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第 11期
（总第 347期）

No.11，2023
Serial No.347XUEQIAN JIAOYU YANJIU

学前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 2022年度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重点项目“基于幼小衔接的 3~7岁儿童户外体育游戏课程
开发研究”（项目编号：2022ZQJK042）
**通信作者：董艳，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官窑中心幼儿园

幼小衔接阶段是学前儿童身份和角色发生改变的重要时期，教师和家长的关注焦点也逐渐从儿
童本身转向文化意义上的社会意图。[1]尽管学段的转换要求儿童适应新的角色并具备相应的品质和
能力，但儿童本身的适宜性发展仍然是各项幼小衔接工作的核心目标，[2]教师和家长需持续关注学前
儿童在心理、学习品质、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发展状态和发展需求。[3][4]在《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
点》《小学入学适应教育指导要点》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发展儿童的身心适应能力都是各项教育教
学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身体机能、动作、意志品质等的发展构成了学前儿童开展各项学习活动的基
础。 [5]在幼小衔接阶段，将游戏与体育活动整合为体育游戏课程，既顺应了学前儿童的学习特点，又
强化了其学习的目的性，有助于促进儿童身心的整体、协调和可持续发展。[6]

一、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的价值

体育游戏是一种以促进儿童身心发展为目的，根据一定体育任务进行设计，由身体动作、情节、
角色和规则等组成的活动性游戏。随着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国内外的幼小衔接工作都更为凸显以儿
童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强调各项工作要为儿童做好准备。 [7][8]体育活动的本质是游戏，大多数体育项
目都是由游戏演变而来的。 [9]所谓的体育活动游戏化，就是将走、跑、跳、投掷等动作融入到游戏中，
这种整合既可锻炼个体的基本运动能力，又能激发其运动兴趣，培养其良好的运动习惯。[10]幼小衔接
阶段的儿童能够通过游戏来满足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欲望，而体育游戏课程兼具身体活动和游戏
体验的双重功能，其实践对幼儿园课程建设和儿童发展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第一，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的开发有助于幼儿园和小学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的建构。幼儿园与
小学之间课程与教学体系的割裂使得学前儿童在幼儿园阶段储备的运动经验在小学阶段得不到延

［摘 要］ 体育活动是发展儿童各项身心能力的重要手段。融合幼儿园的领域教学和小学的学
科教学开展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实践可以为儿童身体机能、动作、社会性、意志品质等的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幼儿园和小学应坚持正确的教育观和课程观，在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建构中始终坚
持儿童立场，通过建立科学的课程管理机制、培育课程师资、共构课程资源和共研课程评价等方式来
推动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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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从零开始的重复教育现象在小学频现。[11]幼儿园对小学一年级动作技能发展所需的前期经验缺乏
专业认知，容易形成过度追求动作技能发展的局面。在幼小衔接阶段开展一体化的体育游戏课程实
践，可以促使教师从整合的视角去审视学前儿童身体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依据个体的身心发展
特点去规划体育活动的目标和内容，从而使幼儿园和小学的体育课程在逻辑上具有递进性。

第二，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的开发有利于学前儿童动作技能的序列发展。幼儿园体育活动以
游戏为载体，其指向的动作技能之间多为平行关系，教师无法依据一定的梯度和序列来组织体育活
动，[12]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前儿童动作经验的迁移和重构。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将幼儿园健
康领域的有关活动与小学一年级的体育活动进行整合，它可以通过将幼儿园每日一小时的户外体育
活动和小学体育大课间、体育课等教育教学活动连接起来，清晰地展现动作技能的发展序列。在这一
课程模式中，儿童可因循体育游戏课程的内容脉络有序地发展动作技能和积累运动经验。

第三，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的开发有助于德、智、体、美、劳五育的融合。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是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根本手段。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以儿童最喜欢的游
戏活动为介质，以可释放感受、磨炼意志的体育项目为载体，在主题策划、规则设计、环境创设、器材
收纳等方面能够与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进行有效的融合，让儿童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产生积极
的心理和行为变化，实现在身体、动作技能、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协同发展。

二、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开发的理念和原则

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开发的基本理念是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引导儿童与环境、同伴开展
充分的互动，帮助其在充满游戏性的活动过程中发展动作、塑造行为、培养规则意识和锻炼协作精
神。具体来说，教师一是要坚持“本”的教育观。在课程开发过程中，教师应始终坚持以儿童为本的价
值取向，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关注儿童的活动感受和情感体验，基于儿童的视角去设计和反思相
关教育活动；要以培养儿童的体育核心素养为导向，以增进儿童身心健康为目标，设计结构合理、负
荷适量、形式多样的体育游戏活动。二是要确立“合”的课程观。一方面，教师要实现幼儿园领域活动
和小学分科教学活动在目标上的融合，以实现彼此的双向支持；另一方面，教师要实现体育游戏课程
在内容上的联合，帮助儿童身心获得进阶式、持续性的发展。此外，教师还要注重学科之间的综合，在
发展儿童体育核心素养的同时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三是要践行“悦”的活动观。教师要帮助儿童在
课程活动中获得愉悦的情绪体验，引导儿童感知活动带来的喜悦感和满足感。
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横跨幼小两个不同学段，涵括领域活动和学科教学两种不同的教学方

式，其开发应遵循以下五个基本原则。第一，整体性原则。体育游戏课程应将幼儿园与小学一年级视
为一个整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律，设计贯穿四年的体育游戏活动。第二，双向性原则。体
育游戏课程应同步体现《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和《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
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标》）关于体育活动的基本要求，关注儿童前期运动经验积累与动
作技能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注重幼小两个学段在课程目标、课程环境、课程实施等方面的相互呼
应。第三，发展性原则。体育游戏课程要充分考虑儿童在各年龄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设计能促进儿
童动作技能序列发展、健康行为持续塑造、规则意识不断强化的体育游戏活动。第四，安全性原则。体
育游戏课程要选择符合儿童生理和心理特点且难度适中的体育游戏活动，在增强儿童活动挑战体验
感的同时，帮助他们体验活动的安全感、控制感和成功感。第五，综合性原则。体育游戏课程应充分考
虑幼儿园五大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小学跨学科之间的主题融合，在内容设计上体现不同领域知
识的关联与整合，支持儿童以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等方式去发展问题解决能力。

三、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的目标及内容建构

教育目标是课程开发的起点，其选择和确定应该建立在对学习者自身、当代社会生活的研究以
及学科专家对目标的建议基础之上。[13]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目标的建构一是要依据儿童的身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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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律和最近发展区来设置适宜的发展目标，二是要基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连续性来设置进阶发展目
标，三是要基于儿童的生活经验和运动兴趣来设置综合的课程目标。具体来说，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
程应该通过幼儿园健康领域活动与小学一年级体育活动的融合来培养儿童的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
体育品德，为儿童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奠定良好的身体与动作技能、行为习惯和个性品质基础。幼小
衔接体育游戏课程的总目标可以根据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三大维度做进一步分解，并且
要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阐释具体的要求，从而形成进阶式的课程目标体系。
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的内容建构需要处理好儿童运动能力发展与经验储备、运动环境、活动任

务以及运动认知需求之间的关系，应具有鲜明的结构和丰富的层次。第一，体育游戏课程内容要有整
体性与关联性。体育游戏课程内容的选择应基于儿童完整的生活经验，教师应以运动能力、健康行为
和体育品德为横轴，以儿童的年龄为纵轴，通过教师主导的游戏、高结构体验游戏、低结构自主游戏
等形式来组织。教师主导的游戏主要完成对儿童基本动作技能技巧的传授，规范儿童运动行为，指导
儿童在活动中学会自我保护。高结构体验游戏帮助儿童在具体的活动情境中熟练运用已掌握的动作
技能技巧和安全保护知识来完成经验迁移。低结构自主游戏则要为儿童提供综合运用自身运动感知
和运动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赋予儿童更大的人际交往空间，促使他们在更深层次的社会交往中
培养各项核心素养。[14]第二，体育游戏课程内容要体现复合性与层次性。体育游戏课程内容的组织要
系统分析各年龄阶段儿童运动经验的纵向联系，注重将多个单一功能的游戏项目进行组合，将其设计
成混合渐进式体育游戏。教师在组织体育游戏课程内容的过程中，既要考虑不同体育游戏活动方式之
间的组合，又要考虑同一活动内部不同内容之间的聚合，最大限度促进儿童的连续性和综合性发展。第
三，体育游戏课程内容要处理好预设性和生成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体育游戏课程内容要基于课程目
标对活动环境、活动形式、活动过程等进行充分的预设，以满足儿童身心发展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
体育游戏课程内容要为儿童的自主探究预留空间，以满足儿童的个性化运动需要。[15]

四、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的实践方式

第一，幼小共建课程管理机制。幼儿园和小学可以共同组建一个由课程专家、幼儿园决策者、小
学决策者、幼小联合教研员以及家委会代表等共同组成的课程开发委员会，介入课程目标的制定、课
程内容的设计、课程结果的评估等工作，形成行政管理与业务管理双向互嵌的课程协同管理机制，厘
清幼儿园和小学在课程实施中的职责。

第二，幼小共育课程师资。幼儿园和小学可以组建联合教研小组，通过“同课异构”等方式引领幼
儿园和小学教师系统把握幼儿园教育和小学教育在课程目标、内容、实施方式等方面的异同。幼儿园
教师需结合对《课标》的认知，全面分析学前儿童在进入小学时所应具备的前期经验，逐步培养起对
体育活动的专业判断和实施能力。小学教师需结合对《指南》的研究，深入分析小学一年级儿童的经
验基础，逐步形成持续、完整的体育课程理念。

第三，幼小共生课程资源。一方面，幼儿园和小学可以以空间重构、器械投放为核心开发条件性
资源，为儿童提供更为丰富的自主活动机会，帮助他们在自主感知新环境中“旧”元素的过程中不断
巩固和拓展体育活动经验。另一方面，幼儿园和小学可以以文献搜集、经验提炼为核心开发素材性资
源，将知识来源、技能描述、活动实录等过程性资料整理成册，形成幼小联合教研活动资源库。

第四，幼小共研课程评价。一方面，幼小衔接视域下的体育游戏课程评价要关注儿童在体育活动
过程中的运动感知，对儿童与环境、同伴的互动进行系统的观察、记录和分析。另一方面，体育游戏课
程评价要重视儿童运动能力发展过程中前后经验之间的联系，要关注儿童运动经验与运动能力发展
的过程性和阶段性。此外，幼小衔接体育游戏课程评价要善于运用学校之外的各种资源，不断强化课
程评价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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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Sports Game Curriculum on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DONG Yan1，GAO Songqing2

（1Shishan Guanyao Central Kindergarten，Nanhai District，Foshan City，Foshan
528237 China；2Shishan Guanyao Central Primary School，Nanhai District，Foshan

City，Foshan 528237 China）
Abstract：Physical activity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develop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abilities.

Combining the field teaching of kindergarten and the subject teaching of primary school to carry out the

sports game course can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hysical function，
movement，sociality and will quality. Kindergartens and primary schools should adhere to the correct
educational and curriculum views， always adhere to the children’s pos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curriculum content，and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sports games curriculum by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curriculum management mechanism，cultivating curriculum teachers，co-constructing
curriculum resources and co- researching curriculum evaluation.

Key words：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sports games，sports gam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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