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快乐体操”特色课程的构建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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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众所周知，幼儿阶段的教育主要以游戏活动为主，而在素质教育的不断推动下，幼儿阶段的教

育模式也要求幼儿能够在有效的幼儿园活动中实现幼儿体质的增强，而体操运动则可以有效激发幼儿的运

动兴趣，这就需要教师能够根据幼儿的发展需要有效创设多样化的特色体操课程，帮助幼儿不断提升对体

操运动的积极性，促进幼儿身心得以全面发展。 因此，幼儿教师在进行“快乐体操”特色课程的创新过程中，
不仅要引导幼儿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帮助幼儿树立终身运动的观念，还要让幼儿能够意识到体育运动的

重要性，从而切实提升幼儿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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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正处于各个方面均在飞速发展过程中的幼

儿来说，在这一时期引导幼儿进行有效的体育锻

炼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不仅需要教师通过各种方

式深入挖掘幼儿的运动潜能，还要帮助幼儿充分

发挥、发掘自身的学习能力，促使其从小就养成积

极参与体育锻炼的习惯。 幼儿体操是一种能够有

效激发幼儿体育运动兴趣的活动项目，教师借助

各种体操动作带领幼儿开展“快乐体操”的特色活

动课程，不仅能够提高幼儿四肢的灵活性和身体

的协调性，同时还有助于幼儿智力的发展。
一、 幼儿体操教学现状

首先，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幼儿阶段的教育

要求教师能够设计出促进幼儿身体健康发育的课

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幼儿的智力，促使幼儿提升

自己的综合能力。 但是在目前的幼儿体操活动教

学中，一些教师只是根据原有的体操课程教学大

纲带领幼儿进行运动，这种幼儿十分熟悉的活动

方式不仅很难激发他们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也

极易使幼儿产生消极情绪，不利于幼儿的有效发

展和全面进步。 其次，由于体操活动的教学模式

的单一，而幼儿阶段的孩子又对新鲜的事物充满

兴趣，久而久之幼儿活动热情就逐渐降低，从而影

响幼儿的身体发展。 最后，在长期的体操教育活

动中，由于各种体操音乐幼儿已经耳熟能详，长期

使用单一化的音乐开展体操活动，容易使幼儿产

生疲惫感，造成活动兴趣的缺失，不利于幼儿的发

展。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幼儿在日常生活中

所接触的信息涉及方方面面，因此教师更要结合

幼儿实际情况为其设计科学性、趣味性、开放性的

体操课程，通过构建“快乐体操”特色课程的方式，
有针对性展开教育活动，不断激发幼儿对体操活

动的热情，使其能够主动参与体操活动，养成体育

运动习惯。
二、 幼儿“快乐体操”特色课程的开展意义

（一）国家未来发展的需求

近些年来，国家对体育运动发展投入的人力

物力越来越多，我国想要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
育强国”的转变，不仅需要专业体育运动员的努

力，更需要全民的重视和参与，才能推动我国“体
育强国梦”的实现进程。 对幼儿园来说，幼儿教育

不仅要求教师能够针对实际情况为幼儿开设各种

各样的文化课程，还要设计一些能够切实提升幼

儿身体素质的课程，通过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完

善幼儿的身体素养，这对幼儿的全面发展有着积

·３６１·

○ 幼教天地

作者简介：张燕玲（１９７７～ ），女，汉族，江苏常州人，常州市阳光幼儿园，研究方向：学前教育。



极作用。 而构建幼儿“快乐体操”特色课程在提升

幼儿身体素质，引导幼儿形成体育运动锻炼习惯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为我国培养竞

技体操人才选拔和培训工作奠定基础的有效内容。
（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第一，幼儿园设置“快乐体操”特色课程，能够

帮助幼儿的智力得到良好的发展。 之所以说幼儿

能够通过体操活动增强自身的记忆力，是因为幼

儿在体操活动的过程中，必然要对体操动作进行

不断地记忆和展示，从而实现通过肢体活动增强

记忆力的效果。 再加上，由于幼儿个体的差别，部
分动作需要一边重复，一边指正，幼儿通过对体操

动作反复比较的过程，就能够有效锻炼自身的思

维能力和观察能力，从而帮助自己更好地掌握体

操技巧。
第二，幼儿园设置“快乐体操”特色课程，能够

帮助幼儿的身体素质得到提升。 首先，幼儿阶段

是提升身体素质的黄金时期，教师对这一阶段的

幼儿进行科学而有效的体育活动指导，对幼儿未

来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其次，社会经济发展下

人们物质生活优越，家长对孩子的溺爱，致使幼儿

出现体弱、肥胖等问题，而这些幼儿通过参加合

理、科学的“快乐体操”课程，不仅能够帮助幼儿锻

炼身体，甚至还能帮助营养过剩的幼儿减肥，从而

帮助幼儿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促进幼儿的良好

发育。 最后，在“快乐体操”特色课程的开展过程

中，教师会注重对幼儿四肢、关节等部位的重点锻

炼，以此提高幼儿的四肢协调能力和综合运动能

力，帮助幼儿更好地提升身体素质，为今后的良好

发展奠定良好的身体基础。
第三，幼儿园设置“快乐体操”特色课程，有利

于幼儿心理健康的发展。 教师在明确“快乐体操”
特色课程的开展目标之后，就需要幼儿高度集中

的注意力，将重心放在体操动作的学习中，并能根

据教师所讲解的内容对体操动作产生明确理解，
同时主动地跟随音乐做出动作的改变，如此不仅

能够促使幼儿更加准确地记忆、掌握这些动作，还
能彻底放松幼儿的身心，使其时刻保持在愉快的

状态当中。
第四，幼儿园设置“快乐体操”特色课程，有利

于幼儿审美能力的提升。 首先，幼儿教师在带领

幼儿进行“快乐体操”特色课程的过程中，会适当

地对体操队伍进行调整，让整个队伍呈现出对称

性，让幼儿潜移默化地感受到“对称美”。 其次，教
师还会在幼儿进行体操活动的过程中对幼儿的动

作进行指导，尽可能让体操队伍变得整齐划一，最
终呈现出一种“整齐美”。 最后，教师还会在“快乐

体操”特色课程中给幼儿播放一些极具美感的体

操视频，让幼儿在观看之后进行自主模仿，让幼儿

在模仿的过程中感悟到“动作美”，并且能够在实

际的运动过程中积极地进行展现，从而有效提升

幼儿的审美能力。
第五，幼儿园设置“快乐体操”特色课程，有利

于培养幼儿的意志品质。 对幼儿阶段的孩子来

说，注重对其意志品质的培养，对幼儿未来的良好

发展和健康成长有着深远影响。 体操运动的学习

是一个艰苦且漫长的过程，幼儿在进行体操动作

的学习过程中，教师会适当地对幼儿进行鼓励，引
导幼儿努力、坚持，让幼儿逐渐形成更加坚定、坚
强的意志品质。
三、 幼儿“快乐体操”特色课程的构建策略

（一）营造快乐体操氛围，激发幼儿体操兴趣

幼儿阶段的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受到

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这就需要在“快乐体操”
特色课程的构建过程中，能够根据幼儿的实际需

要恰当地选择活动方式，为体操活动的开展营造

良好环境，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提高幼儿的活动

积极性。 教师在体操活动教学中可以引入一些幼

儿感兴趣的教学因素进行幼儿体操活动兴趣的激

发，以此为幼儿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奠定

基础。
例如，在进行“快乐体操”特色课程的创新与

实践过程中，笔者会在活动室的墙壁上张贴一些

与体操运动有关的标志、海报、宣传画等，为幼儿

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 在具体的体操活动时，可
以首先引导幼儿一同进行海报内容的学习，如笔

者指着墙壁上小动物进行体操活动的宣传海报对

幼儿说：“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看海报中的小动

物在做什么？ 我们今天也和小动物们一起让身体

律动起来吧。”之后笔者再对具体的海报内容进行

详细的解释，并告知幼儿这是小动物们在进行体

操活动。 接着，笔者利用多媒体给幼儿播放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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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欢乐跳》，让幼儿跟着音乐的节奏和笔者示范进

行模仿。 如在播放到“嘿小脚，我们踏踏小脚”的

时候，笔者会做出踏脚的动作；在播放到“嘿膝盖，
我们拍拍膝盖”时，笔者会带领幼儿一同用手拍拍

膝盖；当播放到“和竹兜一起踏踏脚，和图图一起

拍拍手，和塔塔一起扭一扭，转起来……”的时候，
笔者继续带领着幼儿做出相应的动作。 通过营造

快乐体操氛围帮助幼儿掌握相关动作要领，一方

面实现了让幼儿能够通过体操运动增强身体素

质，另一方面又能够培养幼儿的体操运动兴趣，帮
助幼儿树立正确的体育运动观念。

（二）丰富体操活动类型，提升幼儿体操技能

教师如果想让幼儿感受到体操活动的乐趣，
就需要及时丰富体操活动类型，让幼儿能够投入

到不同类型的体操活动中来。 教师也可以结合现

代各种流行体操种类，丰富体操活动教学内容，帮
助幼儿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提升活动效率，只有让

幼儿全身心地投入到体操活动中去，才能不断提

升幼儿的体操锻炼水平。 与此同时，教师也可以

通过组织幼儿将儿歌童谣和体操结合起来进行活

动，一方面锻炼幼儿对儿歌的表达能力，激发幼儿

体操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体操动作练习，
增强幼儿身体素质，促使幼儿热爱体育运动，从而

在今后的生活中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运

动，逐渐帮助幼儿形成终身运动的意识。
例如，在进行“快乐体操”特色课程的创新与

实践过程中，笔者就将儿歌《做早操》与幼儿体操

活动进行了融合。 笔者会在幼儿每天来到幼儿园

时，先带领幼儿进行“儿歌早操”活动，让幼儿一边

说着“踢踢腿呀踢踢腿，扭扭腰呀扭扭腰，抖抖手

呀抖抖手，跳一跳跳一跳，点点头呀点点头，跑一

跑呀跑一跑……”的歌词，一边进行对应动作的演

示，使幼儿在儿歌的节奏与韵律中产生热情，并形

成每天进行身体锻炼的习惯，进而提升幼儿的身

体体质水平。
（三）创新多种教学方式，吸引幼儿活动热情

教师在体操活动教学中，还需要注意对活动

模式的创新。 幼儿阶段的孩子好奇心极强，注意

力也难以长时间的集中，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干

扰。 这就需要教师在进行体操活动设计时能够结

合幼儿的心理特点以及注意力水平，丰富体操活

动教学模式，切实帮助幼儿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

性，使幼儿能够在活动过程中产生积极性，并且帮

助幼儿不断养成积极参与体操运动的习惯，幼儿

参与体操运动的热情一旦得以提高，教师对幼儿

的教育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与此同时，教
师还需要引导幼儿主动对相关体操动作进行创

新，并帮助幼儿进行动作的编排设计，在充分调动

幼儿体操活动积极性的同时，使幼儿产生自信，获
得成就感。

例如，在进行“快乐体操”特色课程的创新与

实践过程中，笔者就将体操活动与角色游戏进行

了融合，鼓励幼儿自主进行体操的编排和表演。
如笔者对幼儿说：“亲爱的小朋友们，老师知道大

家对我们的课间体操十分了解了，那么今天老师

给大家带来了几个新朋友，他们也想加入到我们

的‘做操大队’中，但是今天的任务并不是让大家

教他们做操，而是对我们的课间操进行重新的设

计，并且加入我们的表演中，大家可以自由结组、
自由设计，最后我们看一看谁设计得最棒，表演得

最好！”通过这种表演活动的方式引导幼儿进行体

操动作的改编设计，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幼儿的活

动兴趣，同时也能促使幼儿在改编、设计、排练的

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活动效率，最终通过表演

的形式表现出来，也进一步培养了幼儿的审美能

力，树立了正确的体操锻炼概念，并积极地进行体

操练习，这对提升幼儿自身的体育运动效率尤为

重要。
（四）基于小组合作学习，优化幼儿学习效果

幼儿体操教学还要求教师能够基于幼儿不同

的能力对活动进行合理安排。 由于幼儿生长环境

以及各种先天因素的不同，有的幼儿学习能力相

对较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快速的记忆；也
有一部分幼儿，虽然在记忆动作方面并没有什么

问题，但是在练习过程当中总会有所遗忘。 为此，
在幼儿体操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幼儿分成不同的

小组，通过小组之间的相互合作共同交流，完成体

操活动。
例如，在进行“快乐体操”特色课程的创新与

实践过程中，笔者以《踩水花》的体操内容带领幼

儿展开了活动。 这部分体操的动作需要幼儿左右

脚的密切配合，但是幼儿阶段的好多孩子还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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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到底是该出右脚还是出左脚，做操的时候显

得十分混乱，动作也十分不整齐。 为此，笔者基于

幼儿的实际情况，将幼儿分成了不同的活动小组，
让协调能力、左右区分能力较好的幼儿担任组长，
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配合和帮助，让每一名幼儿

都能更加精准地掌握准确的动作，提升幼儿的活

动信心。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充分发挥了小组合

作的作用，还使幼儿在与其他幼儿的交流、沟通中

掌握了体操要领，提升了活动效果。
（五）注重体操动作分解，帮助幼儿突破瓶颈

在幼儿体操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体操动作会

呈现从简单逐渐向困难的过渡。 有的幼儿可能在

学习一些比较简单的体操时完全能够跟得上教师

的进度，但是只要动作稍微复杂一点，就会出现各

种困难，打击了幼儿的活动信心。 为此，教师可以

将舞蹈动作进行分解，减轻幼儿在学习中的压力，
帮助幼儿突破体操学习瓶颈，重拾活动信心。

例如，在进行“快乐体操”特色课程的创新与

实践过程中，《小小绳子真好玩》就是相对较难的

体操活动内容，很多幼儿在进行这项体操活动时

会感到十分吃力。 为此，笔者在带领幼儿进行这

一体操活动时，就将其中有困难的动作进行了分

解，缓解幼儿存在的焦虑心理，让幼儿在轻松愉悦

的氛围当中反复地练习，从而更好地掌握体操动

作。 通过将幼儿感觉困难的动作进行分解，能够

在循序渐进中引导幼儿更好地融入体操中，让幼

儿更好地感受体操训练的乐趣，进而促进幼儿综

合素质的提升。
（六）及时实施鼓励评价，保持幼儿体操活力

幼儿阶段的孩子极需要来自外界的鼓励，尤
其是来自教师和家长的认可，通过外界鼓励帮助

幼儿养成活动的自信，能够进一步提升幼儿的体

操运动效率。 体操运动虽然对幼儿来讲比较耗费

体力，但这对幼儿今后身体素质的发展都有着极

大的好处，因此教师以及家长要重视对幼儿的鼓

励，促使幼儿保持体操活动的活力。
例如，在进行快乐体操《小动物模仿操》特色

课程的实践过程中，在活动的开始，笔者首先通过

多媒体给幼儿播放了各种小动物的图片以及小动

物的运动视频，让幼儿在活动的开始就能够形成

整体的感知，促使幼儿在正式活动时形成积极的

态度。 在幼儿通过观看图片和视频激发起活动热

情之后，笔者再借助视频引导幼儿进行体操动作

的具体学习，让幼儿跟随着视频的节奏一步步地

掌握具体的体操动作。 在学习结束之后，笔者再

组织幼儿一同进行学习成果的展示，同时在幼儿

展示之后，对幼儿的表现进行及时的鼓励性评价，
并根据幼儿的表现给幼儿贴上相应的“小红花”，
以此作为对幼儿的奖励。 除此之外，笔者还让幼

儿回到家后展示给家长，使幼儿在教师与家长的

双重鼓励下，产生强烈的信心，这对幼儿未来的发

展与成长具有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在当前幼儿教育阶段的体操活动

开展过程中，“快乐体操”特色课程的创新与实践

已经成为促进幼儿体操活动发展的重要形式之

一。 教师在带领幼儿进行体操活动的过程中，要
在深刻认识到体操对幼儿个人未来发展的重要作

用的基础上，明确当前幼儿教育中体操活动的开

展现状和弊端，通过“营造快乐体操氛围，激发幼

儿体操兴趣” “丰富体操活动类型，提升幼儿体操

技能”“创新多种教学方式，吸引幼儿活动热情”
“基于小组合作学习，优化幼儿学习效果”“注重体

操动作分解，帮助幼儿突破瓶颈”以及“及时实施

鼓励评价，保持幼儿体操活力”这六个方面进行课

程的创新设计，促进幼儿的不断提升，并为其将来

更好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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