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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幼儿园体育活动中民间传统
游戏的运用策略分析

●毕建美

　　

[摘要]在农村幼儿园的体育活动当中,教师在设计游戏活动时必须结合园区环境以及幼儿身心发展特点,这

样才能保证体育游戏的育人效果,有效提升幼儿体育活动的教学效果.教师将民间传统游戏融入体育活动

当中,可以借助传统游戏便利性、开发性、趣味性等特点,增加体育活动对幼儿的吸引力,并让幼儿在活动当

中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与较强的满足感.这可以让幼儿在愉悦的心情中进行游戏,使幼儿的身体素质与心

理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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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间传统游戏深植于民间生活，与农村幼儿园的教学

环境有着较强的匹配度。 农村幼儿教师运用传统游

戏进行体育活动的教学，可以充分激发幼儿参与游戏的积极

性，提升体育游戏的教学效果。

民间传统游戏的概述

(一)民间传统游戏定义

民间传统游戏是一种包含着民俗文化的游戏活动，普遍

流传于民间地区，如人们常见的躲猫猫、踢毽子、跳皮筋、

老鹰抓小鸡等游戏。 民间传统游戏的内容是由广大劳动者

代代传承下来的，其中蕴含着劳动者生活的智慧，并且大部

分传统游戏都兼具趣味性和健身性的特点，同时还有着强烈

的民族色彩，隶属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范畴。

(二)民间传统游戏的特点

民间传统游戏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取材

方便且低廉，教师只需要对目标物品进行简单的处理就可以

直接作为游戏材料。 这对于农村幼儿园来讲是一大优势。

比如，在农村地区开展躲猫猫游戏时，教师可以将房屋、草

丛、草垛等作为幼儿的躲避体，这种可以随地取材的游戏活

动可以降低教学成本。 第二，传统游戏有着灵活多变的游

戏形式。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与调整，民间传统游戏的内容

和形式有着较强的包容性，可以跟随实际情况随时做出调

整。 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喜好选择合适的游戏形式，充分

满足幼儿的游戏需求。 第三，民间传统游戏有着较强的竞

技性，大多数游戏都以竞技比赛的形式开展。 幼儿在玩游

戏的过程中只有不断强化自己的技能，才能在游戏中获得胜

利，这可以为幼儿带来良好的游戏体验。

(三)民间传统游戏与幼儿体育活动的适配性

民间传统游戏种类繁多，不仅有体育竞技类游戏，还有

着丰富的休闲娱乐类游戏，将其应用于幼儿教学中可以发挥

出较强的教育作用。 民间游戏经过漫长时间的洗礼，具有

较强的普适性，受到广大幼儿的喜爱，能有效激发幼儿参与

游戏活动的热情。 在农村地区流传较广的民间游戏主要呈

现出简单、随意、有趣等特点，与幼儿园体育活动的要求相

符，能够完美适配幼儿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因此，农

村幼儿园在开展体育活动时，可以结合当地特色以及幼儿的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民间游戏。 同时，教师还可以结合幼

儿发展需要对民间游戏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充分体现民

间传统游戏的教育意义，让农村幼儿园体育活动的教学实效

性得到显著提升。

(四)民间传统游戏蕴含的教育价值

１．有利于幼儿身体运动能力的发展

在进行民间游戏的过程中，幼儿需要通过攀、爬、跳、

跑、走平衡等基本动作来完成游戏。 幼儿可以在游戏的过

程中充分锻炼自己的身体技能，对身体的肌肉群进行恰当的

训练，进而有效提升幼儿的肢体协调力和动作的灵敏度，让

幼儿的运动能力得到发展。

２．有利于幼儿认知能力的发展

幼儿在参与民间游戏时，可以自己选择玩伴、游戏材料

并独立制定游戏规则，这样的游戏方式可以有效激发幼儿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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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游戏的主动性，进而让幼儿在游戏中始终保持积极主动的

心态，为幼儿带来良好的游戏体验。 同时，幼儿还能在愉

悦的心态下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探索与认知，并结合自己的知

识积累对周边事物进行想象和创造。 这在促进幼儿认知经

验和思维能力发展的同时，还可以促进幼儿对世界的认知，

推动幼儿的全面发展。

３．有利于幼儿社交能力的发展

教师在为幼儿构建民间游戏环境时，可以为幼儿创设开

放的、自由的物质和精神环境，这可以使幼儿在游戏活动中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进行人际交往，让师幼关系和幼儿之间

的关系都能得到有效加强。 比如，教师在开展“老鹰抓小

鸡”这个游戏时，就可以为幼儿提供人际交往的机会，并引

导幼儿在游戏活动中进行团结合作。 这有利于幼儿养成相

互理解、相互合作的亲社会行为，增强幼儿适应社会的

能力。

４．有利于幼儿学习品质的塑造

《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说明学习品质

是“良好的行为倾向与积极态度”共同构成的。 因此，教

师在开展体育活动时，需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

学习兴趣，使幼儿在游戏活动中主动表现自己，并敢于研究

和尝试新活动，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等优秀品质。

因此，教师运用民间传统游戏进行教学，可以借助其自主游

戏的特质让幼儿以更加专注、有计划地、创造性地进行游

戏，有效推动幼儿优秀学习品质的塑造。

５．有利于文化传承和社会情感的传递

民间传统游戏有着多种多样的游戏内容和种类，并且其

游戏规则比较灵活，教师开展游戏不会受到场地、器材以及

周边环境的过多影响。 这种灵活性和娱乐性较强的游戏种

类深受幼儿的喜爱，其蕴含的温情和亲社会行为可以直接影

响幼儿的思想方式、审美情趣以及道德观念。 这有利于将

传统文化传承给幼儿，引导幼儿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使

幼儿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情感与价值观。

民间传统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在幼儿园开展体育活动必须具备合理且完善的体育设

施，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教师借助种类丰富的

体育设施可以充分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热情，并让幼儿在游

戏当中不断发展自己的想象力，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与肢体

协调力。 但是，在农村幼儿园当中，并没有过多的资金来

置备这些体育设施，并且由于农村幼儿园的占地较小，一些

活动场地都被大型的滑梯、攀爬架等占据，没有过多的空间

开展民间传统活动。 此外，在幼儿体育活动中，教师对幼

儿的指导是必需的，只有这样，才能顺利保障体育活动的开

展。 但是一些教师在体育活动中过分注重规则与要求的讲

解，并没有重视民间传统游戏的实施过程，反而让民间游戏

的教育效果降低，没能充分发挥出民间传统游戏的育人

作用。

民间传统游戏在幼儿体育活动中的应用策略

(一)结合幼儿年龄增强游戏内容的适宜性

将民间传统游戏融入农村幼儿园的体育活动时，教师必

须注重幼儿认知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 只有基于二者对游

戏内容进行合理地改变，保证游戏内容与幼儿年龄的适配

性，才能将传统游戏顺利融入体育活动当中，并且还能有效

激发幼儿的参与热情，提高民间传统游戏的教学效果。

比如，在教师运用“炒豆豆”这个游戏时，教师就可以

根据不同年龄的幼儿做出针对性地改编。 在面向小班幼儿

时，教师可以将儿歌的内容改编成：“炒、炒、炒豆豆，豆

豆熟了翻跟斗。”面向大班幼儿时，教师可以将其歌谣的内

容改编得更复杂，增加游戏的可玩性，并丰富游戏内容。

比如，教师可以将歌谣改编为：“炒——炒——炒豆豆，炒好

豆豆翻一番，翻几番，翻 X 番。”在歌谣当中增加互动问

答，同时让幼儿加入适当的肢体动作。 这可以让幼儿在游

戏的过程中手口并用，不仅可以锻炼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更可以让幼儿的肢体动作得到锻炼，让幼儿更愿意参与到游

戏当中。

(二)提升游戏的趣味性

将民间传统游戏融入幼儿体育活动当中时，为了增加游

戏的趣味性，教师可以结合幼儿的认知水平，对游戏内容和

玩法进行创新性的改变，丰富游戏玩法的多样性。 比如，

对于“炒豆豆”这个游戏，教师可以让两个幼儿面对面站

立、两个人的双手都交握在一起，然后再跟随歌谣节奏左右

摆手，唱到歌谣最后一句时，幼儿还需要举起一侧手臂，从

其下方穿过并翻转１８０°，再次还原到原本的姿势。 同时，

教师还可以将其改编为“炸果果”，将歌谣改编为：“炸炸炸

果果……吱吜，过来！”然后，再让幼儿唱到最后一句时翻

身变成背靠背拉手的姿势，并对游戏动作和歌谣内容进行改

变。 另外一种改编方式是将其变为“簸簸箕”，两个幼儿面

对面手拉手唱着“簸、簸、簸簸箕”，教师让第三个幼儿在

这两个幼儿的双手举起准备翻身时，从中穿过，然后这两个

幼儿还可以在唱到“你背我、我背你”时相互背对方。 在

游戏的过程中增加与歌谣相对应的肢体动作，可以增加幼儿

对民间游戏的参与热情，并让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不断增强

自身的身体素质和肢体协调性，促进幼儿身体各项机能健康

发展。

(三)基于课程内容增加游戏的灵活性

民间传统游戏的组织形式和规则是经过代代流传逐渐形

成的，并且其规则的制定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教师可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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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际情况做出一定的改编。 教师可以在实践应用的过程

中，根据课程实施要求，对民间传统游戏的内容玩法、材

料、规则和记录方式等都进行灵活变动，使其更符合该课程

的特性与发展需要，增加民间传统游戏的教育效果。

比如，针对“老狼老狼几点了”这个游戏的应用，教师

在对小班幼儿开展体育活动时，可以让一个幼儿扮演老狼，

其余的幼儿扮演小兔子，指定一个合适的位置设置为“家”

当做小兔子的安全点。 然后，在游戏的过程中，小兔子玩

家可以问老狼“几点了”。 如果老狼回答“五点”，那么就

可以去追逐小兔子。 如果小兔子跑到家，则小兔子安全。

如果老狼抓住未到家的小兔子，就可以让其扮演下一场的

“老狼”。 同时，教师也可以将老狼追逐开始的程序设置为

回答“天黑了”。 这种游戏设定的不同可以将同一个民间游

戏的玩法多样化，增加幼儿对游戏的参与兴趣，还可以让幼

儿在游戏的过程中有效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与身体素质。

(四)筛选游戏，活跃气氛

根据体育活动的要求对民间传统游戏进行正确地选择，

可以有效提升幼儿体育活动教学效果。 教师需要保证民间

游戏与幼儿园教学目标的契合性，并选择适合幼儿身心发展

特点的民间游戏，有效推动幼儿的全面发展。 此外，教师

还需要对民间游戏中脱离幼儿生活的元素进行适当的改编，

使民间游戏与幼儿的实际生活更相近，增加幼儿参与游戏的

兴趣。

例如，为了培养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教师可以在

幼儿进行体育活动时播放“拍手”歌，增加游戏的氛围。

同时，教师还可以借助“拍手”歌的节奏使幼儿对体育活动

的内容记忆深刻，提升体育运动的效果。 同时，教师还可

以为大班幼儿介绍“舞狮”这一项民俗运动，让幼儿认识到

舞狮的发展历史，了解南北地区舞狮的区别，让幼儿对各地

的舞狮习俗有着更深入的认知。 这能让幼儿以更加认真、

敬畏的态度进行舞狮运动的学习，让幼儿继承我国优秀的传

统民俗文化。 融入各种各样的民间传统游戏，可以使体育

游戏活动丰富多彩，在有效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热情的同时，

还可以让幼儿的社交能力、合作能力等各项素质得到发展。

(五)注重游戏评价的多元化

要想保证民间传统游戏的实施效果，不仅涉及游戏活动

的组织方法，还涉及教师对游戏的评价。 教师要借助游戏

评价，将游戏的调整与优化转变为一个良性循环，借助评价

反思不断提升民间游戏与体育活动的适配性，增强游戏育人

效果。 当前，一些农村幼儿园在开展体育活动时没有制定

相应的评价机制或者评价机制不完善。 因此，教师必须基

于传统游戏本身为幼儿设置多元化的记录和评价方式，提升

游戏评价的有效性。 比如，教师可以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

捕捉游戏过程中有价值的教育元素，并建立幼儿民间体育活

动的游戏档案，再对其进行教学评价。 同时，教师还可以

让幼儿进行自我评价和幼儿之间的相互评价，借助评价有效

推动幼儿能力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幼儿园教师在开展体育活动时，为了达

成更好的教学效果，可以在体育活动中加入民间传统游戏，

借助传统游戏的趣味性、开放性与便利性特点，增加体育活

动对幼儿的吸引力。 这可以让幼儿在游戏过程中积极进行

交流互动、团结合作，有效提升体育活动的育人效果，推动

幼儿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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