如，在“穿越火线”游戏中，教师引导幼儿将

桌椅、绳、垫等材料摆放整齐后开始活动。活动结束后，幼

儿再将游戏材料放回原位并进行整理，从材料的摆放到游戏

进行再到材料的整理都由幼儿自行完成，这一完整的活动过

程体现了体育活动生活化的意味。

4�室内生活体育活动的实施策略

4.1�重视与幼儿园课程相结合

室内生活体育活动的有效实施要与幼儿园课程相结合。

幼儿园课程由一系列主题教学活动组成。主题教学活动是将

五大领域的教学内容综合到一个网络状的主题之中，围绕主

题而展开的一系列教育活动 >��。因此，基于整合性课程的思

想，体育活动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要以各领域活动为创生点，

自然而然地将体育活动融于幼儿一日生活中，保证各领域活

动之间的连续性和延伸性。例如，在“多彩的秋天”主题下

开展室内体育活动，活动设计除了紧紧围绕秋天这一主题外，

更要与主题下其他领域活动的内容相结合。例如，科学领域“大

大小小的水果”活动结束后，可将有关“水果”的活动内容

继续延伸至离园。在离园前可以组织幼儿开展“水果丰收”

的投掷类体育活动。由此，幼儿一日生活中的活动内容能够

相互衔接，具有良好的连贯性，对于幼儿的整体性发展产生

积极影响。同时，要重视生成性体育活动的开展。幼儿生成

性体育活动更是源于自然生活，当幼儿对新事物产生兴趣且

富含教育价值时，要改变原有体育活动内容，满足幼儿好奇

和探索的欲望，更好地投入到体育活动中。此外，室内生活

体育活动不仅仅强调系统知识教育的完整性，更注重生活体

育的坚持性和长效性，并关注幼儿的运动情绪和体验，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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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中能很好地表现自我，随时随地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逐渐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促进其体质健康发展。

4.2�融入定向运动的游戏形式

定向运动起源于 ����年的瑞典，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起初是一项专门的军事体育活动，后来该项运动逐渐游戏化

和大众化。传统的定向运动是指选手在地图和指北针的帮助

下，逐一到达地图上点标所示的实际位置，时间最短者为胜 >��。

定向运动作为一项综合性较强的体育活动，因富有趣味性和

竞赛性的特点，其价值逐渐得到教育者认可并引入幼儿园。

幼儿园定向运动是以幼儿为参与主体，以幼儿熟悉安全的环

境为活动背景，以与幼儿年龄特点、发展特点相适应的地图

为辅助工具，根据幼儿认知、动作、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发

展特点开展的利用地图和指南针找到图上所指示的各个点标，

以最短时间到达所有点标者或完成其他目标为胜的一类运�

动 >��。幼儿园即是一个微型定向运动场，作为幼儿十分熟悉

的场所，能够很好地开展定向运动。教师在幼儿园主题课程

背景下，创设与主题相关的定向运动情景，将定向运动与幼

儿走、跑、跳、翻滚、钻爬等体育运动相结合，在幼儿园的

室内班级、大厅和走廊等区域设置各种标志物和打卡点，幼

儿在参与体育运动的同时，完成定向运动的打卡目标。同时，

根据主题的变化，及时更改定向运动情景、点标和路径，让

幼儿保持新鲜感，积极主动地进行体育运动，真正获得运动

的乐趣。抓住定向运动的中“定向”精髓，将其融于幼儿一

日生活中，不仅可以强健幼儿的体魄，更能培养幼儿善于观察、

勤于思考和坚持专注等学习品质，而这些学习品质的养成不

仅是幼儿园各领域教育的核心所在，更对幼儿未来的学习和

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4.3�重视劳动教育的渗透

基于体力活动概念下的体育活动也包括日常的劳动。学

前时期是基础教育的奠基时期，在幼儿园开展适宜的劳动教

育有其独特的价值。一方面，劳动是幼儿自我服务的过程，

是培养自理能力的极佳途径。通过劳动收获成果，能使幼儿

身心愉悦，不断提高自我效能感和胜任力，逐渐产生自信心

和自我认同感；另一方面，劳动可以促进幼儿血液循环和新

陈代谢，增强幼儿心肺功能，同时使肌肉与关节得到锻炼，

是促进幼儿身体发育的重要方式。此外，幼儿在劳动过程中

还需要手眼配合，从而锻炼幼儿身体协调和控制能力 >���。但是，

传统劳动教育一般以说教和讲故事为主，很少让幼儿进行实

践，劳动教育简单化、形式化，脱离幼儿日常生活，教育效

果不明显、意义不深刻。实际上，生活即是幼儿成长的土壤，

幼儿的劳动教育必须植根于生活，才能焕发活力。生活中的

劳动教育即是教师将劳动的契机隐藏于幼儿在园的一日生活

中，有意识地引导幼儿劳动并参与自我服务。例如，教师可

以在日常生活中指导幼儿穿脱衣服、叠被子、系扣子鞋带、

洗杯子和擦桌子等。此外，教师可以组织幼儿进行集体服务，

为班级做力所能及的劳动，通过轮流安排小值日生等方式培

养幼儿的集体责任感。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幼儿整理活动材

料和书籍，带领幼儿捡垃圾和浇灌绿植等。日常生活中的劳

动教育具有极强的渗透力，教育者可以运用巧妙的方式为幼

儿创造更多的运动机会，增加幼儿每日运动量，提高幼儿的

身体素质，培养幼儿良好的劳动品质，让幼儿在生活中参与

劳动，在劳动中强健体魄、塑造品格。

5�结语

如今，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仍具有不朽的价值，

在新的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下开

展的体育活动，对幼儿体质健康的发展、运动习惯的养成和

学习品质的塑造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体育本源于生活，

也应服务于生活。生活是体育活动的现实基础和源泉，幼儿

体育活动的开展必须植根于生活。室内生活体育活动因其时

间、环境和过程的生活化特点，是实现体育与生活联动的重

要途径，通过日常室内生活体育活动的开展，能促进幼儿体

质和运动能力的发展。同时，室内生活体育活动的开展为幼

儿创造了大量合作、交往的机会，能够不断促进幼儿社会性

和良好品质的发展。此外，室内生活体育活动的开展也必须

重视幼儿的主体地位，幼儿能够自主创设运动环境、选择体

育活动内容和方式，主动地体验并取得收获，真正使体育活

动成为幼儿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体育精神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促进幼儿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使幼儿在体育活动

中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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