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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壮族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体育活动可以提升幼儿对壮族文化的认识,促进幼儿身心的发展及

社会性的发展。本文基于壮族民间游戏融于幼儿园体育活动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园所环

境、专业能力及家园合作三方面提出了壮族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体育活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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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Zhuang folk games into kindergarten sports activities can enhanc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Zhuang culture and promote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Zhuang folk games integrated into kindergarten 

sports activities,It proposes measures of integrating Zhuang folk games into kindergarten sports activities from 

three aspects:establishing the kindergarten environment, promoting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building homel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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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人民以水稻种植作为基本的生

产方式,凭“那”而作,拥“那”而食,

临“那”而居,繁衍生息,形成了底蕴深

厚的“那”文化[1]。壮族人民在创造“那”

文化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壮族民间游戏。

此外,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壮族人民不

断学习其他民族的游戏,并结合壮族特

点改编其他民族的游戏,使之形成富有

特色的壮族民间游戏[2],其深受壮族儿

童喜爱,在广西壮族聚居地盛行且经久

不衰。 

1 壮族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体

育活动的优势 

1.1提升幼儿对壮族文化的认识 

壮族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的体育活

动中,可以帮助幼儿了解壮族文化。如幼

儿在壮族民间游戏“抛绣球”游玩中可

以了解“抛绣球”的渊源和演变过程：

2000多年前,壮族祖辈们使用的劳动工

具、器皿、兵器等多用青铜锻造,在这一

时期他们锻造出了一种兵器,叫“飞砣”,

是“绣球”的原型,通过甩飞等动作,用

于完成战争和狩猎任务。随着社会的发

展变迁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飞砣”

也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由原来的狩猎

和军事功能演変为娱神、娱人及促进旅

游、经济、文化发展等功能[3]。目前“抛

绣球”更是被引入高校体育课堂,成为大

学生的一种体育训练项目。 

1.2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幼儿园体育活动属于健康领域,健

康领域关注幼儿的情绪、身体的平衡能

力、动作协调、灵敏、力量和耐力,壮

族民间游戏恰恰蕴藏着给予幼儿愉悦

情绪体验、提升幼儿各项平衡性、协调

性、灵活性的教育价值,对幼儿身心发

展起着促进作用。例如“竹竿舞”可以

锻炼幼儿脚的协调性与灵活性；“独轮

车”可以锻炼幼儿的手部力量和平衡性；

“斗鸡”可以锻炼幼儿的身体平衡能力,

“抛石子”可以锻炼幼儿手部的灵活性

等,通过游戏,幼儿获得了绽放性的情感

体验。 

1.3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壮族民间游戏的游戏的内容与形式

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且许多游戏注

重以合作形式展开,如游戏“背篓绣球”

需要至少两人,一人抛一人接才能合作

完成；“撞拐”需要两人或两人以上协作

完成；“丢手绢”属于集体的游戏,大家

共同参与,合作的游戏形式大大提升了

幼儿间的互动交往,对幼儿社会性的发

展起促进作用。 

2 壮族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体

育活动存在的问题 

2.1相应的物质条件匮乏 

要科学的、全面的发展各种各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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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活动,离不开一个良好的环境,良好

的环境首先表现在壮族民间游戏应用于

幼儿园体育活动中的物质条件。调研中

发现,虽然大多数幼儿园的游戏场地都

还是比较宽广,但是就壮族民间游戏活

动的材料而言,大多数幼儿园都只有些

许相应的壮族民间游戏活动的材料,如

滚轮胎、板鞋、两人三足等,活动材料的

种类比较单一,多为天然材料,外加一些

手工材料,数量有限,在开展体育活动时

幼儿有抢夺材料的现象。 

2.2教师的专业能力不足 

目前民办园幼儿教师的学历普遍较

低且有部分的教师所学专业不是学前教

育专业,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相对较弱；

公立园师资情况较好,虽然大多数教师

是学前教育专业本科学历,但年轻教师

比例较高,教师经验不足,能力不够。因

此不管是公立园还是民办园,在开展幼

儿园体育活动时倾向通过网络单一的

方式收集游戏资源,在壮族民间游戏应

用于幼儿园体育活动中方面应用能力

不足。 

2.3家园合作平台缺失 

目前,大多数家长仍然比较重视孩

子在幼儿园的学习,为迎合家长需求,稳

住生源,一些民办园减少幼儿在园的游

戏活动,转而增加了大量的教学活动,导

致幼儿园开展的体育活动也相对减少,

壮族民间游戏没有机会融入幼儿园体育

活动中。此外,家长关注幼儿园的安全管

理问题,常常对幼儿园偶发的安全事故

反应较大,因此幼儿园开展体育活动比

较谨慎,更别说将壮族民间游戏运用于

幼儿体育活动的开展中。 

可见,幼儿园与家庭在一定程度上

是缺乏合作的,对于教育观念欠科学的

家长,非但没有加以引导,将家长引到正

确认识幼儿园的教育活动的特点上,反

而一味单方面迎合,没有创设家园对话

的平台。 

3 壮族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体

育活动的措施 

3.1创设相应的园所环境 

幼儿园的环境可以促进孩子的认知

发展,激发孩子的情感,增长孩子的知识,

开阔他们的视野[4]。丰富多彩的游戏环

境,能够将幼儿的注意力从手机、电脑等

电子设备中转移出来,使孩子在大自然

中陶冶情操,以促进孩子的身心全面发

展[5]。创设壮族民间游戏融入幼儿体育

活动的适宜环境,首先需要积极的利用

园区本身的自然资源来丰富游戏的环境

以及材料；第二,在班级、走廊等室内环

境装饰壮族民间游戏相关的环境,例如

关于游戏来源、材料、玩法的介绍,让幼

儿在充满民族特色的环境下进行活动,

让幼儿在参与体育活动时不自觉就玩起

了壮族民间游戏。 

3.2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强的教师在组织开展幼儿

体育活动时可以更好地对壮族民间游戏

进行改编与应用,积极推动壮族民间游

戏与幼儿园体育活动的融合,因此提升

教师的专业能力是提升壮族民间游戏融

入幼儿体育活动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

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首先需要面向教师

开展关于壮族民间游戏的培训,通过培

训提高教师对壮族民间游戏的起源、内

涵、类型、玩法、教育价值等各方面的

认识及筛选和创编壮族民间游戏的能

力。其二,就壮族民间游戏融入幼儿体育

活动为主题,开展园本教研活动,组织园

内教师相互观摩交流,丰富教师对壮族

民间游戏融入体育活动方法、形式等知

识的了解。其三,利用本土资源,组织教

师到村寨就壮族民间游戏的相关知识请

教年长有经验的壮族居民。 后,组织教

师参观学习在民间游戏运用方面做得好

的幼儿园,为壮族民间游戏在幼儿园体

育活动中的运用提供参考。 

3.3搭建家园合作平台 

家长是幼儿园教育活动开展的重要

资源,民间游戏与体育活动的融合开展,

需要教师与家长合力推进。教师是民间

游戏收集与发展的主要力量,可以鼓励

家长将小时候玩过的游戏玩法和规则记

录下来并参与壮族民间游戏的收集工作,

同时可以就壮族民间游戏融入幼儿体育

活动中的理论和实践线下引导家长了解

其能够极大地调到幼儿活动的积极性。

此外,可以搭建空中茶话会,利用QQ、微

信、钉钉群向家长们介绍壮族民间游戏

融入幼儿体育活动中对传承民族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发挥着重要作用。 

4 结语 

壮族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体育活动

不仅可以激发幼儿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

性,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及社会性发

展,还对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

信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期望通过园所环

境创设、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及家园合作

平台搭建三方联动,为壮族民间游戏融

入幼儿园体育活动创设优质条件,从而

提升民族地区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开发能

力,促进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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