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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文献资料法也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对宜宾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幼儿体操开展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1)幼儿体操训练内容安排合理、内容形式多样；(2)幼儿体操训练的组织形式较新颖；(3)幼儿体操训练时间安排略显冲突；(4)教练员缺乏。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因素：(1)器材缺乏,场地不规范；(2)仍存在安全隐患；(3)经费来源渠道少导致经费不足；(4)家长和社会对其重视度与

支持度不高。针对这些因素提出：(1)加强对宜宾市体校幼儿体操场地器材的全面建设和标准化；(2)加强项目宣传力度,扩大经费来源渠道。 

[关键词] 宜宾市；幼儿体操；开展状况 

 

前言 

“幼儿体操”是挖掘体操本身独有的快乐元素,让孩子们在体操运动

中能够快乐玩耍的同时达到锻炼的效果。其推广目的在于让孩子们快乐的

参与体操活动,幼儿快乐体操并不像竞技体操一样以追求竞技性为主。幼

儿体操教学模式与教学内容更加注重趣味性和娱乐性,教学方法也具有灵

活多样性,课堂结构加入了游戏元素,器材设备更具安全性和多彩性,教学

结果更注重行为习惯与意志品质培养。 

1 宜宾市少年儿童体校育学校幼儿体操运动开展现状  

1.1幼儿体操时间安排 

宜宾市少儿体校幼儿体操的队员白天要上课,市体校共有28名队员,

三分之二上幼儿园,三分之一上小学,为了家长能按时接送孩子,每天都是

下午3:30才开始训练。大班训练时间为每周一到周六,每天训练时长为2

个半小时；小班训练时间为每周一直周六,每天训练时长为2小时。在读书

期间训练时间比较少,只有寒暑假训练时间稍长一些。寒暑假期间的训练

时间为周一到周六,周一、三、五上下午个训练2小时30分钟,周二、四、

六训练半天,时长为2小时30分钟。体校并没有实行住校制度管理,队员来

自四面八方且大都较远,加之堵车因素,因此不能保证队员每天按时到达

场地进行训练。 

1.2幼儿体操内容安排 

宜宾市少儿体校幼儿体操以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幼儿体操等级套

路》、《体操训练大纲》及有利于儿童少年身体素质发展的训练或游戏等为

主要练习内容。从调查中可以发现宜宾市少儿体校幼儿体操的训练内容安

排还较为丰富和合理,但在《幼儿体操等级套路》训练内容上还比较欠缺,

因此宜宾市的幼儿体操比赛还是处于起步阶段。 

1.2.1基本动作训练部分 

①跳跃：三米或十米助跑起跳上板,助跑上板挺身跳或前手翻,高凳往

下跳站立等练习。②技巧：正反靠墙倒立,正反靠墙侧手翻,侧手翻串,前

后软翻,原地后手翻,踺子和各种姿势的平衡练习等。③单杠：翻身上,回

环,跳下等。 

1.2.2身体素质和游戏训练部分 

①柔韧练习：肩部,腰部,髋部,腿部和踝部等。②力量练习：腰腹核

心部、上下肢的力量训练,下肢弹跳和爆发力的练习。尤其是核心部位力

量练习(控提倒立、倒立走等)。③速度练习：跑的速度(包括辅助练习：

高抬腿、小步跑、后蹬跑),动作速度与翻转速度练习。④综合素质游戏：

灵敏(在跑跳中做一些迅速改变方向的躲闪、突然起动以及各种快速地急

停、迅速转体等练习)；协调(跳绳和软体组合训练)；反应(追逐反应性游

戏)。⑤基本姿态训练部分：脚尖、腿部、腰背、手臂的基本训练以及平

衡控制能力练习。 

1.3宜宾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体操队的人力资源情况 

1.3.1教学人员情况 

表1  宜宾市少儿体校幼儿体操教练性别、年龄结构 

年龄栏 男 女 百分比(%)

25岁以下

26—30

31—40

41以上

总计

0

0

0

3

3

0

1

1

0

2

00%

20%

20%

60%

100%
 

表1可见,宜宾市少儿体校体操队共有5名教练,女教练2人,占人数的

40%；男教练3人,占人数的60%。单从体操这个项目来看,它具有一定的危

险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保护与帮助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女教练手臂力

量较弱,对于个别较重的队员练习时容易出现保护不当问题,且容易出现

安全事故,也会对队员的心理上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降低了教学效果,这

对于要长期开展幼儿体操的市体校来说极为不利。 因此,在发展教练时应

重视教练的男女比例问题。 好是男教练比例大一些,以满足不同队员的

需求,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更出色的完成教学任务。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年

龄在40岁以上的教练占60%,说明教学人员趋老龄化,尽管老教练教学经验

较为丰富,但不易被新鲜事物所吸引；而青年教练精力充沛,创新意识较强,

未来幼儿体操的发展无疑他们才是领头羊,他们才是教学工作的主力军。

因此市体校应引进一些新鲜的年轻师资血液加入。 

1.3.2主管人员情况 

据实地调查可知宜宾市体校幼儿体操的主管人员只有一个,所有事物

交由主任一人管理和运营,虽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创新能力、思考能力、

操作能力、交往协调能力及较强的表达能力。但因年龄较大,任务繁忙,

缺乏管理能力和判断鉴别能力,加之没有专业的团队进行市体校的运作,

仅靠在摸索中发展市体校是存在较大风险的。 

1.4影响宜宾市少儿体校幼儿体操开展的因素分析 

1.4.1场地器材条件 

经实地调查,宜宾市体校幼儿体操市体校中的场地规模确实太小,由

于幼儿体操和竞技体操共用一个场地,加之学生较多,且设施安排大多不

合理,所以显得比较拥挤,导致较多教学内容无法开展。宜宾市少儿体校幼

儿体操队是竞技体操中心的一个分支,并没有独立出来,由于经费有限,无

法购买大量适合儿童动作发展的专业器材。竞技体操和幼儿体操的训练时

间一致与经费不足是造成场地拥挤和器材缺乏的主要原因。 

1.4.2安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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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教育 为重要的环节,安全且可靠的体育器材设备场地是避免

意外伤害事故发生的基础。据调查发现宜宾市少儿体校幼儿体操开展存在

的安全因素源于于以下三个方面： 

①场地管理员的管理；②场地器材的自身因素；③教练专业技能。 

1.4.3经费情况 

训练经费是一个市体校运行的基本保障,训练经费充足也是一个市体

校发展的前提。因此管理好训练经费是一个体育管理者应高度重视的问

题。宜宾市体校幼儿体操市体校每年的训练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行政

事业拨款、体育局专项拨款和队员培训收费等三个方面组成。因为体操项

目与其他一些热门项目不同,群众参与度较低。由此可见,商业的赞助和社

会的支持较为紧缺。经费来源渠道也十分单一,且上级拨下的经费需用于

竞技体操与幼儿体操两个部门,所以经费相当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少儿体校幼儿体操的开展。 

1.5家长及少儿体校对幼儿体操的支持与重视程度 

表2  宜宾市少儿体校对幼儿体操的态度 

态度 人数 百分比

支持

中立

不支持

总计

17

1

2

20

85%

5%

15%

100%

 

从表2中发现：宜宾市体校对儿童进行幼儿体操训练表示支持的人数

为17,支持率高达85%；保持中立的为5人,只有5%；不支持儿童进行幼儿体

操训练的人数也只有2人,不支持率只有15%。其表明宜宾市体校是非常支

持幼儿体操运动的开展,同时也是非常支持儿童进行幼儿体操训练的。在

对体校教练员的访谈中得知,他们认为在少年时期特别需要运动来促进骨

骼,肌肉和内脏器官发育。 

表3  宜宾市家长对幼儿体操的态度 

态度 人数 百分比

支持

中立

不支持

总计

19

8

23

50

50%

16%

34%

100%

 

从表3中看出：宜宾市家长对儿童进行幼儿体操训练表示支持的人数为

19,支持率为38%；保持中立的人为8人,中立率只有16%；表示不支持孩子参

加幼儿体操训练的人数有23人,占总人数的46%。其表明宜宾市家长对幼儿

体操运动开展的支持率不高,也不太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进行幼儿体操训练。

访谈后得知,大多数家长不支持孩子进行幼儿体操训练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孩子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体操项目具有一定复杂性与危险性,不愿孩子

吃苦；(2)要收费,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3)市体校离家太远,没有交通工

具；(4)太忙,没有时间接送孩子；(5)孩子自己不愿意坚持幼儿体操训练。 

综上所述,虽然宜宾市体校对幼儿体操开展的支持率很高,但是学生

家长的支持率很低。由此可见要加强对学生家长的沟通与对幼儿体操的重

新认识,同时加大社会宣传力度,以此来提高宜宾市市民对幼儿体操开展

的支持度。 

2 结论与建议 

2.1结论 

2.1.1宜宾市体校幼儿体操市体校的幼儿体操的组织形式比较创新 

宜宾市体校幼儿体操市体校采取的是分班教学,在班级教学中多采用

分组教学和项目循环教学。每个班级配有一名主教和一名助教,这样有利

于教学和管理。因此宜宾市体校幼儿体操的组织形式比较新颖。 

2.1.2宜宾市体校幼儿体操市体校的幼儿体操时间安排略显冲突 

宜宾市体校幼儿体操市体校的两个班中都有上幼儿园和小学的队员,

由于放学时间不一致,有一部分队员不能按时训练,导致课堂组织有些涣

散；而且幼儿体操和竞技体操上课时间一致,并共用场地,较多教学内容无

法开展,导致队员上课积极性不高。 

2.1.3宜宾市体校幼儿体操市体校主管人员的综合素质需提高 

宜宾市体校幼儿体操市体校的主管人员只有一个,由于年龄较大,任

务繁忙,缺乏管理能力和判断鉴别能力,需要不断进行专业职能和素质培

养。没有专业的团队进行市体校的运作,宜宾市体校幼儿体操仅靠在摸索

中发展市体校是存在较大风险的。 

2.2建议 

2.2.1加强对宜宾市体校幼儿体操场地器材的全面建设和标准化 

首先,在场地方面,市体校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建立一个高规格的幼儿

体操场地,以确保教学内容的正常开展和教学安全；其次,在器材方面,应

多购买色彩缤纷、美观耐用和安全系数高的器材,从而提高队员的上课积

极性,方便教学内容的开展。 

2.2.2建立培训机构,提高教练员的专业技能 

由于宜宾市少儿体校体操队的队员身体素质、技术水平等参差不齐。

因此,四川省体操管理中心应建立专门的培训机构来培训教练员的专业技

能,从而提高各市体校的教学效果。 

2.2.3加大宣传力度,扩大经费来源渠道 

训练经费是市体校运行的基本保障,训练经费充足也是市体校发展的

前提。因此,宜宾市少儿体校体操队应加强幼儿体操项目宣传力度,力争商

业赞助和社会支持,从而扩大经费来源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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