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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研究述评

近十年我国幼儿家庭体育研究综述
———基于ＣＮＫＩ（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５年）期刊论文分析

栾文艳，张　哲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四川南充　６３７００２）

摘　要：家庭体育是幼儿接受体育教育的起点，它不仅为幼儿将来接受社区和学校体育打基础，还是伴随人一生发展的重要

教育内容。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对２００６年以来有关幼儿家庭体育的研究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了幼儿家庭体育研究在基本理

论、现状调查、发展对策、影响因素及家园合作等方面的成果，并对其进行讨论并展望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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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

《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颁布和实施，体育

教育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关于幼儿

体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吸引了越来

越多研究者的目光。幼儿家庭体育是幼儿体育的起

点，以“幼儿家庭体育”为主题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

进行检索，检索到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５年的相关文献４０

篇。本文在分析此４０篇文献的基础上拟对近十年

我国幼儿家庭体育的研究状况予以综述。

一、我国幼儿家庭体育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论文发表的年代和数量

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关于幼儿家庭体育发表论文统计

年份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数量 ０ ５ ２ ５ ３ ２ ４ ５ １０ ４

　　表１显示，有关幼儿家庭体育的研究论文除

２０１４年外其余各年都很少，总体数量上来看幼儿家

庭体育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在理论还是实

践上，已有研究都无法充分满足引领幼儿家庭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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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

（二）研究内容的分类情况

表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幼儿家庭体育研究内容分类

研究

内容

理论

研究

现状

调查

对策

研究

影响因素

研究

关于家园

合作研究

论文数量 １０ ２１ ４ ３ ２

所占比例 ２５％ ５２．５％ １０％ ７．５％ ５％

　　表２显示，幼儿家庭体育的研究中最多的是地

域性的现状调查，占比５２．５％，其次是理论研究，占

比２５％，表明幼儿家庭体育的研究侧重于现状和理

论的研究，而对幼儿家庭体育的对策、影响因素研究

较少，关于家园合作的研究最少，仅占５％。

二、我国幼儿家庭体育研究成果分析

（一）关于幼儿家庭体育理论的研究

１．幼儿家庭体育的定义

刘春忆在其研究中阐述到，幼儿家庭体育是指

幼儿在父母或其他亲人的陪护、指导及参与下开展

的有益身心健康发展的体育活动［１］。赵小平认为，

幼儿家庭体育就是家长利用科学的体育知识及手

段，对幼儿进行增强体质的体育教育［２］。王凯珍等

人认为幼儿家庭体育活动是指父母与孩子之间以满

足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以体育运动或体

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活动，是亲子活动的重要形

式［３］。尽管对于幼儿家庭体育的定义不完全相同，

但是无论哪种解释，都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父母

或其他亲人的指导和参与，二是以促进身心健康发

展为目的，三是以体育活动为主要形式。

２．幼儿家庭体育的意义与作用

马莉萍认为，幼儿家庭体育能有效增进亲子感

情，培养孩子对身体活动的兴趣和参与活动的积极

性，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４］。岳新坡等人从教

育、健康、心理和社会性四个角度论述了幼儿家庭体

育的作用，认为家庭体育活动中家长的一言一行都

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家庭体育可以增强幼儿

的体质，给幼儿充沛的精力和快乐的情感；幼儿通过

直接参与所获得的成功会增强其自信心，有利于促

进幼儿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培养幼儿参加体育活动

有利于实现其个体社会化［５］。操伊芬提出，幼儿家

庭体育活动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是增进家

庭和睦的有效途径，是学校体育的扩展和延续、是大

众体育的基础，加强对幼儿家庭体育价值的认知以

及探讨幼儿家庭体育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６］。由此可见，幼儿家庭体育对于幼儿而言可以

促进其生理、心理的健全发展，对家庭而言又可以调

节家庭气氛、增进亲子感情，家庭体育不同于幼儿园

体育，亲子关系也与其他社会关系不同，因而幼儿家

庭体育的作用是其他教育形式无法代替的。

（二）幼儿家庭体育现状调查研究

１．幼儿家庭体育现状调查研究的地域分布

幼儿家庭体育现状调查地域分布在浙江省（杭

州市）、广东省（深圳市）、四川省（绵阳市）、安徽省

（合肥、芜湖、淮北、蚌埠、铜陵）、江西省（九江市）、河

南省（郑州、新乡）、山东省（济南市）、吉林省（四平

市）、北京市、天津市等１０个省（市）的１５个城市。

从研究的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大多数城市尚未进行

幼儿家庭体育的调查研究，且已有研究的城市大都

分布在中东部地区的发达城市或省会城市。

２．幼儿家庭体育现状调查研究的具体内容

调查研究主要涉及的领域有：家长对幼儿家庭

体育的认知态度、幼儿家庭体育的空间特征、幼儿家

庭体育的活动频率、幼儿家庭体育的活动内容、幼儿

家庭体育的活动形式、幼儿家庭体育消费等。

李从军的调查显示，８３．９％的父母在对开展家

庭体育活动的认知态度上得分在２５分（总分为３０

分）［７］，这表明绝大多数父母能够认识到家庭体育的

重要性；幼儿家庭体育的内容主要有简单体育活动、

散步、郊游、技能性运动（游泳、篮球）以及基本体育

活动（走、跑、跳、平衡、钻爬、攀登、投掷）等。有研究

发现父母倾向于选择趣味性和智力性的项目，如球

类、跑步类和棋类［８］。而活动的空间各地并没有明

显差异，室外主要是小区空地、附近公园，室内则主

要集中在客厅，研究显示８６％的幼儿家长认为幼儿

体育活动比较重要或非常重要，但幼儿家庭体育活

动时间每周低于３次的占２８％，有５３％的幼儿每次

体育活动时间不足半个小时［９］。王凯珍等人的研究

则表明，亲子体育游戏的频率为每周２．６１次，每次

平均３６．２７分钟，幼儿家庭体育游戏活动时间基本

有保障［３］。姜一春的研究显示，在幼儿家庭体育消

费上，有５０％以上的家庭月体育消费不足百元，有

４０％的家庭年体育消费在１００－２００元之间，只有

６．３％的家庭消费在３００元以上。幼儿家庭体育消

费主要用于购买运动服饰和器材、户外活动的花费、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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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体育培训班、观看体育比赛等［１０－１１］。

（三）幼儿家庭体育发展对策研究

王倩等人认为应合理利用传统民俗项目充实家

庭体育的内容；成立省市地区运动会以及合理规划，

为体育建设留有余地［１２］。刘春忆提出应加强家园

合作以及良好的亲子关系［１］。李从军在其研究中提

出，幼儿园应通过学习讲座引导家长重视体育，并教

给他们开展家庭体育的具体内容与方法；要求、引导

父亲积极地参与到家庭体育活动中；幼儿父母应为

幼儿做出榜样；幼儿园应与社区积极配合，在社区中

形成体育锻炼的风气［７］。张志认为应建立健全相关

法律法规，为家庭体育创造适宜的法制环境，提供有

效地法律保障；大力开展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活动，发

挥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的优势［１３］。由此可见，关

于发展幼儿家庭体育的对策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社

会、社区、幼儿园和家庭等多个维度提出的。

（四）影响幼儿家庭体育的因素研究

王凯珍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六个方面影响到了

幼儿家庭体育，分别为：幼儿家长、活动条件、认知条

件、实施条件、物质保障以及幼儿本身［１４］。岳新坡

等人认为影响幼儿家庭体育开展的因素主要是家长

的教育观念、家长的儿童观和家长的安全观，由于传

统教育观念的存在、家长习惯于幼儿服从自己安排

的儿童观和因为孩子年纪小而不得不考虑的安全问

题制约着幼儿家庭体育的发展，因而转变家长观念

是关键［５］。颜小燕等人认为，制约社区家庭亲子活

动开展的主观因素为缺乏对体育的认同和没有健康

的体育习惯；客观因素为缺少足够的时间和必要的

场地场馆，以及没有正确的体育指导等［８］。可见关

于影响幼儿家庭体育的因素研究，多是从主观因素

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论述的，其中主观因素是动机，

客观因素是促进家庭体育活动进行的必要条件。

（五）家园合作促进幼儿体育的研究

朱瑛认为可以利用家庭资源开展探索型的体育

活动，家长可以培养孩子制作物品的动手能力，和孩

子一起利用废旧材料、自然物等制作玩具，培养他们

的创造能力的同时促进其动手能力的发展，这对于

幼儿园来说也可以节省购买玩具的花费［１５］。梁慧

雯认为幼儿园应对家长进行体育方面的指导，包括

对家长进行相关的培训、设立家长信箱，增加家园互

动，为家长解答家庭体育的困惑［１６］。王雪则从家庭

体育和幼儿园体育对幼儿共育的途径进行了分析研

究，提出利用“家长便条”、“家长课堂”和“亲子活动”

作为家园共育的途径［１７］。

三、关于我国幼儿家庭体育研究现状的

讨论

（一）幼儿家庭体育的理论研究不够系统

从幼儿家庭体育的研究来看，我国幼儿家庭体

育还处于探索阶段，多数学者侧重于理论研究和现

状调查研究，可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并没有形成完

整的幼儿家庭体育理论体系，尽管研究者强调幼儿

家庭体育的意义和作用，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

导，幼儿家长即使了解家庭体育的重要性却难以进

行有效的家庭体育。制定关于幼儿家庭体育的法

规、创造有利于幼儿家庭体育发展的环境是促进其

发展的有效保障，然而关于幼儿家庭体育法规建设、

运动机制的研究仍是薄弱甚至空白领域。

（二）幼儿家庭体育现状调查分布不够平衡

在幼儿家庭体育现状调查研究中，我国只有１０

个省（市）的１５个城市进行过调查，仅占我国城市的

２％，且多数研究是中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和省会城

市，缺乏对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调查研究。２１

篇现状调查中仅一篇是对“城中村”幼儿家庭体育的

研究，其余２０篇均是关于“城市”、“市区”幼儿家庭

体育的研究，可见我国关于幼儿家庭体育研究的城

乡分布非常不平衡，这不利于我国“全民健身计划”

的实施和国民体质的长远提升。

（三）家园合作促进幼儿体育的研究有待加强

家庭、幼儿园和社区是幼儿成长的重要环境，三

者共同承担着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现在

社会普遍重视家园合作、社区与家园的一体化，关于

家园合作的研究也较丰富，但是关于体育方面相关

研究很少。现有研究提出的关于家园合作促进幼儿

体育的理论有待实践检验，方法和途径仍需丰富。

（四）国际比较和跨文化比较研究处于缺失

状态

在检索到的４０篇文献中，尚未见关于国际比较

和跨文化比较的研究。在当今多元化、全球化的背

景下，我国幼儿家庭体育应如何与外国的幼儿家庭

体育理念结合？无论理论工作者还是实践工作者都

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国际比较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有

利于加深对我国幼儿家庭体育的认识，在批判性地

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念中促进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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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四、我国幼儿家庭体育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丰富幼儿家庭体育理论研究

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逐

步完善幼儿家庭体育理论体系，应提出更具体、可操

作幼儿家庭体育指导策略，专家应进行幼儿家庭体

育立法的研究。应加大高校研究者、幼儿教师、专家

以及家长的合作力度，进行互补。

（二）加强对西部地区及乡镇的调查研究

西部地区地理环境独特、少数民族众多且经济

环境不同于中东部地区，增加对其的调查研究，可以

充实我国幼儿家庭体育的研究。由于家长受教育程

度、工作种类、收入等因素的不同，乡镇的幼儿家庭

体育也难免与城市幼儿家庭体育现状不同。因此，

应增加对西部地区及乡镇幼儿家庭体育的调查研

究，提高那些地区的幼儿园教师、高校科研人员对幼

儿家庭体育问题研究的关注度。

（三）加强家园合作促进幼儿体育的研究

现有研究多是从幼儿园如何将科学的幼儿体育

观、家庭体育指导方式传达给家长入手的，而关于家

长到底该如何做、怎样发挥家长的主观能动性的研

究并不多。对于如何更有效的进行家园合作以提高

对幼儿的教育合力，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四）进行国际比较和跨文化比较研究

进行幼儿家庭体育的国际比较和跨文化比较研

究，可以借鉴、吸收国外相关的经验，促进中外交流、

学习，在经济允许的地区开展高水平的家庭体育试

点，而在其他地区进行家庭体育的本土化研究，以推

动我国幼儿家庭体育的健康发展。后续的研究者应

多从全球化、跨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以丰富我国幼

儿家庭体育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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