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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体能活动作为促进幼儿身体发育和发掘运动潜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教育、体育领域中的重视程度和地位

不断提升。通过研究幼儿体能与不同体育本质功能之间的作用关系，旨在拓展幼儿体能的应用领域和研究范围。从体育教育、

竞技体育的运动选材、终生体育、体育健康四个体育本质功能为对象，与幼儿体能进行有机衔接，架设幼儿体能从理论到实

践的连结桥梁。拓展幼儿体能的功能范围和应用空间，提升幼儿体能自身的时间价值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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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hysical activity, as an important way and means to promote children's physical development and explore 

their sports potential,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statu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sports. By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physical fitness and different essential functions of sports, this paper aims to expand the application 

field and research scope of children's physical fitness. From the four essential sports functions of physical education, sports selec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lifelong sports and sports health, it is organically connected with children's physical fitness, and set up a bridge 

connecting children's physical fitnes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Expand the functional scope and application space of children's physical 

fitness, and improve the time value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children's physic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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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有关

部门对于体育工作推行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等国家政策文

件，提出了学前教育阶段应开展适合幼儿身心特点的体育

活动，培养体育兴趣爱好，促进运动机能协调发展
[1]
。儿

童的健康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

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2]
。我国教育部先后于 2001 年出台

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12 年发布了《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其中，“纲要”和“指南”都将

幼儿健康放在首位去进行要求和指导
[3]
。 

基于国家在新时代对幼儿少体育发展需求，配合实现

《幼儿园管理条例》中强调“对幼儿实施体、智、德、美

全面发展的教育以及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其中体育教育

被放在了幼儿全面发展教育的首要位置”。幼儿教育作为

教育系统的最初阶段，如何对幼儿开展科学、有效的身体

活动教育？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提升幼儿身心健康和运

动能力，为其终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基于以上问题，幼

儿体育将成为我国未来体育研究和体育工作的重点领域。

比较于日本、台湾地区以及欧美等国家，我国幼儿体育处

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同其他国家、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认识到差距，就要弥补差距。以幼儿体能的作用为切入点，

将幼儿体能在作用上与体育教育、竞技体育中运动选材、

终生体育、体育健康四个维度进行功能与作用之间的结合

研究，实现幼儿体育与不同体育功能之间有效衔接，打通

幼儿体能与不同体育功能之间作用关系，实现幼儿体能从

作用独立到功能多维度的转换，实现幼儿体能本身作用和

功能的多元化，为幼儿体能发展开拓了从理论研究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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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有效途径。 

1 发展幼儿体能对体育教育功能的作用关系 

幼儿体育是一个特定人群概念，与小学体育、中学体

育、大学体育、青年体育、老年体育呈现出不同年龄阶段

的人的体育规律和特点。我国幼儿教育发展存在“小学化”

倾向发展
[4]
。我国现阶段幼儿体育教育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对幼儿体育教学中涉及到教学规律把控、主要内容设定、

有效组织形式等内容处于探索期。国外相关经验和方法虽

值得借鉴，但能否适应国内幼教环境，仍需进一步论证，

国外经验在我国不应急于推广。由于现阶段我国幼儿体育

在专业人才和专业内容上的不足，幼儿体育多借鉴小学体

育教学内容，但不宜完全照搬小学体育教学内容和教学形

式。在幼儿体育教学中，首先考虑幼儿身心特点，根据幼

儿认知水平、身体特点、运动能力等方面设计教学目的和

教学内容，以此保证幼儿体育教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更

要将幼儿体育与中、小学体育加以区别。由于二者之间区

别不明显，导致幼儿体育自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凸显，

正是幼儿体育发展的瓶颈所在。 

基于幼儿时期身心发展特征，幼儿体育不适宜采用程

序化和定式化的教学组织，小学体育活动不适用于幼儿身

心发展。小学体育侧重于课堂规则和身体练习，幼儿体育

应当以发展儿童天性和活动能力。因此，在游戏活动中培

养幼儿的认知、情感、社交能力，更加符合幼儿阶段身心

特点。幼儿身体活动采用游戏化体育活动，在游戏化活动

内容中融入体育活动的内容，以体育教育为中介，构建幼

儿游戏活动与幼儿体能之间有机融合，最终实现促进幼儿

身心发展的目的。 

 

图 1  幼儿游戏、体育教育、幼儿体能三者之间有机融合演示图 

幼儿在游戏环节中完成身体活动练习，使得幼儿游戏

化内容——体育教育——幼儿体育之间构成完整作用连

结。游戏化幼儿身体活动不仅符合本阶段幼儿身心特征，

通过游戏化活动内容观察、评估、反馈、改善幼儿身体活

动能力。根据反馈调整幼儿游戏化体育活动内容，为游戏

化内容和幼儿体能之间促进、相互作用提供了连结桥梁。

利于促进幼儿身心发展，有助提升游戏化幼儿体育活动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 

2 发展幼儿体能对竞技体育功能的作用关系 

在第 32 届东京奥运会上，跳水项目奥运冠军全红婵、

陈芋汐和张家齐三人平均年龄仅为 17 岁。此前，三人平

均在15岁前后获得世界冠军
[5]
。体操项目中队员芦玉菲、

欧钰珊、章瑾、管晨辰等队员平均年龄在 15 岁前后进入

国家队，在 18 岁前后在全国比赛或世界比赛中取得名次。

这些运动员能够在青少年阶段站在竞技体育最高殿——

奥运会赛场，这与科学的运动选材是密不可分的。对幼儿

阶段开展相应体能练习，不仅有助于发展其身体机能和运

动能力，更有助于发掘幼儿自身潜在的突出能力，拓宽了

幼儿运动选材的路径，提升了竞技体育与幼儿体能之间衔

接的有效性。选拔具有突出运动能力的儿童，进入课余运

动队和业余体校进行训练，对突出运动能力进行系统性的

启蒙和发掘，为其日后竞技生涯和运动成绩奠定坚实遗传

因素基础。开展幼儿体能训练，可以为我国不同地区、不

同项群的竞技项目选材提供途径，为切实有效选拔出优秀

的后备人才做出贡献。 

 

图 2  儿童体能对竞技体育中选材的功能和作用演绎图 

相关研究发现，训练启蒙年龄均值为 9.07 岁，范围

在 8.52～9.61 岁，比学者们提出的 10～12 岁要早，比“少

年”项目 6～8 岁稍晚
[6]
。在 9 岁阶段是少儿体能关注和

发展的主要年龄区间。纵观现代夏季和冬季奥林匹克项目

发现，部分运动项目冠军年龄呈现低龄化发展态势。代表

性项目有体操、跳水、花样滑冰单人滑、花样滑冰双人滑、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项目，因青少年阶段的身体条件和

运动素质与竞技能力特点高度相关，有利于青少年阶段创

造优异成绩，有利运动员在“窗口期”内创造优异运动成

绩。因此，相关项目在儿童期就开始专业训练。为适应项

目发展，延长青少年运动寿命，保持竞技能力的长效稳定。

在整个运动生涯中，创造出更多优异的运动成绩，证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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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竞技水平和个人价值，幼儿阶段开始运动选材已是势在

必行。筛选出具运动天赋和运动潜力的儿童少年，是竞技

体育的首要环节和重点环节。在幼儿阶段开展体能训练活

动，不仅弥幼儿园内专业体育内容不足的短板，也为保持

我国竞技体育大国的国际地位提供了选材途径。 

3 幼儿体能对终生体育的作用研究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发现，幼儿体能与终生体

育之间作用和关系研究属于空白领域。终生体育在成人、

大中小学阶段体育课程理念中植入较多，在幼儿体育阶段

处于相对滞后的发展态势。清华大学对于在校生的体育教

育尤其重视，并且提出“每天运动半小时，健康工作 50

年”的号召。由此可见，清华大学的校园体育文化不仅培

养在校生的运动习惯，更在建立起学生对运动促进健康的

正确认识。在幼儿教学阶段，终生体育理念应当适度植入

幼儿体能中，培养幼儿终生体育锻炼的意识，达到促进终

生健康的目的。 

幼儿是终生发展的最初阶段，幼儿阶段也是习惯养成

的重要阶段。因此，将终生体育理念植入幼儿体能活动，

对个体终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幼儿体能与终生体育相结

合，会是一个全新的幼儿体育培养的方向和角度，是全人

教育思想在幼儿阶段的应用性实践。既满足了幼儿身体发

育和运动能力发展的阶段性需求，又实现了幼儿身心健康

和终生成长的全人教育目标。 

幼儿园体育着重于本阶段幼儿的身体活动，却忽视了

体育对个体终生发展的影响，二者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衔

接与互通。在体育内容安排上存在非体育内容替代的情况，

非体育内容虽能满足幼儿的身体活动需求，却无法实现体

能活动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作用效果。发展幼儿体能应着重

于幼少儿阶段，又不能局限于幼儿阶段。将幼儿体能促进

对融入终生身体发展，其作用和功能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和升华。 

4 发展幼儿体能对身心健康作用研究 

身体发展的欠缺或者运动不足，将影响幼儿的生活质

量和行为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会影响幼儿的心理素

质、情绪状态和社会交往，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幼儿

的生命品质，影响幼儿的成长
[7]
。正是因为体育运动之于

幼儿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就不断强化体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地位，并从健康中国的

战略高度开始推行幼儿体育治理与保障的多主体协同实

践模式。
[8]
 

伴随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完善。在现代生活的影响下，现代人患现代病和慢性病的

比例在不断的增高，如 2 型糖尿病、颈椎病、近视等。相

关研究表明，部分慢性疾病开始呈现低龄化的发展趋势。

其主要原因是不良生活习惯和运动不足，通过运动干预可

以有效预防和改善相关症状。身体活动对幼儿健康具有重

要影响作用，幼儿体能将成为促进幼少儿健康水平重要手

段。通过体能活动促进健康，不是“即练即得”，是长时

间的周期性过程。需要长期、系统、科学的运动干预，才

能获得良性的锻炼效果。在幼体能活动不能操之过急，避

免产生运动过量和运动损伤。不良运动效果对幼儿运动兴

趣和运动动机必然产生不良影响，容易导致运动抵触或运

动恐惧，不利于后期体能活动的开展与实施。 

幼儿阶段是整个生长发育阶段，身体活动最为活跃的

生长阶段。运动不仅可以满足幼儿活动的天性，运动更是

保障其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良好的运动习惯可以促

进幼儿生长发育，有效的避免肥胖和运动素质发展滞后的

问题。幼儿主要活动空间为幼儿园和学校，为体能活动提

供体能活动的场地和时间段。但是，幼儿体能活动在幼儿

园中课时比重，幼儿体能专职教师在幼儿园中的地位，幼

儿体能课程受幼儿园的重视程度，幼儿体能活动的内容等

因素，在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幼儿园和学校中存在较大

差异。因此，幼儿体能课程水平难以保障。基于以上问题，

需要多研究进行实践和论证，培养专业人才是幼儿教学质

量的有效保障。提高幼儿园及家长的重视程度，是推进幼

儿体能发展的前提。发展幼儿体能不能仅关注体能内容本

身，同时也要兼顾其他方面对幼儿体能影响。只有将内、

外影响因素进行协同处理，才能保证幼儿体能的可持续性

发展，实现对幼儿身心健康系统影响和良性作用。 

5 结语 

多角度审视幼儿体能的作用，目的是在不同体育功能

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实现幼儿体能作用的多元化目标。

幼儿体能作用的多元化，不仅有利于幼儿体能的发展，更

有利于幼儿自身的全面发展和终生成长。在体育教育功能

中，幼儿体能作用在于培养幼儿身体活动的有效性，与

游戏化活动内容相结合，符合本阶段幼儿身心活动特征。

在竞技体育功能中，幼儿体能承担运动潜能开发和运动

选材两个方面的作用，在符合幼儿阶段特征的竞技项目

中进行运动训练，为幼儿取得优异运动成绩打下前期基

础。将幼儿体能融入终生体育理念，将终生体育前移至

个人体育发展过程的最前端，助力个体终生体育习惯的

养成，保障和促进其终生健康。体育健康功能中，通过

发展幼儿体能避免各类身心疾病的侵扰，为终生成长奠

定坚实健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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