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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等研究方法,对幼儿园开展足球游戏时应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及实际教学的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笔

者幼儿足球教学经验,得出幼儿园开展幼儿足球游戏时,应考虑幼儿身心发展特点,选择趣味性强及活动量适中的足球游戏。才能到发展幼儿体

能,培养幼儿足球兴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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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幼儿足球的重视。开展幼儿足球工作是贯

彻落实中央“足球从娃娃抓起”和《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要求的

重要体现,也是推动校园足球工作重心下移迈出的关键一步。但随着幼儿

足球运动的推广,幼儿足球教学中也不断出现各种问题。对此,幼儿教师必

须要加强理论与实践学习,以幼儿年龄和心理等特征为依据,科学、合理地

开展足球游戏活动,从而促进幼儿运动的开展。 

1 幼儿园开展足球活动对幼儿的意义 

1.1幼儿足球运动培养孩子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足球具有很强的对抗性与竞争性,在这个既需要激烈竞争,又需要团

结协作的环境中,孩子的意志品质和竞争意识会得到磨练,有利于培养积

极向上、勇于拼搏、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足球比赛中情况

瞬息万变,错综复杂,对运动员的思维、观察、判断、反应等能力的要求较

高。经过长期的足球训练,也许孩子没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但孩子的

思维会更敏捷,判断能力会更准确,视野会更开阔,意志会更顽强。对社会

环境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等整体综合素质能得到发展和提高。足球运动

可以让孩子们学会尊重规则、尊重对手、公平竞争,宽容等体育精神。 

1.2幼儿足球运动提高孩子身体素质 

足球运动对身体素质水平的要求是很高的,它需要较好的的奔跑能

力、控制身体协调的能力、灵活的步伐、步点、对抗中的力量素质、以及

良好的耐力和柔韧素质。在足球训练过程中,科学的训练方法,合理的运动

负荷,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会进一步发挥孩子的身体素质方面的优势、改

善孩子身体素质方面的不足,使孩子的身体素质水平得到全面的提高。只

要能持之以恒,不懈努力,孩子将会拥有强壮的体魄和矫健的身手。 

1.3足球运动改善身体机能 

通过足球训练,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呼吸系统、心脏等器官的

功能,增加食欲,提高吸收能力。同时,对提高孩子的协调、灵敏能力等具

有较好的锻炼效果。通过长期、系统的体育锻炼对处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

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品质、智力培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1.4有助于锻炼孩子的团结协作能力 

儿童经常参加足球活动,能够提高社交交往能力。足球是一个集体项

目,在运动中能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和组织性、纪律性,培养儿童勇敢、顽

强机智、果断、善于适应、勇于进取、坚韧不拔的意志。同时幼儿在足球

接力游戏时,能体会到集体意识和荣誉感。通过足球运动能提高幼儿的交

流与协作能力。 

2 幼儿足球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场地硬件设施不完善 

如今大部分幼儿园还未建有专门足球运动场地,仅仅只有水泥空地。

出于安全考虑,所以很多幼儿园未进行足球游戏课程化。这是制约幼儿足

球运动开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由于资金有限等因素影响,很多幼儿园

未能每个幼儿配备一个足球及其他足球辅助练习设施,对实际教学产生影

响。在幼儿园中,大部分是女老师,缺少专业的足球教师。 

2.2幼儿足球游戏设计不合理 

幼儿正处在基础运动能力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是基本动作发展的关

键期,开始学习多种动作的协调。在游戏设计的动作应主要是跑、跳、扔

等协调动作。对于幼儿来说,动作与运动能力的发展应指向全面化、生活

化,而不是专门化、竞技化。即让幼儿的动作经验更丰富,游戏方法更多。

幼儿对新鲜事物充满着好奇心,同时也存在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在进行

幼儿足球游戏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游戏设计主要以趣味性为主,

同时调动他们积极性让所有小朋友都动起来。把间歇的时间控制好,幼儿

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要不断变化游戏方式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2.3忽略了不适宜的足球活动可能会给幼儿心理造成的不利影响 

从运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过多或者过度的运动训练都可能会增加幼

儿的消极情绪或心境。导致原本一些喜爱足球的幼儿逐渐对足球运动失去

兴趣。在幼儿足球游戏或者比赛时,有些教师没有先对幼儿足球比赛的胜

负观念淡化。有些幼儿的争强好胜的心理非常强,在比赛失败后情绪会严

重失控。幼儿的年龄还小,心理素质比较脆弱。 

3 幼儿足球教学应遵循的原则 

3.1幼儿足球活动不是以训练为目的的,而是重在培养幼儿对足球的

兴趣 

苏霍姆林斯基说：“所有的智力活动都依赖于兴趣。”游戏是幼儿的

爱,是幼儿的活动的基本,趣味性的游戏,即符合幼儿的心理、生理特点,

又能激发幼儿积极探索和活动的兴趣。比如：在大班“蚂蚁搬家”的游戏

中,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幼儿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让幼儿在游戏中掌

握足球技能和锻炼体能。没有兴趣,幼儿是不会主动参与活动的,只有先培

养幼儿对足球的兴趣,才能使幼儿快乐地参与其中,身体得到充分锻炼,从

而达到幼儿足球教学的目的。 

3.2足球游戏设计充分考虑幼儿身心发展特点 

在幼儿足球教学开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场地设施、环境、幼儿身体

状况、一堂足球课的活动量等因素。幼儿阶段身体正处于发育的过程中,

心肺的发育还不够完善。若幼儿经常参加活动量较大的激烈运动,有可能

超出幼儿心脏的承受范围,易导致心肌肉增厚,影响其心脏的正常发育。同

时很容易损坏其大脑的机能,使幼儿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健忘甚至缺氧等现

象,对机体的生长发育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同时幼儿阶段骨骼正处于生长

发育阶段,骨的弹性较大而硬度较小,易发生弯曲和变形。幼儿膝关节和踝

关节周围的肌肉、肌腱和韧带等的发育不够完善,关节的牢固性也差。在幼

儿足球练习过程中,尽量不要过多连续的带球跑及踢球射门的练习。会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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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的负荷过重,由于强烈震动而造成下肢扭伤、碰伤。在幼儿足球教学阶

段,也不能进行头球以及胸部停球等练习,会导致幼儿头部和颈部损伤和

影响胸部和肺部的发育。 

3.3要强调组织与纪律 

幼儿正处于活蹦乱跳的年龄,在户外上课时容易出现追逐打闹的情

况。幼儿首次接触足球时,会很兴奋,甚至乱踢球对其他小朋友造成伤害。

虽然幼儿足球教学主要以足球游戏为主,但没有一定的课堂纪律,游戏也

很难进行开展。因此足球教师在幼儿足球教学时首先要强调课堂的组织与

纪律,控制活动的范围。要利用好口令,帮助幼儿建立规则和纪律意识。在

前期教学中也可寻求班主任的支持与帮助。 

4 幼儿足球教学开展策略 

4.1足球游戏的活动量要把握好,防止发生教学意外 

由于幼儿的发育尚未成熟,不适当的练习将会影响他们的正常发育,

尤其可能对关节造成伤害。因此要注意练习的度。教师在进行活动时要把

握好活动的时间、运动量以及动作的难度。活动量不够,难以达到锻炼的

目的,活动量太大了,又超过了幼儿身体所承受的能力,安排活动应该循序

渐进、层层递进,以少负荷,短时间,多花样为原则,避免造成疲劳。对体弱

多病的幼儿要多加注意及照顾。要给幼儿配备好干毛巾,在幼儿足球教学

结束后,要擦干汗及穿好衣服,防止幼儿感冒。 

4.2重视幼儿的心理素质培养 

在开展足球游戏活动过程中经常发现：有些身体素质较好的幼儿,明

明能完成的练习,却退缩着犹豫不前。有些比较好胜的幼儿在未完成游戏

练习时,产生低落的情绪。一方面我们应该弱化游戏胜负给幼儿带来的影

响,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重视幼儿健康心理行为的培养。要给予幼儿挫折的

机会,培养幼儿永不放弃的意志。现在的幼儿在挫折面前,遇到解决不了的

问题就会退缩,或者找大人解决,自己不会迎面去思考、冲破困难,找到解

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在足球游戏活动中特别设置一些障碍,增强一些难度,

给予幼儿挫折的机会,增强幼儿对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培养幼儿坚强的

意志。其目的不仅是让幼儿吃点苦,而是潜移默化地培养幼儿的抗挫折和

耐挫折能力,使他们逐渐有一个坚强的意志,能够自信地面对未来。比如：

大班“两人合作胸部夹球游戏”游戏活动中,由于球经常夹不住,滚落在地。

而教师要在旁边给予他机会以及不断鼓励他的话,幼儿更容易学会面对困

难,战胜挫折。 

4.3幼儿足球课程应结合多种方式发展幼儿足球兴趣 

在进行幼儿足球教学前,幼儿园可在绘画课、音乐课上结合足球元素,

让幼儿先了解足球,通过文化的熏陶引起幼儿对足球的兴趣。同时在幼儿

足球教学中,可加入幼儿喜欢的音乐、舞蹈等,创编足球操。在上足球课时

可以把孩子们感兴趣或者熟悉的情境带入到足球教学中,例如讲故事、采

用角色扮演等方式使幼儿更容易接受和记住。使他们从被动学足球到主动

学足球,询问幼儿感兴趣的方式或游戏,让孩子们主动参与游戏的设计和

准备工作。充分发挥幼儿的想象力,发展幼儿的全面素质。活动结束后,

同样可让孩子们参与活动的整理工作和评价,在这过程中,要注重对幼儿

进行鼓励和帮助。 

5 结语 

幼儿园在开展足球运动时一定要遵循幼儿生长发育规律,同时做好热

身运动,防止在奔跑及踢球时发生意外损伤。在游戏时教师要对幼儿进行

表扬鼓励,提高他们参与足球游戏的积极性和热情。重视幼儿足球兴趣的

培养以及体能的提高,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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