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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时期促进幼儿身体机能的提高对促进幼儿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培养幼儿体能时可以通过开展多种体育锻炼方式。但是目前

幼儿体能发展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应该得到相关研究者的重视。加强对体育锻炼研究，采用科学合理的体育方式实现幼儿体能的发展，为幼

儿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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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时期作为发展人心理和生理的关键时期，应该得到研究者的充

分重视。然而当下研究者将更多的精力投身于全民健身运动之中，缺乏

对 3～6 岁幼儿这个特殊群体运动健身的研究，导致适合 3～6 岁幼儿的

体育健身方式明显少于其他年龄段的儿童。其中造成这种现象出现应该

由家长和社会承担一部分责任，因为在 3～6 岁幼儿阶段家长和社会将更

多的精力放在了幼儿智力开发和物质供给的层面，导致幼儿出现身体素

质下降、身体机能跟不上身体成长和过度肥胖的问题。为了解决当前 3～

6 岁幼儿出现的这些问题，研究者要促进幼儿体能发展阶段的体育游戏

的开展，提出相应的对策促进幼儿体能水平的提高。 

1 幼儿体能发展滞后久矣 

幼儿园缺少空旷的户外活动场地，幼儿“不能输在起跑线”的各种

文化艺术课外辅导斑，家长抚养孩子的压力，家庭成员在室内对电子产

品的日益依赖，都使得幼儿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大大缩短。通过问卷调查

得知，学校附属幼儿园小胖子己占到 10.5%，且各年级都有存在这个现

象。分析原因为幼儿园女教师对幼儿体能锻炼所知甚少，加上父母的过

度保护，上课迟到是常有的事，错失晨练的机会，也就少了运动的时间，

这些因素对儿童体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当前，本幼儿园多数家庭

还是以“绝对安全”为目标，不敢放手让老师带领孩子成为“欲文明其

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中的人，幼儿园逢刮风下雨或升温就取消户外

活动.这种现象在私立幼儿园中尤其明显。强度较大的运动开展普遍甚

少，陷在不运动幼儿则体弱.运动教师需承当风险的怪圈中。 

2 幼儿体能教育存在的盲区 

通过问卷调查得知，幼儿园以清一色女性教师为主，年龄集中在

20-35 之间，对幼儿体能认知不足，游戏设计集中于时间的保证和内容

的趣味为核心，对于运动负荷、强度、心率的测定儿乎空白，幼儿教育

者出现体能育.这一现象己经引起了幼儿园负责人和幼儿家长的重视。幼

儿体能培育必须幼儿教师与体育教师双方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幼儿体能

的科学化培育。 

3 幼儿体能健康发展的对策 

3.1 幼教和体教相结合是幼儿体能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针对幼教体能育和体教游戏育这个怪圈，我们完全可以把幼儿教育

专业和体育教育专业相结合,把兼具幼儿教育与体育教育背景的教育 T-

作者汇聚一堂，展开可操作的、系统化的体能教学与课程方面的研究。

共同制订不同年龄段幼儿体能的标准化、游戏化课程。 

3.2 制定“请进来.走出去”的灵活政策 

“请进来”，顾名思义就是指把体育教育专业人士请到幼儿园来，时

间可以是一个学期甚至 1 年，在此期间，向幼儿园教师培训有关幼儿体

能内容、方法、发展特征、培育途径以及注意事项，通过在幼儿园组织

举办的公开课、示范课等，向幼儿园教师解释幼儿体能活动如何贯穿在

游戏中。对幼儿体能教学的教师培训与课程方案设计，双方共同制订幼

儿体能的标准化游戏化课程。而“走出去”则是指幼儿园教师需要加入

体育教育行业中，了解幼儿体能发展的路径、常用设施、安全保护措施

等。 

3.3 在体育活动形式、内容上加以整合，避免体能训练枯燥乏味 

自由玩耍是幼儿的天性，从实地走访调查中发现，幼儿园的集体活

动安排过多，不仅仅早操如此，下午的户外活动也是以集体活动为主，

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压抑儿童的天性，这对培养幼儿的独立自主、创造性

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应该在体育活动的形式上转变思维模式，何不把集

体活动与自由玩耍相结合呢?根据我校附属幼儿园自身特点，园内活动场

地空间充足、班级少、幼儿总量少，同时幼儿园坐落在校内，可以充分

利用 400 米标准田径场的场地资源，完全有条件开展幼儿自由活动，使

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年龄特点，随心所欲地选择玩具或是运

动器材，单独玩也好结伴也罢，享受自由玩耍的乐趣，这种情绪愉快、

交往轻松的自由模式自然是集体训练所不能替代的。幼儿体能训练不同

于成年人，在内容选择上要避免枯燥乏味，把成年人的体能训练模式与

内容套用在幼儿群体中，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平衡能力的训练，

幼儿的平衡能力训练需要在有趣且安全的游戏情境中进行，在空旷的场

地画长 20 米，宽 20—30 厘米的“独木桥”，首先幼儿在“独木桥”上

尝试向前行走，之后增加难度倒着走，最后在平衡木上放障碍物，幼儿

需抬起一只脚跨跃障碍才能顺利通过“独木桥”，这样既做到有趣，且

把危险系数降到最低，如果在较高的平衡木上练习幼儿平衡能立，如果

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4 结论 

简而言之，为了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幼儿教育的一项重点内容

是体能般炼，作为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必须时幼儿体能训练有客观、

准确的认知，开针时不同年龄段设工不同的体能训练内容与方法，促进

幼儿健康发展。对此，文章针对幼体融合促进幼儿体能健康发展措施进

行详细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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