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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的天性就是爱玩，进行户外体育游戏能够让幼儿感受到快乐，在推动幼儿身心健康的同时还能够培养其积极上进、坚强勇敢、

热爱集体、热爱生活等良好品质。本文对幼儿户外体育游戏组织策略进行详细分析讨论，希望可以为幼儿一线教育人员提供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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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户外体育活动，能够有效提高幼儿参与活动的习惯和兴趣，在锻炼

体质的基础上，加大环境适应力，能够保证幼儿在每次课堂上，都能够

拥有科学的自由活动和自主选择空间。户外游戏基于幼儿水平、爱好、

兴趣、性格的基础上，为幼儿提供了大量的活动机会。 

1 幼儿教育中户外体育游戏的应用意义 

户外体育游戏以丰富多彩的游戏内容，多种多样的形式。把知识内

容、休闲娱乐、能力提高等相结合，开展户外体育游戏对于幼儿而言，

不仅是因为其感兴趣，更重要的是能够增进幼儿之间的感情，是一种开

发其学习能力与智力的一种教学方式。让幼儿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不仅

能提升幼儿的肢体协调能力和肢体运动能力，让幼儿身体素质能够得到

全面提升。另外，幼儿在进行游戏过程中，不仅能够掌握一定肢体动作，

还能够将基本动作运用重复记忆，有效实现思维与体力的结合。幼儿在

进行体育游戏中，能够以聚精会神的注意力，灵活敏捷的动作，果断坚

毅的品质互相协作、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以此来完成游戏任务及个人目

标，争取到胜利结果。在整个阶段，幼儿应不断改进自己行为习惯，来

适应多种变化的游戏环境，能够极大的提高幼儿应变能力与洞察能力，

进而达到发展幼儿智力的目标。体育游戏和德育教育的培养密切相关，

德育教育与行为习惯的培养又紧密相关，幼儿教师应以发展的眼光，应

用体育游戏的学习环境和有利条件进一步培养幼儿遵纪守法、坚强果毅、

积极进取的好习惯。 

2 组织幼儿户外体育游戏的有效策略 

2.1 从幼儿心理特征出发，组织户外体育游戏 

幼儿在学习时期，其年龄阶段一般在 3～6 岁，此年龄阶段幼儿对于

外界的认知能力比较差，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好奇心比较强，及容易

产生过激的心理。在进行户外体育游戏过程中更要与幼儿心理、年龄特

征相结合，打造一个公平、自由、亲切的游戏环境，只有这样，幼儿才

能够在无压力环境下，感受到亲切、自由、和谐的学习氛围，才能够主

动与幼儿合作。在游戏过程中，教师要及时掌握幼儿心理变化特点，重

视幼儿性格特征，以便及时鼓励，调整幼儿心态，让每位幼儿都可以参

加到游戏过程中。在进行户外体育游戏时，教师需要创造机遇充分发挥

幼儿主动性和积极性，并满足其学习与活动的需求和欲望，支持幼儿以

个性独特的表达方式去生存，充分尊重幼儿愿望，以幼儿为活动主体，

积极鼓励幼儿主动探究，让幼儿放手去学习，在玩乐中寻求发展。 

2.2 进行户外体育游戏活动时，应重视安全性 

教师在创造和谐、有趣游戏环境的同时，要重视游戏空间环境的打

造，其中 关键的是要重视建设的安全性。户外是一个比较自由、开阔

的活动场地，幼儿能够自由自在的在户外进行沟通、交流、活动。对于

目前幼儿展开户外运动现状来看，家长和教师应联合行动、共同协作，

帮助幼儿健康成长。幼儿在创设环境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能在炎热环境

下进行游戏活动，要防止幼儿在长时间环境下引起的身体不适。不能在

人群拥挤的氛围下开展游戏，防止幼儿出现丢失或走丢的情况。 

2.3 进行户外体育游戏重视趣味化与科学化 

当前，大量户外体育游戏无法切实组织游戏目的，也没有真正理解

开展户外体育游戏的实际意义，无法设置具体内涵，进行户外体育游戏

目标是能够让每位幼儿都能够参与到活动过程中。进而有效培养幼儿综

合素质能力。在多种多样的户外游戏中应重视兴趣化和科学化，吸引其

注意力，增加其欲望。在进行户外游戏的过程中，要注意采取科学合理

的游戏帮助幼儿成长。在进行户外体育游戏之前能够采取观影的方法灌

输幼儿创编游戏，先让幼儿对这项游戏形成一个初步认知，在观影过程

中答辩幼儿的难懂问题，求索幼儿关于不同游戏的意见，另外，还要告

诉幼儿一些游戏规则。在游戏开展过程中，家长和教师应先行进行示范，

为幼儿提供一定指导，以便于幼儿后期的模仿与学习。还可以利用儿歌

的教学办法让幼儿深刻记住游戏的活动方式和要领。 

缺乏内涵的游戏方式只是通过简单、单纯的方式进行游戏，消磨时

间。幼儿在游戏过程即使能够体会到快乐，但是这种快乐非常浅短，无

法真正体会游戏过程的提高自己的快感，但是这种浅层次快乐，无法在

游戏中真正体会自己的快感。幼儿时期的学生对待外界事物较为懵懂，

但是其中也存在自身理解。 

3 结束语 

教师应将幼儿特征与户外体育游戏相结合，将幼儿目前所学的知识

作为知识新的增长点，引领幼儿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找到新的知识增长

点，指引幼儿在原来知识基础上产生新知识的过程中，实现利用户外体

育游戏去转换、传递、处理、储存知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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