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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

岁幼儿园体育课程$是儿童成长与发展的重要课程&为了更好地实现幼儿园体育课程的教学价值$其必须与小

学体育课程教学衔接起来&本文对
CBA

岁体育课程一体化理论做了简介$研究了儿童动作发展的内涵'策略以及与课程一体

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就课程教育目标的衔接性'课程教育内容的衔接性'课程实施方法的衔接性'课程评价方式的衔接性等如

何实现做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儿童动作发展!体育课程!一体化理论!幼小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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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发展是儿童成长发展的重要内容$.

%BF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更是将动作发展作为儿

童健康的重要内容$并对不同年龄儿童动作发展提

出了具体的要求$比如
CBF

岁的儿童要能够在*在

斜坡'荡桥和有一定间隔的物体上较平稳地行

走+&

,

#

-儿童动作发展中$幼儿园体育课程是载体$体

育课程不仅是儿童肢体动作发展的关键课程$也是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课程&儿童动作发展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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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循序渐进'持续不断的过程$因此$以儿童动作发

展为目标的体育课程也必须有一定的延续性和连贯

性&然而$当前的学制却认为地将体育课程分为幼

儿园阶段'基础教育阶段$导致儿童动作发展存在断

裂的隐忧$对此$课程一体化理论是极为有效的纠正

方式&所谓课程一体化理论即关于幼儿园教学与小

学教学一体化的理论&文章基于此$从儿童动作发

展视域出发$介绍了
CBA

岁体育课程一体化理论&

一"

CBA

岁体育课程一体化分析

体育课程是儿童教育中的主要课程之一$以提

升儿童的身体机能$培养儿童的体育习惯为主要目

标&体育课程贯穿于当前教育的各个流程$从幼儿

园教育到大学教育$体育课程都是不可或缺的课程

之一&当然$不同学段的体育课程在教育强度上'教

育目标上存在着差异性$比如幼儿园体育教育与小

学体育教育存在差别$小学低段体育教育与小学高

段体育教育存在差别&

,

!

-但这种差别是有限的$无论

哪个学段的体育课程$其终极目标都是相同的$既促

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课程一体化理论即

从宏观的视角出发$注重不同学段体育课程衔接性

的理论&就
CBA

岁体育课程一体化而言$幼小衔接

是最为重要的内容&

二"儿童动作发展研究

#一$儿童动作发展的内涵

动作发展是儿童发展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随

着儿童年龄的不断增长$其动作能力也会有所提升$

比如从跑到爬就是儿童动作发展的表现$这属于儿

童动作的自发发展&另一方面$儿童动作发展离不

开必要的引导$在教师专业引导下$儿童动作会得到

更好的发展$这属于儿童动作的自觉发展&在.

%BF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对儿童动作发展提出了

几点目标$包括具有一定的平衡能力$动作协调'灵

敏!具有一定的力量和耐力!手的动作灵活协调等&

#二$儿童动作发展的策略

动作发展是儿童健康中的三大内容之一$为了

更好地促进儿童动作的发展&教师需要从以下几点

出发$采取好切实有效的措施&首先$开展丰富多样

的活动&动作的发展离不开活动$形式多样'种类多

元的体育活动是儿童动作发展的基石&教师要根据

动作发展的目标采取好相应的活动$比如在儿童动

作协调性与灵活性的发展中$教师可以鼓励幼儿进

行跑跳'钻爬'攀登'投掷'拍球等活动$而在儿童身

体平衡能力的发展中$则可以采用走平衡木$或沿着

地面直线'田埂行走等活动!其次$注重器械的使用&

器械在儿童动作发展中有着非常突出的应用作用与

应用价值&当然$这里的器械不仅仅指体育器材$也

指各种各种的生活素材$比如布料'纸板'塑料瓶等$

这些在儿童手的动作灵活协调发展中有着相当不错

的作用!最后$注重合理的引导&儿童受年龄因素的

影响$在动作发展中难免会存在不足$此时$教师需

要做好儿童成长的辅助者的角色$积极地向儿童提

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更好地促进儿童动作

发展&

,

%

-

#三$儿童动作发展与
CBA

岁体育课程一体化

理论

一体化理论是课程教学中的重要理论$在不同

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在强调教育主题

时$一体化理论可以指教育主体的一体化$即学校'

社会'家庭一体化教育$又如$在强调教育资源时$一

体化理论指课内'课外资源的一体化&而在
CBA

岁

体育课程的开展中一体化理论$更多地指的是教育

阶段的一体化$即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的一体化$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幼小衔接&儿童发展发展与
CB

A

岁体育课程一体化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一

方面$儿童动作发展的延续性与连贯性$是要求体育

课程一体化的前提条件$而
CBA

岁体育课程一体化

理论又是确保儿童动作得到更好地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幼儿园体育教学的开展&

三"儿童动作发展视域下
CBA

岁体育课

程一体化理论研究

在
CBA

岁幼儿园儿童体育课程教育中$幼小衔

接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也是体育课程一体化中的

核心内容$幼小衔接要求幼儿园体育课程教育既要

有学前体育教育的特色$服务于低龄儿童动作发展

的需要$又要求幼儿园体育教育能够顺利地与小学

体育教育衔接起来$构成完整的体育教育链条$使儿

童动作发展具有连贯性$提升体育教育的效果&

#一$课程教育目标的衔接性

动作发展是.

%BF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

的重要内容$不同年龄段儿童动作发展的目标具有

差异性$因此$儿童动作发展视域下
CBA

岁体育课

程的教育目标自然会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体

现在具体的教育项目上$比如
%"7

跑的速度目标$

也体现在动作发展的程度上$比如针对
&BC

岁儿

童$能以匍匐'膝盖悬空等多种方式钻爬是目标之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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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体育课程一体化理论研究

一$而针对
CBF

岁儿童则目标有所发展$要求儿童

能以手脚并用的形式安全爬攀登架'网&

,

&

-当然$体

育课程教育目标也具有很强的衔接性$这种衔接性

既表现为
CBA

岁儿童体育课程内部目标的衔接上$

也表现为体育课程目标的幼小衔接上&首先$培养

儿童的体育兴趣&学以趣为先$兴趣是儿童体育课

程学习的首要因素$也是儿童动作发展的前提$幼儿

园注重体育课程的趣味性$以游戏等形式开展体育

课程$小学教育同样如此&其次$培养儿童的体育习

惯&良好的习惯是动作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CBA

岁体育课程会着眼于儿童体育习惯的培养$同样小

学教育也将体育习惯的培养作为体育课程的主要目

标之一&最后$促进儿童的动作发展&儿童正处于

动作发展的关键阶段$体育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就

是促进儿童动作的发展$从而使其肢体协调$健康成

长&无论是幼儿园教育阶段$还是小学阶段阶段$都

以此目标为归宿$这也是教育目标衔接性的体现&

,

C

-

#二$课程教育内容的衔接性

教育内容的衔接是幼小衔接的重点所在&

CBA

岁体育课程的教育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

一部分为理论知识层面的内容$教师引导儿童了解

勤做体育运动的好处$使其知道一些保护身体健康

的技巧与方法$初步培养儿童的体育健身意识以及

健康生活观念!第二部分为基本动作层面的内容$这

也是儿童动作发展的重点所在&基本动作包括走'

跑'跳'攀爬等$主要负责发展儿童的基本活动能力!

第三部分为社会交往内容$引导儿童在体育活动中

培养和发展社会交往技能$培育学生的集体主义思

想&在体育教学实践中$第二部分为教育的重点所

在$常见的教育项目有
%"7

跑'立定跳远'投掷沙

包'

%":

跳绳等&幼小教育的衔接性主要表现在以

下两点%首先$幼儿园教育的项目在小学教育中仍然

沿用$只是要求更高&

,

F

-比如$在
CBA

岁儿童的
%"7

跑中$儿童平均时间在
#"@C:B##:

$而小学则要求

学生用更短的时间完成跑步&同样$在其他体育活

动中也是如此&其次$幼儿园教育的项目得到了丰

富与拓展$基础教育项目不仅仅有
%"7

跑$还有

C"7

跑'

#""7

跑$这是根据儿童成长规律而设计的

体育课程$对儿童更好地成长发展有着非常突出的

作用与价值&教育内容的有效衔接有助于儿童在幼

儿园阶段获得基本的体育训练$动作发展得到初步

的提升与巩固&

#三$课程实施方法的衔接性

在
CBA

岁儿童体育课程教学中$教学方法是至

关重要的教学元素$教学方法是否适宜$不仅关系到

儿童的体育学习兴趣$对体育学习效果以及体育课

程的幼小衔接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CBA

岁的

儿童体育课程不同于基础教育体育课程$在课程形

式上更具灵活性$教学方法上也更侧重儿童学习兴

趣的激发与维持$最为常见的教学方法则是游戏教

学法&所谓游戏教学法$即以游戏的形式来开展体

育课程的教学方法&这在儿童动作发展中有着非常

突出的作用&幼儿园常见的体育游戏为数不少$比

如经典的老鹰捉小鸡游戏$由一位同学扮演母鸡$后

面跟着一串小鸡$另一名同学扮演老鹰$母鸡负责保

护小鸡$老鹰则要捕捉小鸡$两方展开角逐$这既能

训练学生的肢体动作$对儿童敏捷性的发展也有着

不错的作用&又如$情境教学法&儿童动作发展以

动作训练为前提$抽象枯燥的动作训练难以激发儿

童的兴趣$此时$化抽象为直观就成为动作训练中不

可或缺的内容&情境教学法则是化抽象为直观的有

效方法&情境教学法要求教师在儿童体育课程教学

中创建相应的情境$以帮助儿童更好地接受动作要

领&无论是游戏教学法$亦或情境教学法$同样是小

学体育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方法$体育课程的幼小衔

接要求教师在小学体育课程教学中同样广泛采用
C

BA

岁幼儿体育课程教学中的方式方法&

#四$课程评价方式的衔接性

在儿童的体育课程学习中$教学评价是最为重

要的教学手段之一$也是较为容易被教师忽略的教

学手段&及时且恰如其分的教学评价$不仅可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信心$对学生学习中存在问题的矫正

也有着非常不错的作用与价值&就当前
CBA

岁儿

童体育课程教学而言$常见的评价方式有以下中$首

先$鼓励性评价&

CBA

岁的儿童虽然年龄幼小$但

已经有了初步的自尊心$非常希望得到外部的可能

与赞扬&必要的鼓励既是对儿童体育课程学习的肯

定$也是激发其继续学习兴趣与斗志的有效手段&

典型的鼓励性评价用语有*你太棒了+'*做得真不

错+等&其次$纠正性评价&评价不仅仅是肯定儿童

成绩与表现的手段$同样也是指出其问题与不足的

方式$纠正性评价就是针对儿童体育课程中不足之

处而采取的评价&

CBA

岁儿童受年龄等因素的影

响$在动作表现中难免会存在不足$必要的指正可以

提升其动作的准确性$而这也是教学评价的初衷所

在&

,

A

-教育一体化除了指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

方法的一体化以外$同样也指课程评价的一体化&

这就要求在小学体育课程教学中$教师在教学评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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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注意沿用
CBA

岁儿童体育课程评价的方式方

法$深入发挥好鼓励性评价与纠正性评价的教学反

馈价值$全面提升儿童的体育课程学习效果$促进儿

童的动作发展与健康成长&

四"结语

CBA

岁的儿童处于体育教育的特殊时期$一方

面$相比于更低龄的儿童而言$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

体育基础$肢体动作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另一方

面$与小学生相比$他们又或多或少存在着欠缺与不

足&换言之$他们正处于幼小衔接的关键阶段&教

师在体育教育中不仅要重视儿童的动作发展$更要

重视课程教育的衔接性$使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

紧密关联起来$特别是要在目标'内容'方法'评价上

衔接起来$全面提升体育课程在动作发展中的作用

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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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落实$并由此而绘制出来的网络图&发展目标

图能帮助教师检视并权衡儿童在主题探索过程中发

展了哪些经验和尚待发展哪些经验$目的是促进儿

童的全面发展&发展目标网络图的完成并不意味着

主题课程的评价与终结$而更多的是帮助教师进一

步丰富主题课程$反思并改进先前教育教学行为&

图
A

!

发展目标图

以上内容展现了主题课程设计路径的五个步

骤$这五个步骤体现了主题课程设计的动态化'可持

续发展性$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是开放性

的$在任何一个实施环节中都有可能再次丰富先前环

图
$

!

主题课程行动循环路径图

节$使课程不断向丰富和深入发展$见图
$

&不难发

现$这种课程设计路径为儿童也为教师提供了学习和

成长的机会$也使主题课程变得更加鲜活和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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