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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体育：体育学与学前教育学的双重厘定 

 
谢松林3 

(长沙师范学院 体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摘      要：采用“被定义项=种差＋临近的属”的定义方法，从体育学和学前教育学双重视角

审视幼儿体育的概念。研究认为：(1)将学前教育的综合教育理念套用在幼儿体育上，进而否定“幼

儿体育”合理性的做法不当，因为幼儿体育不是学前教育的下位概念。从全民体育和终身体育的

角度来看，幼儿体育必不可少且已成为习惯用语，因而术语更恰当。(2)从广义体育的角度出发，

体育可以按照年龄段划分为婴儿体育、幼儿体育、青少年体育等，故幼儿体育临近的属是广义体

育，其下包含幼儿园体育和园外体育。(3)与其他年龄段体育相比，幼儿体育具有一些特性，包括

“是 3～6 岁儿童所从事”“以基础动作技能为主要内容”“以游戏为基本方式”和“以促进身心整

体和谐发展为目的”等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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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methods of “defined item = species difference + adjacent genu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young children’s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sports science and 

preschool pedagogy. The study are drawn: (1) It is improper to apply th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concep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o young children’s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n deny the rationality of it, because young 

children’s physical education is not the inferior concep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ports and lifelong sports, young children’s physical education is indispensable and has become a idiom, so that a 

terminology is more appropriate.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oad sense, sports can be divided into infant’s sports, 

young children’s sports, youth’s sports, and so on according to age, so young children's physical education is 

adjacent to the broad sense of sports, which includes kindergarten sports and outside kindergarten sports. (3) 

Compared with other age groups’ sports, young children’ physical education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species difference "it is engaged by children aged 3-6 years", "it takes fundamental motor skills as the 

main content", "it takes games as the basic way", and "it aims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body and mind".  

Keywords: young children’ physical education；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s；games；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body and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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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我国幼儿体育迎来快速发展。作为

一种社会现象，幼儿体育活动及相关的幼儿体育师资

培训、幼儿体育企业、幼儿体育产品销售等大量涌现。

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幼儿体育科研成果、幼儿体

育学术活动、幼儿体育学术组织等急剧上升[1]。2016

年“幼儿体育”一词首次出现在国务院颁布的《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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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计划(2016—2020 年)》文件中，该计划提出要发

展幼儿体育，把幼儿体育纳入国家发展计划。2019 年

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幼

儿体育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强调要推进幼儿体育

发展，完善政策和保障体系；推进幼儿体育项目和幼

儿体育器材标准体系建设，引导建立幼儿体育课程体

系和师资培养体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幼儿体

育研究经历 3 个阶段：2000 年之前为缓慢发展阶段，

该阶段研究的领域较窄且较为零散；2001—2009 年为

加速发展阶段，此阶段研究领域且深度加大；2010 年

至今持续升温，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视野开始国际

化[2]。在学术界，幼儿体育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新

兴领域，有人预言幼儿体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在

形成[3]。随着幼儿体育现象扩大化、复杂化和幼儿体育

研究的不断深入，幼儿体育的概念逐渐成为热点问题。 

体育可以按照年龄段进行分类，幼儿体育和少年

体育、青年体育、中年体育、老年体育等都是体育的

组成部分，其概念似乎不需要特别讨论，但幼儿体育

涉及到学前教育，而学前教育与体育在理念上存在很

大差异，导致幼儿体育在概念上产生了一些分歧。譬

如，幼儿体育针对的是哪个年龄段，临近的属是什么，

种差是什么，用什么词做概念术语更合适，目前这些

方面都存在争议，甚至部分学前教育人士根本不承认

“幼儿体育”这一术语[4]。研究认为，对幼儿体育的概

念进行讨论是幼儿体育和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共同

需求。基于此，本研究按照概念界定的逻辑学方法(被

定义项=临近的属+种差)，综合体育学和学前教育学的

双重视角，对幼儿体育的概念进行厘定。 

 

1  “幼儿体育”术语之辨 
“幼儿体育”这个术语主要在体育学界使用，近

年来开始出现在国家的体育政策文件中，但在学前教

育界很少用到且在相关的政策文件中也难觅其踪迹。

总体而言，我国幼儿体育的兴起主要是体育现象扩大

化的结果，随后引起学前教育界的关注。目前对于“幼

儿体育”这个术语大致有 3 种态度：体育界基本认同，

学前教育界倾向于反对，还有一种走中庸路线，主张

根据学前教育的学理对幼儿体育这个术语进行适当改

造。体育界使用“幼儿体育”是自然而然地按照参与

者年龄进行分类，幼儿体育是全民体育和终身体育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由于体育界习惯将体育划分为广义

和狭义两种，因而一些体育界人士也顺理成章将幼儿

体育区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幼儿体育指以幼儿为主

体所开展的体育活动，狭义幼儿体育特指幼儿园开展

的体育教育活动[5-6]。如果参照体育的分类，广义幼儿

体育应该包含幼儿园体育、幼儿社会体育和幼儿竞技

体育，幼儿园体育与幼儿园德育、幼儿园智育等共同

构成幼儿园教育。但事实上很少有这样的套用，因为

这与学前教育的理念和原则相悖，学前教育一不主张

分科，二不主张竞技。 

学前教育界之所以反对幼儿体育的提法，主要出

发点是综合教育理念，这是学前教育的基本理念。所

谓综合教育，“是把影响儿童发展的各种因素组成相互

联系、交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使儿童在与环境交互作

用的过程中身心得到和谐发展”[7]。对幼儿进行综合教

育是由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决定的。从发展心理学来看，

幼儿的身心还没有分化，他们的身体、认知、情感是

彼此高度关联的整体，甚至幼儿和周边环境都没有分

化，因而对他们施加的教育也只能是整体的、综合的。

综合教育所指的“综合”不只是说要对幼儿进行德智

体美劳的综合教育，还包括了教育生活化和教育经验

化等内涵，即幼儿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应该是一个整

体，他们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是生活，是经验，也

是教育。“教育要回归生活”“幼儿的学习就是经验生长

的过程”[8]，幼儿教育要以现实、感性、直接、主动的

生活经验为主要教学手段。从学前教育的角度来看，广

义体育中的竞技体育不应该成为幼儿生活和教育的一

部分，狭义体育的分科特征也不符合综合教育的要求。 

学前教育有自己的概念和术语体系，他们称学前

教育为“教育活动”，简称“活动”。这个专业术语源

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综合教育改革、活动教育改革等

幼儿园教育改革。当时为了扭转国内幼儿园教育小学

化的弊病，专门在“教育”后面加了一个“活动”，以

示学前教育的独特之处，具有不分科、做中学、重视

幼儿学习主动性等内涵[9]。 终在 1989 年国家教委颁

发的《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中“教育活动”取代

“作业”和“上课”，成为幼儿园所有教育的统称。教

育活动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一切包含教

育因素的活动的总和，从“一日生活皆教育”的角度

理解，囊括幼儿园所有活动。狭义的教育活动是指幼

儿园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不包括幼儿自

发的活动[9]。一般而言，幼儿园的教育活动包括生活活

动、区域活动、游戏活动、户外活动、教学活动等。

在体育学界，庄弼[10]综合考虑学前教育的理念及概念

术语体系，认为将幼儿园体育称为“幼儿体育活动”

更为妥当。对教育部 2012 年颁布的《3～6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进行文本分析，“体育”词频是 12 次，

其中 9 次是“体育活动”，另有体育游戏、体育比赛和

体育赛事各 1 次，可见“体育活动”这个术语在学前

教育领域是被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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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体育界和学前教育界各自的术语体系

不能无缝对接。按照体育的概念体系，“幼儿体育”这

个术语在逻辑上完全自洽，但按照学前教育的概念体

系，用“幼儿体育活动”更合适。本研究主张用“幼

儿体育”一词，主要依据如下：(1)“活动”是学前教

育的专业术语，尽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都属于幼

儿园教育，而幼儿体育显然不只包含幼儿园体育，还

包括园外体育，可见幼儿体育和幼儿园教育活动是交

叉关系，而不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幼儿园内的体育

可以称为“幼儿园体育活动”[11]，但不是幼儿体育的

全部，只是幼儿体育的一部分。(2)幼儿体育要符合幼

儿身心发展特征，采取综合等手段，这并不意味着一

定要在术语上加个“活动”，也可以通过在内涵界定中

添加种差来实现。回过头来看“学前教育”这个术语，

也没有加个“活动”。(3)“幼儿体育”这一术语在国

内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幼儿体育活动”。通过知网高

级检索，在篇名中输入“幼儿体育”且不包含“活动”，

检索到的中文文献是 861 篇，而输入“幼儿体育活动”

只检索到 409 篇(检索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31 日)。(4)

使用“幼儿体育”不是独特现象，相反很普遍，“幼儿

美术”“幼儿舞蹈”等词使用频率都高于“幼儿美术活

动”和“幼儿舞蹈活动”。 

 

2  “幼儿体育”临近的属是什么 
被定义项=种差＋临近的属[12]。临近的属是指所界

定概念的上位概念中外延 小的概念，如等边三角形

的上位概念有等腰三角形和三角形，其中等腰三角形

的外延 小，所以是等边三角形临近的属[13]。综合国

内现有研究，大家对幼儿体育临近的属存在分歧，大

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幼儿体育属于幼儿教育[4, 6]，

另一派主张幼儿体育属于体育[1, 5]。追根溯源，幼儿体

育临近的属的争议与体育和学前教育等概念模糊不清

有关。 

首先，“体育”概念的模糊不清导致幼儿体育概念

的分歧。在国内，体育至今存在“大体育”与“真义

体育”之争。大体育观认为体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体育包含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健身休闲(或称大

众体育)[14]22，狭义体育特指学校体育。真义体育观认

为体育是学校体育的简称，是教育的子概念，与德育、

智育、美育等共同构成教育，而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

都不是体育[15]。显然，人们对于幼儿体育的理解受到

体育概念纷争的干扰。有的按照广义体育概念去理解

幼儿体育，如王凯珍等[1]认为幼儿体育是以幼儿为主体

的体育活动，包括幼儿园体育及园外的居家、庭院、

社区、公园、广场、野外体育等。有的按照狭义体育

的概念去理解幼儿体育，将幼儿体育纳入幼儿教育范

畴，如郝晓岑等[4]认为幼儿体育是幼儿教育的一部分，

是通过对幼儿身体的养育和教育。又如汪超[6]将幼儿体

育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上对应幼儿园体育教育，广

义上“是指按照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以维护和促进幼儿

身心健康为目的的教育活动”。 

其次，“学前教育”概念的模糊不清进一步加重了

幼儿体育概念的分歧。学前教育的概念争议并不比体

育少，其中 难分辨的概念有 3 个：学前教育、幼儿

教育和早期教育。目前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中，

这 3 个概念都广为使用，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无论

是狭义上还是广义上，三者都存在难分彼此的情况[16]，

尤其是“学前教育”和“幼儿教育”，二者广义上都是

指出生到小学前的教育，狭义都是指 3 岁到小学前的

教育[17]。如此一来，学前教育和幼儿教育很多时候成

了两个可以通用的概念，从表面上看似乎“学前”和

“幼儿”也可以通用，故而有些人将幼儿体育和学前

体育也看成了一回事。由于“学前”带有浓重的教育

色彩，是“学前教育”的简称，所以有些人将幼儿体

育理解成了学前教育中的体育。 

研究赞同将体育作为幼儿体育临近的属，并且是

广义上的体育，理由如下：(1)体育虽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但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实践中，取广义理

解是主流，尤其是在社会实践中。一说到体育，人们

联想到的不只是学校中的体育，而是所有具有体育形

式的文化活动，这种实践的力量应该是界定概念所要

考虑的主要方面，因为文字终究要为实践服务。按照

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的使用理论”，“词的意义就是其

在语言中的使用”[18]。人们对体育的广义理解已经成

为了一种习惯，硬将幼儿体育与其他年龄段的体育割

裂开来不便于人们的理解和使用。(2)将“学前”等同

于“幼儿”是不严谨的，二者的性质截然不同。学前

是教育体制中的一段，如我国 1995 年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第 17 条规定：“国家实行学前教育、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而

幼儿是年龄序列中的一段，与婴儿、少年、青年、中

年、老年等同属年龄阶段[19]。所以，幼儿体育和学前

体育不能等同，学前体育严格意义上是指幼儿园体育，

而幼儿体育是指幼儿阶段所从事的体育。 

 

3  “幼儿体育”的种差是什么 
“临近的属+种差”的定义方式是按照分类学的

方式进行界定的，由上往下不断细分，细分的工具就

是种差。“种差”是指某概念与同一个临近的属概念下

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之和[12]。种差可能由很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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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但种差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如在“体

育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发展的文化活

动”[14]24 这个概念中，种差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

加“促进身心发展”。体育包括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

健身休闲，任何一类体育都必须同时包含“以身体运

动为基本手段”和“促进身心发展”两个限定条件，

而不是其中一个，因为任何片面的种差都不足以将体

育与其他同属的种区分开来。此外，上位概念中提到

过的种差不应该在下位概念的种差中简单重述，因为

所有下位概念都满足上位概念的种差，上位概念的种

差不再构成下位概念之间的差别，差别应该另有其他。

“幼儿体育”是“幼儿+体育”，临近的属是“体育”，

种差来源于“幼儿”，是幼儿体育与其他年龄段体育相

比特有的属性。此外，幼儿是“幼+儿”，临近的属是

“儿童”，种差是“幼”，幼儿所指的年龄阶段也需明

确。综合目前国内研究，幼儿体育的种差应该聚焦以

下方面：“幼儿”所指的年龄阶段，幼儿体育的内容，

幼儿体育的开展方式和幼儿体育的本质功能。 

3.1  幼儿体育对应的人群为 3～6岁儿童 

目前有关幼儿的具体年龄划分和序列归属有多种

观点：(1)从出生到 1 岁为婴儿期，1～3 岁为幼儿期，3～

6 岁为学龄前期，之后是学龄期等[20]；(2)0～1 岁为婴儿，

1～6、7 岁为幼儿[16]，6、7 岁至 11、12 岁为童年期，

之后是青年发育期、青年期等[21]；(3)0～1 岁为乳儿期，

1～3 岁为婴儿期，3～6、7 岁为童年早期或幼儿期，

之后是童年中期、童年晚期或少年期、青年早期等[22]12。

从以上几种划分方法可以看出，它们主要依据的是两

种分类逻辑，一种是按照教育阶段进行区分，另一种

是按照人的年龄分期进行划分，还有的将教育阶段和

年龄阶段混在一起。 

将幼儿期与学龄前期、学龄期等归到一起的做法

不合适，因为幼儿期本身不是一个教育阶段，而是一

个年龄阶段。如果严格按照教育阶段划分，应该划分

为先学前期(托儿所阶段)、学前期(幼儿园阶段)和学龄

期，学龄期又包括学龄初期(小学阶段)、学龄中期(中

学阶段)和学龄晚期(高中阶段)[22]12。幼儿期是年龄序列

中的一环，之前是乳儿期、婴儿期，之后是少年期、

青年期等。划分年龄阶段的关键依据是生理发育和心

理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在某些年龄节点上，人的身心

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故而成为阶段划分的界线。如

乳儿期(0~1 岁)、婴儿期(1~3 岁)和幼儿期(3~6 岁)基本

上是以大脑发育为参照。大脑在婴儿期的发育速度是

快的，以每天约 1 克的速度生长，1 岁时达到成人

的 50%左右。行为上基本学会了走路且开始习语，具

备了基本的活动和交流能力。3 岁左右儿童的大脑相

当于成人脑重的 75%，运动能力显著提升，能够沿着

直线奔跑，基本掌握跳、投、踢等粗大动作。6、7 岁

儿童的脑重达到成人的 90%，认知上从前运算阶段过

渡到具体运算阶段，粗大动作技能的灵活性、平衡性、

灵敏性和力量等都有很大进步，可以自如地跑、跳、

投、踢、爬、攀等[22]52，[23]139-145。年龄阶段与教育阶段有

一定的对应性，但二者不应该混搭和混淆，这是目前

我国存在的突出问题，而且幼儿教育、学前教育等概

念模糊都与此有关。综上所述，将幼儿期放到年龄序

列中更合适，而不是将其与教育阶段混淆。鉴于教育

部 2012 年印发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称 3～

6 岁儿童为“幼儿”，这是国内权威界定，故本研究与

此保持一致。 

3.2  基础动作技能是幼儿体育的主要内容 

体育的基本手段是身体运动，体育运动是身体运

动的一种[24]，身体运动的基本元素是动作。人类的动

作发展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如连续性和敏感性。连续

性是指动作发展在年龄上有先后并且前后衔接。按照

GALLAHUE 的动作发展图谱(见图 1)[25-26]。 

 

 

 

图 1  不同年龄的动作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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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岁是反射动作时期，1～2 岁是基始动作时期，

2～7 岁是基础动作时期，7 岁之后进入专门动作发展

时期。基始动作时期和基础动作时期都是发展基础动

作技能的时期，其中基始动作时期的孩子基本掌握了

站、走、跑、滚、转等基础动作，但掌握的还不熟练，

基础动作时期则是熟练掌握基础动作的时期。专门动

作发展时期是动作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学习专项运动

的时期。动作发展的连续性体现在反射动作是基础动

作的前提，基础动作又是专门动作的前提。敏感性又

称高峰期，是指各类动作的发展有 佳年龄段，在这

个年龄段进行练习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效果，错过了

合适的年龄段则发展水平会明显受限。幼儿动作发展

处于基础动作阶段，动作发展规律决定了这个阶段的

儿童应该以基础动作练习为主，而不是专门动作，否

则只能是事倍功半(双子爬梯实验便是证明)，甚至产

生不良后果(如引起儿童的挫折感[27]和增加运动损伤

的危险[28]等)。可见在体育的“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

这个大种差之下还可以按照不同年龄段细分出小种差：

婴儿体育的种差是“以基始动作技能为基本手段”；幼

儿体育的种差是“以基础动作技能为基本手段”；青少

年及成人体育的种差是“以专门动作技能为基本手段”。 

基础动作发展是体育学和学前教育学共同的研究

热点。西方学术界将基础动作技能分为位移动作技能、

操控或物体控制技能和稳定技能[29-30]，认为基础动作

技能在人的动作能力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地

位。如 GALLAHUE 等[29]指出，基础动作技能是青少年

儿童和成人从事所有身体活动的基石。SEEFELDT 提

出:“除非个体多种基本动作技能都得到应有的发展，

否则他们的动作技能将难以发展到‘金字塔’中的高

级水平”[31]。国内学前教育界和体育界学者也都认为

基础动作发展是幼儿阶段要重点发展的内容[10]。如学

前领域的学者将基础动作技能(包括粗大动作和精细

动作)视为“关键经验”，认为他们是 3～6 岁儿童应有

的、必要的经验，因而也是学前教育课程的重要内容[32]。

我国《学龄前儿童(３～６岁)运动指南》(专家共识版)

明确提出，3～6 岁学龄前儿童的运动应以发展基本动

作技能而非培养单一运动特长为核心目标[27]。在教育

部印发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动作发

展的地位举足轻重，是健康领域的重要内容，包括平

衡、灵敏与协调、力量 3 个维度。国内实证研究表明，

3～6 岁是幼儿基础动作技能发展的敏感时期，其中幼

儿平衡技能的 佳发展年龄是 3～4.5 岁，力量技能的

佳发展年龄是 4.5～6 岁，灵敏及协调技能发展的敏

感期贯穿 3～6 岁[33]。 

尽管学术界和指导性文件都肯定幼儿体育应该以

基础动作技能为主要内容，但现实中的幼儿体育却常

常背道而行。在美国，为了纠正学前教育小学化的趋

势，美国幼儿教育协会(NAEYC)提出了“发展适宜性

教育”的概念，要求学前教育要适应幼儿身心发展规

律，传授适宜内容[34]。很多研究都批判幼儿体育项目

化，主张幼儿体育应该以基本动作技能为主[30]或为首[35]。

在国内，伴随着幼儿体育的扩大化和商业化，幼儿体

育项目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幼儿足球、篮球、轮滑等

项目的培训和竞赛司空见惯。有研究认为，导致这种

不正常现象的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

的体育思维[36]，另一方面是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10]。

“体育”在广大成人群众中的理解就是“体育项目”，

其基本形式是比赛，幼儿体育也不例外。甚至有的研

究在界定幼儿体育概念时提出要“让幼儿从小学会至

少一门赖以终身体育锻炼的体育项目或技能”[4]。在幼

儿体育推广的起始阶段，人们习惯性将幼儿看成“小

大人”，用传统的体育模式去套幼儿体育，这反映的是

整个社会儿童观的问题。纠正这种传统思维，必须要

在全社会普及以儿童为本的观念，以及儿童身心发展

的基础知识。要让全社会形成共识，幼儿不是“小大

人”，幼儿的身心与青少年、成人具有本质区别，他们

的体育和传统体育不一样。导致幼儿体育项目化的另

一个主要原因是急功近利的风气，主体是家长和培训

机构。极端的功利主义和过度竞争让我国青少年儿童

培养日益偏离正常规律和节奏，幼儿体育也深受其害。

2020 年 9 月全国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

《全国幼儿足球活动的负面清单》，命令禁止幼儿进行

成人化、专业化、小学化的足球训练，以及正式的足

球比赛和考级，这是政府纠正幼儿体育揠苗助长不良

社会风气的有力举措。 

3.3  幼儿体育的基本形式是游戏 

“更高、更快、更强”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奥林匹

克格言，从中可以很自然地推导出“竞争是体育运动

本身固有的属性，更是竞技体育的基本表现形式”[37]

等类似结论。这种根深蒂固的体育观让广大民众以为

幼儿体育竞技化理所应当，不料却受到学前教育界的

严厉抵制和批判。学前教育界的基本观点是：幼儿不

宜参加专项化训练与竞赛。一方面是动作发展规律决

定了幼儿不宜进行专门动作练习，也就不应该开展专

项化训练和竞赛；另一方面专项化训练和竞赛会给幼

儿的身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包

括危害幼儿身体健康，易使幼儿失去运动兴趣，影响

幼儿的同伴交往与自我表达等[38]。不只是幼儿体育不

宜开展竞赛，任何幼儿的活动都不宜以竞赛方式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



 
22 体育学刊 第 29 卷 

 

十七条明确提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组织学前儿

童参与商业性活动、竞赛类活动，和其他违背学前儿

童年龄特点、身心发展规律的活动。 

按照学前教育界的观点，游戏是幼儿活动的基本

形式。如我国教育部于 2001 年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

导纲要(试行)》就明确要求，“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

的人格和权利，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39]。幼儿教育游戏化的理论几乎

与学前教育同时诞生，幼儿教育之父福禄贝尔 早对

游戏的价值进行系统阐释，提出了“游戏生命论”[40]，

认为游戏是幼儿的本能，是幼儿内在生命力的表现，

具有必然性和必须性[41]。维果斯基认为，游戏是儿童

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活动形式[42]。陈鹤琴也非常重视

游戏对幼儿的价值，提出了“游戏是儿童的生命”[43]

“儿童的生活可以说就是游戏”“幼稚园应当采用游戏

式的教导法去教导儿童”等观点[44]。游戏为何对幼儿

如此重要和必要？答案在于，游戏是 符合低龄儿童

心理需要和特点的活动[45]214-215。如皮亚杰的认知发展

理论认为“游戏的实质是同化超过了顺应”，即同化和

顺应不平衡的结果。“由于儿童早期认知结构发展不成

熟，同化和顺应不能保持平衡而造成两种情况：一是

顺应机能大于同化机能，以客体为主，主体重复客观

的人或物的动作，表现为模仿；二是同化机能大于顺

应机能，自我中心和兴趣占主导地位，较少考虑外界

要求而产生游戏”[46]。不同的认知发展阶段对应不同

的游戏类型：感知运算阶段对应练习性游戏，前运算

阶段对应象征性游戏，具体运算阶段对应规则游戏。

不论是何种游戏，都具有自愿、不重结果和追求快乐

等共同特点，以区别于学习、劳动和竞技等。如胡伊

青加[47]所言，“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游戏

以自身为目的并伴有紧张、愉悦的情感”。 

国内外主张幼儿体育以游戏为基本形式的观点也

不少，如日本的《幼儿期运动指南》明确指出，“游戏

是幼儿活动的基本形式，也是幼儿体育的基本形式”[48]。

台湾幼儿体育界也对此达成基本共识，如台湾幼儿体

育先驱王健次教授在界定幼儿体育概念时将“游戏”

置于种差之中，认为“幼儿体育是以幼儿为对象，籍

由运动游戏或施以有趣的身体活动来达到教育目的，

是一种融合运动、游戏的教育方式”[49]。为了弱化幼

儿体育的竞争性，强调幼儿体育的游戏性和参与性，

以示和成人体育的区别，台湾幼儿体育学会秘书长、

台湾体育大学黄永宽教授甚至主张用“幼儿运动游戏”

代替“幼儿体育”。 

3.4  幼儿体育的本质功能是促进身心整体和谐发展 

“促进身心发展”是体育的本质功能。发展“是

指个体随年龄的增长，在相应环境的作用下整个反应

活动不断得到改造，从而日趋完善、复杂化的过程，是

一种体现在个体内部的连续而又稳定的变化，主要涉及

生理过程、认知过程和社会性情感过程三大领域”[23]15。

整个青少年儿童的发展过程具有一些基本规律，包括

反应活动从混沌未分化向分化、专门化演变，反应活

动从被动性向主动性演变等[23]15。在掌握幼儿发展与青

少年、成人发展的区别时，身心的分化、专门化是关

键。受精卵是混沌的初始，无所谓身心之别。新生儿(出

生到 28 天)基本上只具有非条件反射，身心依然是混

沌的。直到条件反射的出现，身心才开始了分化，但

整体性依然是其基本特征。整体性是学前教育开展的

基础和原则，也是国家政策的主要依据和指导精神。

如黄人颂[45]312 认为，整体性是学前教育的基本原则，

学前儿童“身心的各个方面是互相制约，相互促进，

统一于整体之中。任何单方面的孤立发展是不存在的，

而人为的侧重于某一方面培养训练有可能破坏儿童的

整体和谐发展”。《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也明

确指出，“儿童的发展是一个整体，要注重领域之间、

目标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整合，从而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协

调发展，而不应片面追求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发展”[50]。 

从以上分析可知，幼儿的身心发展与其他阶段的

身心发展是有区别的，幼儿体育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促

进同样是有特色的，这个特色主要体现的是促进幼儿

身心整体和谐发展，而不是孤立的、片面的发展，乃

至是全面发展。整体和谐对应未分化的身心，分化的

身心则对应孤立、片面和全面。对于身心未分化的幼

儿而言，“运动是一种以身体为轴心的、综合性的、多

方面的和总体的活动”[51]，不仅与骨骼、心肺健康和

动作发展等密切相关，同时与认知能力发展、社会心

理健康等方面密切相关[52]。或者可以说，幼儿无所谓

德智体美，他们是你我不分的整体。对于身心已经分

化的学龄儿童及成人，体育的本质功能也已经分化。

以中小学体育课程为例，尽管课程目标是要让学生实

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育体”是该

门课程 核心的目标，而德、智、美等其他方面的发

展也有各自主导科目。 

促进幼儿身心整体和谐发展是幼儿体育的本质功

能，这是幼儿体育与其他年龄段体育的种差。独特的

功能决定了幼儿体育本身也要和其他类型体育有所区

别，要求其以“完整经验”的形式出现，放到学前教

育便是综合课程。幼儿体育的完整化包括以下基本内

涵：(1)幼儿体育要包含身体运动、认知和情感等多方

面内容，同时强调他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结合，让他

们成为一个有机整体。(2)幼儿的发展既建立在幼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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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自然发展上，也要建立在幼儿与环境之间的相互

作用上，二者的结合便是经验。因而幼儿体育应该经

验化，而不是知识和技能化。经验化强调幼儿的主体

地位，而不是客体地位，要让幼儿全身心地投入活动之

中，获得完整的刺激和发展。游戏便是幼儿经验的主要

存在方式之一，故而也是幼儿体育的主要形式。(3)对

于幼儿而言，一日生活皆课程，一日生活皆经验[8-9，53]。

生活是幼儿发展的基本源泉，因而要“让婴幼儿置身

于感性、具体的‘实在’中，置身于活生生的生活世

界之中，置身于自然而非抽象的符号世界之中”[51]。同

时要合理安排幼儿的一日生活，充分开发一日生活中的

幼儿体育元素，引导幼儿养成良好的体育生活习惯。 

 

“幼儿体育”和“学前体育”是意义相近的词，

但二者属于不同的分类体系。“幼儿”是一个年龄阶段，

“学前”是一个教育阶段，故而幼儿体育是不同年龄

段体育中的一个部分，学前体育是不同教育阶段中的

一个阶段，二者不能混同。按照目前的分类习惯，学

前体育和小学体育、中学体育、大学体育等都属于体

育教育，是狭义体育的分支。幼儿体育和少年体育、

青年体育、中年体育、老年体育等是广义体育下的分

类。所以幼儿体育临近的属是广义的体育，而不是体

育教育。在与其他年龄段体育的比较当中，基于幼儿

身心发展特征，幼儿体育具有一些独特属性，具体包

括：(1)幼儿是指 3～6 岁的儿童；(2)根据幼儿动作技

能发展规律，幼儿体育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基础动作技

能，而不是专门动作技能；(3)游戏是 符合幼儿心理

需要和特点的方式，因而幼儿体育的基本形式是游戏，

而不是竞技；(4)整体性是幼儿身心发展的基本特征，

故幼儿体育的本质功能是促进幼儿身心整体和谐发

展。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幼儿体育的定义是：

幼儿体育是 3～6 岁儿童所从事的，以基础动作技能为

主要内容，以游戏为基本方式，促进身心整体和谐发

展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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