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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园体育游戏在幼儿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实际开展中，幼儿园体育游戏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游戏内
容过于单一，缺乏多样性和趣味性；其次，游戏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存在安全隐患；最后，游戏开展缺乏规范和有效的教学方法，难以实现教育目标。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游戏内容、安全性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着手，制定多样性、安全性保障和有效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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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游戏是幼儿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幼儿身心健

康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实际开展中存在许多问题。这

些问题影响了幼儿园体育游戏的质量和效果。本文将从游戏内容、

安全性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探讨幼儿园体育游戏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为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开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和借鉴。

1 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形式和要求
幼儿园体育游戏是幼儿阶段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有

趣的游戏形式来培养幼儿的身体素质、运动技能和认知能力，同时增

强他们的社交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形式和要求对

幼儿的身体和心理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形式多

样，可以分为传统游戏和现代游戏两种。传统游戏包括跳绳、踢毽子、

玩泥巴等，这些游戏历史悠久、简单易学，适合幼儿园阶段的幼儿

参与
[1]

。现代游戏则包括各种体育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乒乓球

等。这些游戏需要更高的技能和体能水平，适合年龄较大的幼儿参与。

无论是传统游戏还是现代游戏，都应该注重游戏的趣味性和多样性，

让幼儿在游戏中感受到运动的乐趣。除了游戏形式外，幼儿园体育

游戏还有一些要求。首先，要根据幼儿的年龄和发展水平来设计游戏，

避免过于复杂或过于简单，让幼儿能够顺利参与和完成游戏任务。其

次，游戏应该注重幼儿的全面发展，既要注重身体素质和技能的培养，

也要注重认知和情感能力的培养。再次，游戏应该注重幼儿的安全

和健康，要避免过于激烈或危险的游戏，确保幼儿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总之，幼儿园体育游戏的形式和要求都应该根据幼儿的年龄和发展

水平来设计和安排，注重游戏的趣味性和多样性，以及幼儿的全面

发展和安全健康。通过科学合理的游戏形式和要求，可以让幼儿在

游戏中享受运动的乐趣，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2 幼儿园开展体育游戏的重要性
幼儿园是儿童体育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开展体育游戏不仅能

够促进幼儿的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还能够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

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首先，幼儿园开展体育游戏有助

于促进幼儿的身体素质发展。体育游戏是儿童体育的主要形式之一，

通过跑、跳、爬、滚、游泳等活动，能够锻炼幼儿的身体各个方面

的素质，如耐力、速度、协调性、柔韧性、力量等。在幼儿园开展

体育游戏活动，可以让幼儿在游戏中快乐地学习和锻炼，激发他们

对运动的兴趣和热爱，从而使他们具备健康的身体素质
[2]

。其次，幼

儿园开展体育游戏对幼儿的心理健康也有重要影响。幼儿的心理健

康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体育游戏正是一种能够促进幼

儿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体育游戏，幼儿可以充分发泄自

己的情感，缓解紧张和压抑的情绪，增强自信心和自尊心，培养积

极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此外，体育游戏还可以促进幼儿的大脑发

育，提高认知能力和记忆能力，使幼儿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第三，

幼儿园开展体育游戏还有助于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幼儿时期是生

命发展的重要阶段，而在这个阶段，幼儿对世界的认知主要通过游

戏和活动来实现。通过体育游戏，幼儿可以接触和了解更多的事物，

开阔视野，增加见识，丰富生活经验，培养自主学习和探索精神。在

体育游戏中，幼儿可以学习如何规划和执行任务，如何解决问题和面

对挑战，以及如何与他人合作和交流。这些经验不仅对幼儿的成长

和发展有重要意义，也为他们将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基础。最后，

幼儿园开展体育游戏还有助于培养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幼儿园是幼

儿社会化的重要场所，通过体育游戏活动，可以让幼儿学习如何与

他人相处、如何合理竞争和合作、如何遵守规则和约束等。这些都

是幼儿未来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能力和素质，也是幼儿园教育

的重要目标之一
[3]

。通过体育游戏，幼儿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社会

规范和价值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和集体意识，为成为具有高素质

和品德的公民奠定基础。总之，幼儿园开展体育游戏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能够促进幼儿的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还能够丰富幼儿的生活

经验，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幼儿的

社会性发展。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应该更加重视体育游戏的开展，

为幼儿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

3 幼儿园体育游戏开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体育游戏活动难以吸引幼儿的参与

体育游戏活动在幼儿园教育中是一种重要的活动形式，但是在

实际开展中，很多幼儿并不愿意参加。这主要表现为幼儿在体育游

戏中的表现较为被动，缺乏主动性，难以积极地参与游戏活动。成

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幼儿缺乏对游戏的兴趣和热爱，二是游戏

的内容和形式难以引起幼儿的兴趣。

3.2 体育游戏活动难以满足幼儿的发展需求

体育游戏活动在幼儿园教育中是一种重要的发展手段，但是在

实际开展中，很多幼儿的发展需求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比如，

体育游戏的形式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难以满足幼儿的个性化需求。

幼儿的发展需求具有多样性和个性化，而游戏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往

往比较固定，难以满足幼儿的个性化需求，幼儿园教育者对幼儿的

需求和兴趣缺乏充分了解和关注
[4]

。

3.3 体育游戏活动的安全隐患较多

体育游戏活动在幼儿园教育中是一种重要的活动形式，但是在实

际开展中，存在安全隐患较多的问题。幼儿在体育游戏中容易受伤或

发生意外，安全性得不到保障。主要是因为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

力较弱，难以对自身的安全状况进行有效的评估和把握，再有就是幼

儿园教育者对幼儿的安全意识和保护措施缺乏充分的重视和关注。

3.4 体育游戏活动的教育意义得不到充分发挥

体育游戏活动在幼儿园教育中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但是在

实际开展中，教育意义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这主要表现为幼儿在体

育游戏中缺乏系统的教育目标和有效的教育方法，无法达到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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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效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幼儿园教育者对体育游戏

活动的教育意义和目标认识不足，无法将游戏活动与幼儿的全面发

展相结合，再加上教师缺乏有效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就会导致幼儿

在游戏中无法获得有效的学习经验和启示
[5]

。

4 幼儿园开展体育游戏的具体对策

4.1 设计富有吸引力的游戏形式

幼儿园开展体育游戏是促进幼儿身心健康、促进社交能力和认

知发展的重要手段。为了让幼儿积极参与体育游戏活动，设计富有

吸引力的游戏形式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从幼儿的兴趣点出发，选

择幼儿熟悉并喜欢的游戏内容，是设计富有吸引力的游戏形式的关

键。幼儿天性好动，对于快节奏、富有变化的活动比较感兴趣。因此，

可以在游戏形式的选择上，加入一些富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内容，

比如围绕寻找藏匿的“宝藏”展开的“寻宝”游戏，或者跳绳比赛中，

加入不同颜色的跳绳和不同跳法的要求等等。其次，设计富有趣味

性和挑战性的游戏形式，可以让幼儿在游戏中体验到成就感和乐趣
[6]

。例如，在“跳房子”游戏中，可以逐步增加跳房子的高度和难度，

让幼儿不断挑战自我；在“捉迷藏”游戏中，可以设置各种关卡和

障碍物，让幼儿在寻找“藏匿者”的过程中，不断克服障碍和挑战。

这些设计可以激发幼儿的探索欲和求知欲，增强幼儿的自信心和积极

性。值得注意的是，设计游戏形式时，需要根据幼儿的年龄、身体素质、

性格特点等因素来考虑游戏形式的选择和难度。对于年龄较小、身

体素质较弱的幼儿，游戏难度不应过高，否则容易引起幼儿不适或

受伤。此外，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兴趣和爱好，根据不同幼儿的特点，

灵活调整游戏内容和规则，让每个幼儿都能够参与其中，并得到发展。

4.2 注重个性化发展需求

要注重幼儿的个性化发展需求，满足幼儿多元化的兴趣和发展

需求，是幼儿园开展体育游戏活动的重要策略。通过设置不同类型

的游戏活动，可以让幼儿在游戏中得到不同的体验和收获，从而满

足不同幼儿的个性化需求。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设置不同类型的游戏活动，包括跑步、跳跃、投掷、接

力等，以满足不同幼儿的个性化需求。有些幼儿天生就喜欢奔跑，

跑步比较擅长，而有些幼儿则更喜欢跳跃或者投掷
[7]

。因此，在设置

游戏活动时，可以根据不同幼儿的特长和兴趣，设计不同类型的游戏，

让每个幼儿都有参与的兴趣和积极性。例如，对于喜欢奔跑的幼儿，

可以设计接力比赛；对于喜欢跳跃的幼儿，可以设置跳远比赛；对

于喜欢投掷的幼儿，可以设计投掷球比赛等等。其次，可以根据幼

儿的年龄、身体素质、性格特点等因素，适当调整游戏难度和要求，

使每个幼儿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游戏形式。幼儿园的幼儿年龄段

比较小，有些幼儿的身体素质还不够好，需要针对性地设置适合他

们的游戏项目和难度。在游戏设置过程中，可以根据幼儿的身体素质、

心理素质等因素，适当调整游戏难度和要求，让每个幼儿都能够找到

适合自己的游戏形式，同时也能够在游戏中得到挑战和成长的机会。

例如，对于年龄较小的幼儿，可以设计一些简单易行、趣味性强的

游戏，如踩气球、小球滚动等；对于身体素质较好的幼儿，可以设

置一些较为挑战性的游戏，如攀登绳网、悬挂滑车等
[8]

。

4.3 建立有效的安全保障机制

针对体育游戏活动的安全隐患问题，保障幼儿在游戏中的安全是

至关重要的。对于幼儿园和托儿所等幼儿机构而言，建立有效的安全

保障机制不仅可以保障幼儿的身体安全，也是提升家长满意度和信任

感的关键。因此，需要在游戏设计和实施中重视安全保障措施。首先，

要设置明确的游戏规则和操作流程，让幼儿清楚了解游戏中的安全要

求和注意事项。幼儿的认知和理解能力有限，需要通过简单明了、直

观易懂的语言和形式，向幼儿传达游戏规则和注意事项
[9]

。在游戏之前，

可以通过集体讲解、模拟演示等方式，帮助幼儿掌握游戏规则和操作

要点。在游戏过程中，可以适时提醒幼儿注意安全、遵守规则，加强

安全意识的培养。其次，要配备专业的安全保障人员，监督幼儿的游

戏过程，并及时提供帮助和保护。安全保障人员可以包括教师、保育

员和专职安全巡查员等。他们需要全程监督幼儿的游戏过程，及时发

现和解决安全隐患。对于幼儿的不同年龄阶段和游戏形式，安全保障

人员需要有不同的应对策略和技巧。例如，在野外活动中，安全保障

人员需要掌握野外急救、导航、求救等基本技能；在水上游戏中，需

要具备救生技能和知识，确保幼儿的游戏安全。另外，要在游戏场地

和器材的选用、维护上，严格遵守安全标准和规范，确保幼儿在游戏

中的身体安全。选择适合幼儿体型和年龄的游戏场地和器材，是保障

幼儿安全的前提条件。例如，游泳池、攀岩墙、大型蹦床等游戏设施

都需要有专业的安全标准和规范，确保游戏设施的稳定性、承载力和

安全性。在游戏设施的维护和检查上，需要定期进行检查和维修，确

保设施的完好性和安全性。同时，要加强幼儿对游戏设施的认知和安

全知识的学习，帮助他们在游戏中更好地保护自己
[10]

。

4.4 加强教育意义的引导和宣传

为了让幼儿能够更加安全地参与体育游戏活动，并且真正从中

获得身心锻炼和成长，需要加强对幼儿园体育游戏活动的宣传和普

及，同时在游戏活动中引导幼儿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念。需要加强对幼儿园体育游戏活动的宣传和普及，让幼儿和家长

了解到体育游戏活动对于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幼儿期是人

生中身体、智力和情感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当的身体锻炼可以促进

幼儿的生长发育和健康成长。因此，幼儿园需要加强对体育游戏活

动的宣传，向家长和幼儿传递体育游戏活动的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

可以通过家长会、家长培训、宣传海报等方式，向家长传递体育游

戏活动对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和正确的游戏安排方式。同时，

对于幼儿，可以通过亲身体验、游戏活动示范、专家讲解等方式，

让幼儿了解到体育游戏活动的乐趣和好处，增强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和学习兴趣
[11]

。幼儿园需要在游戏活动中引导幼儿形成积极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例如强调团队合作、友谊互助、勇气和自信等，

让幼儿在游戏中获得身体锻炼的同时，也能够提高综合素质和道德

品质。在游戏活动的组织和实施中，需要注重培养幼儿的团队合作

精神和集体荣誉感，鼓励幼儿互相帮助，共同完成游戏任务，增强

幼儿的社交能力和情感认知能力。同时，可以通过游戏中的角色扮演、

模拟体验等方式，让幼儿学习和体验一些重要的生活技能和社交技

能，例如交通安全、环保意识、礼貌待人等，培养幼儿健康积极的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此外，还需要关注幼儿园体育游戏活动的安

全问题。在游戏活动的策划和组织中，要考虑幼儿的身体发育和体

能状况，避免过度强化竞争和单一体能训练，防止幼儿在游戏中受

伤或过度疲劳。同时，在游戏场地、设备、器材等方面也需要进行

严格的安全检查和保护，确保幼儿在游戏中的身体安全和健康。

4.5 提供设施条件

为了更好地开展幼儿体育游戏活动，必须提供适宜的场地和设

施条件。要选择安全、宽敞、平坦、光洁的场地，保证幼儿在游戏

中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和伤害。要选择适合幼儿年龄和身体素质的

器材和设施，例如适宜尺寸的球类、互动游戏用品等，以提高游戏

的效果和趣味性
[12]

。为了更好地组织和管理幼儿园体育游戏活动，必

须加强师资力量和管理能力建设。要提高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技能和

知识水平，使其能够根据幼儿的身体素质和特点，制定出科学合理

的体育游戏活动计划。此外，还要加强幼儿园体育游戏（下转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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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有关标准一样，对学生进行模拟检测，不断提升学生体育素养。

体育成绩的得分和高考中考总成绩有着直接的关系，体育项目

短板也是影响学生体育成绩的关键。因此，在初中体育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做好体育课程的安排、提高学生的自觉性、全面跟踪体育作业、

建立系统化的教学，实现精准“扶差”。

参考文献
[1] 张越 .资源抢占与场域共存：南县中考体育培训探微——基于生态位视域下的Nvivo质性分析

[J].湖北体育科技 ，2021，40(05):399-404.
[2] 毛振明 ，邱丽玲 ，杜晓红 .中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解析——从当下学校体育改

革 5组“热词”说起 [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1，45(04):1-14.
[3] 邓柱明 .团体心理辅导促进成人心理素质提高的实践研究进展 [J].心理月刊 ，2021(1):220-221.
[4] 马军校 .中考体育弱势学生的现状分析 [J].中学课程辅导（教学研究），2019(2):112-113.
[5] 谢云海 .如何提高中考体育 800 m和 1000 m中弱势群体的体育成绩 [J].当代体育科

技 ，2015，5(13):146，148.
[6] 马婧宇，韩贝宁.体育教师支持与中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关系 :运动成就目标的中介作用 [J]. 体

育成人教育学刊 . 2021(01)：56-57.
[7] 何春梅 .过程性评价、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 :机制与路径 [J].高教探索 ，2020(11):36-46.
[8] 王悦 .体育学习情境下目标定向对小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运动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 [J].湖

北体育科技 ，2020，39(10):887-890，895.
[9] 王嵘 .天津市体育中考考核方案修订的实证研究 [J].运动 ，2012(14):76-77. 
[10] 谭杰 .“中考”也是考试 [J].新体育 ，2002(11):46.
[11] 梁明星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与体育中考及体育课的关系及所存在问题 [J].黑龙江科技信

息 ，2010(34):207. 
[12] 老梁 .“中考”大任在修身 [J].新体育 ，2002(11):46.
[13] 刘军 .九年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和中考体育加试合二为一的可行性思考 [J].运

动 ，2010(12):48-48. 
[14] 翟传刚 .走出体育考试误区 ，给学生真实的天空 [J].科技信息 ，2011(24):380. 
[15] 陈更昌 .不容忽视的体育中考问题 [J].上饶师专学报 ，1997(01):97-99.
[16] 周海涛 .将”体育中考”进行到底 [J].体育教学 ，2008(6):16.
[17] 喻坚 ，张杏波 .中考体育加试问题及其思考 [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03(2):131-132.
[18] 姜伯乐 ，蔡忠建 ，楼丽琴 ，等 .温州市部分学生中考体育态度的调查 [J].温州师范学院学

报 ，2001，22(3):52-53. 

（上接第49页）活动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的制度和规范，确保游

戏活动的有序开展和幼儿的安全保障。加强对幼儿园体育游戏活动

的宣传和普及，并在游戏活动中引导幼儿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念，是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13]

。

5 结语
幼儿园体育游戏是幼儿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幼儿

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实际开展中存在着诸多

问题，如游戏内容单一、安全性得不到保障、游戏教学方法不规范等。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从游戏内容多样化、安全性保障和有效的教

学方法三个方面入手，制定合理的措施和解决方案，提高幼儿园体

育游戏的质量和效果，为幼儿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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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7页）及参与体育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老师也可以给同学

们布置一些体育作业，让他们在课下去收集体育明星运动员的图片，

然后了解他们背后的成长故事，并且在课上进行演讲展示，在此学

习过程中，学生可以更好的了解运动员身上的各种精神，以此来激

励自己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去，鼓励学生的同时又锻炼了身体，提

高了身体健康。

（三）以信息化丰富教材，补充教学内容

提高体育课程的教学成效是体育教学的主要目的，将教学内容

进行整合优化是体育教学的重要手段。现代化的体育教学一半由教

材组成，另一半是由互联网的资源整合而成，要想增强教学成效就

要提高对教材内容的利用率，要不断结合学生实际来创新教学内容。

信息化教学是对教材内容的进一步补充，是丰富教学内容的一种有

效手段，老师可以根据不同需求在互联网上搜集不同的视频、图片

等在课堂上加以利用，也可以收集一些学生感兴趣的体育明星来提

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多次播放、慢放或者暂停所需的影音材料，

给学生创造动静结合、有趣生动的课堂氛围，来丰富教学内容。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着各个领域的进步，信

息化技术也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正确利用

信息化来提高现代体育教育是教育领域中的一大难题。要求老师和

同学要相互配合，二者共同促进信息化技术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

从而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体育教学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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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5页）养学生正确的体育意识，达到培养学生阳刚之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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