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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感受到体育游戏带来的乐趣。幼儿阶段竞争欲较强，在

游戏中教师要注重激励学生，鼓励学生不断拼搏，获取胜利。

其次，合理利用相关游戏道具。开展体育游戏离不开相应的

道具器械，尤其对于幼儿阶段而言，合理布置器械能够有效

提升幼儿参与兴趣。一方面教师可通过购买相关游戏设备，

例如小型呼啦圈、玩偶障碍物等，另一方面教师可通过创新

自制体育器材等形式，针对其实际需求进行制作器材。最后，

教师要及变换游戏，以免长期单一的某几种游戏造成幼儿心

理厌倦。一方面教师要设计多元游戏作为课程计划储备，包

括不同类型游戏，例如跑步类、攀爬类、物体控制方面等，

另一方面在幼儿体育课堂上要安排 2-3种游戏，让幼儿持续

获得游戏刺激与新鲜感。从笔者实践调研来看，目前诸多幼儿

园教师能够制作形式多样的游戏器材，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

且器材设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能够显著提升幼儿游戏参与兴

趣。例如有教师将废旧的纸箱进行改装应用于体育游戏中。 

3.3 重视体育游戏教育意义，培养幼儿良好的规则与

规范意识 

体育游戏能够培养幼儿团结协作、友爱互助的精神，

同时能够培养幼儿一定的规则意识。体育游戏从其本体上

来看，其依然属于身体活动，属于体育范畴，具备教育属

性
[7]
。体育的本质是教育，具备多元教育价值，通过体育

参与能够培养幼儿良好的意志品质。体育游戏在一定规则

约束下，是教师组织下幼儿进行的具有一定社会交往性的

身体活动。教师在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游戏过程中要深入发

掘游戏所蕴含的教育意义，通过游戏形式培养学生多种品

质。例如在团队过独木桥游戏中，所有学生分为四组，当

哨声响起时每组学生依次通过独木桥，摔落的学生重新返

回起点继续过独木桥，最先通过的小组获得胜利。通过独木

桥游戏，教师在游戏中要教育学生团结合作，每个人都要尽

可能平稳通过独木桥，为团队胜利做出努力。然而需要注意

的是，发掘体育游戏的教育意义要从幼儿身心发展特征出发，

不可过于超前，要以当下幼儿认知发展水平为出发点，否则

会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教师要尽可能将游戏中相关教育元

素延伸到生活中去，教会其在生活中友爱互助，诚实守信。 

3.4 重视发展幼儿身体素质，提升幼儿体质健康水平 

第一，重点发展幼儿协调性素质。与力量、耐力、速

度等身体素质相比，幼儿阶段应重点发展协调性素质。幼

儿协调性素质发展第一个敏感期在 6 岁以前，包括手眼协

调、手脚协调、前后左右协调单侧动作和对侧动作的协调

等。相较于其他身体素质，协调性训练难度较大，且敏感

期较短。实践中教师可通过布置梅花桩小游戏，在地面上

布置不同的卡通玩偶，摆成梅花形状，要求学生在中间行

走，不可将玩偶碰倒，要求灵活控制自己身体，考验身体

协调性。教师在日常组织体育游戏过程中要重视协调性训

练项目游戏。第二，重视基本运动技能训练。基本运动技能

训练价值不仅仅在于为其今后更高水平运动参与打下良好

基础，更重要方面在于优化生活质量。基本运动技能训练要

全面展开，包括推、拉、旋转、跑、跳等多个方面
[8]
。在开

展体育游戏中要尽可能涵盖多个方面，在游戏中发展学生不

同基本运动技能。例如折返跑、并步跑、交叉步跑等小游戏

能够发展移动技能，包括不同方向移动能力
[9]
。第三，教师

还应通过科学合理的训练方法，指导幼儿进行游戏锻炼。

在体育游戏中，教师要提供适当的引导和反馈，帮助幼儿

正确掌握动作技巧，并鼓励其克服困难，挑战自己。同时，

要根据幼儿的能力和进步情况，逐渐增加游戏的难度和强

度。需要注意的是，幼儿身体机能发育较为滞后，承受力

较弱，体育游戏强度不可过大，同时要重视及时进行休息，

让幼儿在情绪较为饱满状态下参与游戏。 

4 研究 

幼龄儿童作为祖国的未来，是未来民族的栋梁，推动

其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体育游戏能够从多方面助力幼

儿发展，提升幼儿体育参与兴趣，培养基本运动技能，改

善体质健康状况。今后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围绕幼儿体

育游戏兴趣这一关键着力点，在游戏内容与形式方面进行

创新优化，不断发掘游戏教育意义，推动幼儿体质健康发

展，让幼儿在玩耍过程中养成热爱锻炼的习惯。总之，教

师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在此基础上开展体育游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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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ore concepts,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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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2 年教育部印发《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

的通知》，其中评估内容中提出要坚持以促进幼儿身心健

康发展为导向，通过促进幼儿园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理解尊重幼儿并支持其有意义的学习。当今幼儿体育教育

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我国正处于提升幼儿体育教学质量的

重要时刻。为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通过探索创新的课程

模式，使得幼儿体育教学在身体、认知、情感和社交等多

方面促进幼儿发展。 

高瞻课程模式（HighScope），是一种强调幼儿主动参

与、体验式学习和综合发展的教育理念。该模式通过促进

幼儿自主性、鼓励问题解决、培养创造力和社交技能，为

幼儿奠定了坚实的学习基础。本文旨在探讨高瞻课程模式

对我国幼儿体育教学发展的启示，为提升我国幼儿体育教

学质量提供借鉴。 

1 高瞻课程模式概述 

高瞻课程模式作为一种在国际范围内广受关注的幼

儿教育方法，以其独特的理念和原则在幼儿教育领域占据

重要地位。高瞻课程模式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美国

密歇根州，由海伊斯科普教育研究机构提出并初步验证，

强调幼儿主动参与和体验式学习，通过计划-工作-回顾环

节作为游戏活动程序的教育方案。从高瞻课程模式在美国、

泰国、英国等国家取得了广泛认可，成为国际上备受瞩目

的幼儿教育模式。这也标志着高瞻课程模式的逐渐走向国

际化，其理念和实践逐渐渗透到全球幼儿教育的领域。21

世纪初至今，高瞻课程模式进入了理论更新与多元化发展

阶段。在保持核心理念的同时，专家们更加注重适应不同

文化和社会背景的需求，使其更具全球适用性。 

1.1 高瞻课程模式核心理念与原则 

1.1.1 强调幼儿主动参与的教育理念 

高瞻课程模式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强调幼儿主动参与

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源自对幼儿天生好奇、富有创造力

和独立思考的认识。在高瞻的教育环境中，教育者视幼儿

为学习的主体，鼓励他们参与决策、提出问题，引导他们

通过自主行动来构建对世界的理解。这种理念认为每个孩

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拥有自己的兴趣和学习风格。通过强

调幼儿主动参与，高瞻课程模式倡导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尊

重和体现幼儿的个体差异。这种教育理念的实施使得幼儿

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而是能够主动选择学习内容、

积极参与决策的主体，从而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学习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G613.7&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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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1.1.2 注重幼儿体验式学习的应用 

体验式学习是指通过实际参与和亲身经历来促进幼

儿的综合发展。在这一原则下，教师通创设丰富多彩的学

习环境，提供具体而有趣的学习体验，使幼儿能够通过感

知和操作来深入理解概念，而不仅仅是通过抽象的文字或

图片。体验式学习通过让幼儿亲身经历世界，激发他们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高瞻课程模式注重的是“做中学”，即

通过活动和互动来建构知识。这种学习方式使得幼儿能够

更加深刻地理解抽象的概念，培养他们的观察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及实际应用知识的能力。 

1.1.3 强调幼儿综合发展的重要性 

综合发展是高瞻课程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则，旨在促使

幼儿在认知、情感、社交和身体等各个方面取得均衡的发

展。高瞻课程理念认为幼儿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根本目标，

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单一方面的知识或技能。高瞻课程模式

不仅注重学术知识的传授，更强调培养情感智力、社交技

能和身体素养。通过丰富的活动，幼儿能够在亲近自然的

过程中发展对环境的关爱，通过合作活动培养团队精神，

通过体育活动强健身体。这种综合发展的理念使得幼儿在

多元智能中得以发展，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和综合素养。 

1.1.4 注重形成性评价 

高瞻课程模式的评价理论基础主要基于建构主义理

论、儿童中心主义和社会互动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幼

儿是主动学习者，通过自己的经验和互动建构知识。儿童

中心主义理论则是使评价更加注重儿童的个体差异和需

求，关注每个儿童独特的发展轨迹。社会互动理论强调儿

童在社交环境中的学习和发展，使评价考虑到儿童与他人

之间的交往和合作。这些理论基础共同构成了高瞻课程模

式评价的理论基础。高瞻课程模式的评价工具主要包括两

大部分，一部分是对项目质量的评价，还有一部分是对幼

儿的评价，主要包括项目质量评价系统（PQA）、学前儿童

观察记录量表（COR）、早期读写技能评估量表（ELSA），

这些量表实现了高瞻课程模式倡导的在真实的教学中进

行观察和评价，通过分析幼儿的创作作品和记录其行为的

现场评价方法，即在幼儿体验过程中进行评估。 

1.2 高瞻课程模式的应用与实施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高瞻课程模式的应用和实施都

取得较好的成果，在短期研究方面，泰国农村地区的早期

幼儿教育干预研究中，通过随机分配 19 名教师参加幼儿

教育干预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瞻课程模式的实施对

幼儿的整体运动技能和个人社交技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高瞻课程模式在跨文化背景下，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农

村地区，能够为幼儿提供全面的发展
[1]
。在 Wakabayashi

等人的研究中，将美国密歇根、缅因和俄亥俄三个州的高

瞻课程模式与数学教学相结合，研究者发现该课程模式对

幼儿数学知识和技能的提升有积极的效果。尽管效应规模

较小，但这项研究突显了高瞻课程模式的可扩展性和适应

性，尤其是在应对幼儿不同学科需求的情境中。除此之

外，高瞻的教育理念对幼儿的识字和发音能力有显著的

正面影响
[2]
。在长期研究方面，García 的研究认为高瞻

课程模式具有长期的效益。研究表明高瞻课程模式对实

验对象的技能、收入、婚姻稳定性、和健康都产生较为

长久的积极影响，而且通过改善子女的家庭环境，带来

了实际收益
[3]
。 

高瞻课程模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和实施，不仅覆盖了

发达国家的城市，还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不管是

在短期研究还是长期研究中，高瞻课程模式都展现出其在

不同学科和不同地区的可扩展性和适应性。 

2 高瞻课程模式对幼儿体育教学发展的启示 

2.1 注重幼儿体育活动环境创设，激发幼儿主动参与

体育活动 

高瞻课程模式环境创设中强调活动环境的开放性、布

局的自然性、材料的趣味性以及活动区域的安全性
[4]
。研

究认为体育运动环境的创设对幼儿的感觉统合能力、基本

动作技能、运动发育情况均有一定的影响。学者杨慧婷等

人的研究发现在得到家长积极鼓励和支持的情况下，幼儿

更容易在各类游戏活动中表现出自信心，在这一过程中，

幼儿的感官系统接收了大量来自外部环境的刺激，从而推

动了感官功能和动作计划能力的发展。在特定的体育运动

环境中，这种发展将得到更为明显的加强，因此创造一个

适应幼儿能力发展的体育运动环境至关重要
[5]
。 

在幼儿体育教学中可以通过创设富有挑战性和趣味

性的运动环境，以激发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设置多样

化的运动区域，引入各种有趣的运动器材，吸引幼儿主动

参与体育运动。例如设立能够进行攀爬、悬吊、摆动活动

等冒险区域，提供幼儿奔跑的空旷平整草坪区域。除此之

外，幼儿园要重视体育教学，提供多样化的体育运动项目

体验，积极引入不同运动项目的课程教学，多样化的体育

运动项目体验对于幼儿全面发展至关重要。园方要鼓励在

体育教学中引入各种类型的运动，如篮球、足球、体操、

武术、舞蹈等，以满足不同幼儿的兴趣和需求。创设多样

化的体育环境，可以让幼儿在不同的体育活动中发现自己

的潜能，激发他们对多种运动形式的兴趣，促进身体各方

面的协调发展。 

高瞻课程模式十分注重教学中幼儿的主动参与性，因

此幼儿体育教师要注重引导性的活动设计，也就是通过设

定有针对性的活动目标，引导幼儿主动参与体育活动。在

体育游戏中，设置明确的任务和目标，激发幼儿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让他们在积极参与中体验成功，培养自信心。

其次为幼儿提供充足自主选择的机会，在体育活动中，可

以设计一些可以由幼儿自主选择的项目或运动，让他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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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己的兴趣和喜好进行参与，增加他们在体育教学中的

主动性。近年来，越来越多体育俱乐部与幼儿园达成课后

体育服务合作，有利于提高幼儿园体育教学的质量、满足

幼儿多种运动需求、促进俱乐部选材效率，从而实现的幼

儿园、俱乐部、学生三方共赢。再者幼儿体育教学要建立

积极的学习氛围，避免出现幼儿体育教学“青训化”，教

师以口头激励、物质激励等方式鼓励幼儿积极参与体育游

戏，让他们感受到参与体育活动的乐趣和成就感，从而更

加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 

2.2 教师树立正确的角色定位，适当介入引导幼儿开

展游戏 

在幼儿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兼具组织幼儿教学、搭

建创设性环境、推动家园合作的角色
[6]
。教师应当树立正

确的角色定位，在高瞻课程模式中，教师不再仅是知识的

传授者，更被赋予了学习互动者的角色。这意味在体育教

学中教师不仅要给幼儿传授基本运动技能、提高幼儿运动

素质、发展幼儿运动能力，更要与幼儿建立密切的伙伴关

系，了解学生的需求、兴趣和个性特点，促进个性化的学

习过程，从而促进幼儿体育素养的全面发展。其次，在体

育教学中教师还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这不仅要求体育教

师具备专业实践教学能力，还需要深刻理解幼儿生理、心

理、认知发展的阶段特点，使幼儿基本动作技能和运动素

质在相应的敏感期时得到有效的发展。引导者的任务不仅

是引导活动进行，更是在活动中引导幼儿形成积极的参与

态度和团队合作精神。体育教师要设立符合幼儿身心发展

的体育游戏，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幼儿调整体育游戏的难度

和强度。再者，体育教师教学中要灵活转化自己的角色，

教师需要在互动者和引导者之间灵活切换，根据幼儿的需

求和学习状态调整自己的角色。这种灵活性使得教师能够

更好地适应不同的教学场景。 

在幼儿体育教学中，教师需要适时而适度地介入和引

导，以激发幼儿创造性和积极性。在体育教学中教师过度

干涉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如学生因害怕出错不敢做动作、

学习动作时注意力不集中、幼儿过度注重教师的评价等。

因此，教师应善用情景化趣味性的体育游戏，将其作为促

使幼儿学习的有效工具，从而在轻松的氛围中激发幼儿参

与体育教学的兴趣。 

2.3 重视幼儿体育素养的评价，树立形成性评价理念 

在国际幼儿体育领域，体育素养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

的议题，在新课标中体育素养主要包括运动能力、健康行

为、体育品德等方面，Pre PLAy 研发机构认为体育素养

包含动机和信念、身体能力、知识和理解力、终身体育参

与四个方面。为了科学、全面地评价幼儿体育素养，国外

学者研发了相关测评工具，如加拿大的 Pre PLAy 测评工

具。然而，国内在幼儿体育领域的测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

足，需要更加深入地关注和研究。当前，国内在幼儿体育

测评方面依赖国外测评工具较多，例如 TGMD-2、TGMD-3、

BOT-2 等，且研究主要集中在运动能力的评价，而对于体

育素养的评价工具较少。幼儿时期，培养积极地参与体育

运动的动机和兴趣至关重要。因此，在幼儿体育教学中，

要重视幼儿体育素养的评价，了解幼儿参与体育活动的内

在动力，以更好地引导和激发他们的兴趣。除此之外，对

于幼儿体育教学中形成性评价并未充分贯彻，形成性评价

是一个连续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应当贴近幼儿的实际

情境，注重个体差异，帮助幼儿真正理解和参与到评价过

程中。而目前一些测评工具可能更倾向于量化的结果，忽

视了对幼儿发展过程的深入观察和理解。 

高瞻课程模式注重对每个幼儿的个体差异进行观察

导向的评价。这一特点为幼儿体育素养评价提供了重要的

启示，即幼儿体育素养评价不能简单地依赖于统一的标准

和测试工具。每个幼儿的身体发展水平、兴趣爱好、学习

方式等都存在差异，因此需要针对个体进行观察和评价。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当关注每个幼儿的表现，通过观察

他们在不同运动项目中的参与程度、技能表现、协作能力

等方面，为个体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促进他们全面

均衡地发展。 

3 结语 

高瞻课程模式作为一种注重幼儿主动参与、体验式学

习和综合发展的教育理念，该课程模式逐步融入全球幼儿

教育领域。在应用和实施方面，高瞻课程模式在国际上有

着广泛的实施，显示了高瞻课程模式对幼儿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的广泛性和适应性。高瞻课程模式对我国幼儿体育教

学发展具有一定启示作用，首先，要注重创设多样化的体

育运动环境，激发幼儿参与体育运动兴趣。其次，幼儿体

育教师角色不再仅限于传授运动技能和运动知识，更需成

为体育教学的引导者和积极互动者。最后，注重幼儿体育

素养的评价，树立形成性评价理念，针对个体进行观察和

评价。高瞻课程模式为幼儿体育教学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意义，有利于提高我国幼儿体育教育质量，促进幼儿体质

健康发展水平和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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