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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前时期是人的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也是身体各项指标和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体育教育在幼儿园的教育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开展体育活动有利于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虽然我国幼儿园在开展的体育活动方面有着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着诸多不足。笔者通过查阅文献

资料,研究我国幼儿园体育教学现状,分析当前幼儿体育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今后我国幼儿体育教育科学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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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教育任务是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按照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

原则,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实施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教

育,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体育的教育在我国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也可见

一斑。本研究通过文献法查阅幼儿园体育教学相关资料,分析幼儿体育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解决问题提供思路和参考,为我国幼儿体育教学今

后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幼儿园体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1体育教学目标缺乏明确性 

《纲要》中指出,健康领域的目标是身体健康,在集体生活中情绪安

定、愉快；生活、卫生习惯良好,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知道必要的

安全保健常识,学会保护自己；喜欢参加体育活动,动作协调、灵活。体

育活动属于健康这一领域,故体育教学也应该围绕以上目标来展开。目

前我国幼儿园体育活动没有统一的内容标准和教学大纲,在体育教学实

践中出现一定的偏差也不可避免,幼儿体育活动很容易演变成竞争性的

活动,导致幼儿园出现成人化的活动项目,甚至以成人的标准来评判幼

儿的体育活动,忽视幼儿身体和心理的发展水平,很难使幼儿对体育活

动产生兴趣。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在健康领域中就动作发展这一方面提

出了以下目标：具有一定的平衡能力,动作协调、灵敏；具有一定的力量

和耐力；手的动作灵活协调。但《指南》只提出了宽泛的目标和相关的教

育建议,并未对3-6岁儿童提出切实可行的内容指引。 

1.2体育教学内容、形式随意性大 

《纲要》指出,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游戏是

幼儿园教育的基本活动之一,它不仅是幼儿园体育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和重

要手段,同时游戏性也是体育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原则。这要求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要学会以游戏的方式教学,应把握好练习基本动作与发展身体素

质之间的关系,切忌于教学游戏化。 

在正常情况下,幼儿户外活动时间(包括户外体育活动时间)每天不

得少于2小时,寄宿制幼儿园不得少于3小时。而在大多数幼儿园中,体育

教学活动的时间、活动内容由任课老师自己把控,导致体育教学形式有

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并且许多幼儿教师都是专科、本科学前教育专

业毕业的,非体育专业出身,缺乏对专业的体育教育理论和技能的相关

知识,对专业动作的讲解不规范,缺乏教育性。在开展教育活动时,更关

注幼儿的情感,而非动作的准确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教学内容单一,形

式不规范。 

1.3过于重视安全因素,运动负荷不足 

《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幼儿园是对3周岁以上年龄前幼儿实施保

育和教育的机构,教师应对幼儿承担起保育和教育的责任和义务。教师

往往出于安全考虑,对幼儿的“保护”过多,较多地开展一些“运动量不

大”的活动,且活动的难度总在幼儿的“最近发展区”之下,长此以往,

会打消幼儿的积极性。当前幼儿园体育在幼儿运动量的控制上、合理的

运动负荷和心理负荷上缺少科学的设计和安排,在时间分配上出现“运 

(1)按设计方案在中心机房部署内外网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热

备交换机、路由器。外网配置网络防火墙一台,上网行为管理一台,无线控

制器一台,部署网络管理、认证系统一套。 

(2)内网与外网综合布线,均采用非屏蔽6类布线标准,根据设计方案

进行布线,各房间安装足够数量的信息点,在办公室、会议室与培训教室、

走廊通道部署不同类型无线AP实现无线全覆盖。 

(3)在各楼层配备42U网络机柜,每个机柜内配置内网接入交换机,外

网接入交换机,POE交换机。 

3.6无线网络安装调试 

以需求区域无盲区为安装要点,覆盖学校的教学、办公、会议等区域,

实现全校的网络覆盖。设备采用POE交换机为无线AP供电,安装前测试网络

线路的连通情况,确保网络及供电的通畅。无线AP设备的控制通过无线控

制器实现,主要包括：身份信息的登录、个人口令及权限的设置、MAC地址

绑定、终端密码设置、来访用户权限设定、学校个性化策略设置、漫游策

略设置。 

4 结论 

校园网的设计确定了网络的安全稳定、经济、可靠、适用、先进和可

扩展性,工程组织实施是确保网络建设质量成败的关键,在项目实施前设

计出一个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才能建设质量优良的系统,为未来

的维护和升级提供基础。在实施过程中,要与各个专业施工单位进行协调,

制定出最佳的实施方案、工程进度计划,加强进度控制和质量监督,搞好安

全生产。同时做好项目建设中有关的合同文件和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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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不足”的极端,体育活动对促进和发展幼儿身心的作用难以实现最

大化。 

1.4教师的专业知识较为贫乏 

幼儿教师的体育专业技能、课程组织能力、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是幼

儿体育活动课教育质量的核心问题,其综合素质直接影响着幼儿体育活动

的成效。目前幼儿教师多毕业于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于体育专业的老师少

之又少,虽然了解幼儿身心发育的一般特点和基本教学方法,但自身缺乏

基本体育知识和技能的系统学习,对体育动作的名称、动作技术原理了解

不足。 

2 幼儿体育教学的对策探析 

2.1科学、合理设置体育目标 

《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对健康领域中的身心状况、动作发展、

生活习惯与生活能力等三方面设置了目标,但在开展活动中,由于每个教

师的教育理论水平、体育教育教学水平等程度的不同,在教学中难免会偏

离体育目标。每个幼儿都是独特的,在幼儿体育教学中,教师应以幼儿为中

心,紧密结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建立多层次、多类别的目标体系,在教学

中根据幼儿的兴趣、需求。不断细化教学目标的内容,增强幼儿的体质,

培养幼儿热爱体育的兴趣。 

2.2科学设计课程内容,解决体育活动开展的随意性 

《纲要》指出,德、智、体、美等方面的教育应当渗透,有机结合。在

开展体育教学的活动中,不能只专注于动作技能方面的发展,也要德、智、

体、美等四育相融合,为课程内容注入情感。在准备体育活动前,教师应提

前做好“功课”,了解幼儿的身心发展水平、兴趣。在开展体育活动时,

教师应合理安排运动负荷,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教学组织形式,确保所教内

容的准确性、科学性,讲清动作要点,促进幼儿身体素质健康发展。体育活

动结束后,不应让幼儿立即休息,提醒幼儿多喝水。 

2.3科学合理的安排体育活动中的运动负荷 

通过查阅有关幼儿园体育教学的文献,笔者发现科学合理的运动负荷,

有利于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增强幼儿的体质。在开展体育活动的过程中遵

循人体生理机能的一般规律安排活动,每节课的运动负荷曲线就要视具体

的教学内容和幼儿的的身体状况而定。对幼儿来说,他们还是未成熟的个

体,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教师要根据人体生理机能能力活动变化规律和

心理变化规律、教材特点、幼儿的实际以及器械、气候等因素合理地确定

课的运动负荷,认真研究3—6岁阶段的幼儿承受生理负荷量的能力,研究

各种不同项目对幼儿身体生理机能的影响,以更好地提高幼儿体育活动的

质量,培养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 

2.4加强教师培训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

“严格执行幼儿教师资格标准,切实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提高幼儿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纲要》要求“严

格执行幼儿教师资格标准,切实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提高幼儿教师

队伍整体素质”。幼儿园应拿出一部分的经费用来提高教师的体育教学

水平,为她们提供培训的机会,是教师更新、补充知识、能力和技巧的有

效途径,也是提升幼儿园竞争力的有效方法。可以通过校际合作、幼儿

专题报告、课堂观摩式等培训的形式为教师提供关于开展体育活动的学

习机会,学习经验型教师的先进经验,开阔他们的文化知识视野,吸取新

的教育方法和理论,提高其专业化的水平。通过培训,既可以了解他人,

又可以通过比较来了解自己,使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进一步得到锻炼,

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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