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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年我国幼儿体育研究综述

刘慧敏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我国近 10 年幼儿体育的发展进行综述。结果表明，

我国幼儿体育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还存在认识不充分、师资力量薄弱、运动环境不足、

课程体系不完善、政策保障不到位等困境。提出扩大宣传、创新培养、发展增量、深

入改革、制定政策等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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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Infant Sports in China in Recent 10 Years

LIU Hui-m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ports in China in recent 

10 years was summariz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weak teachers, inadequate sports environment, imperfect curriculum system and inadequate policy guarantee.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ath such as expanding publicity, innovating training, increasing development, deepening 

reform and formulating policies.

Key words: Infant sports; Research; Review

幼儿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幼

儿体育作为幼儿教育的基础，是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

重要手段。《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提出

将幼儿体育纳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1］；《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再次强调幼儿体育发展的重要性［2］；《全民

健身计划（2021—2025 年）》明确构建更高水平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含幼儿体育）［3］。诚然，幼

儿体育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认识不充分、师

资力量薄弱等问题，离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还有一定差

距。为此，本文试通过对近 10 年（2012 年 1 月 1 日—

2021 年 9 月 1 日）我国幼儿体育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审视幼儿体育发展的现实困境，寻找突破路径，为后

续研究提供参考。

1  近 10 年我国幼儿体育研究历程和成果
1.1  中国期刊网论文检索分析

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以“幼儿体育”为“主题”

进行检索，期刊范围限定为“体育类核心期刊”，时间

界定为 2012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1 日。输出 107 篇

期刊论文，经过甄别，剔除述评、简介等非学术性文献

资料，最终筛选出 36 篇论文进行研究。

由图 1 可知，近 10 年我国幼儿体育的核心期刊发

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可根据曲线图分为三个阶段：

2012—2014 年为第一阶段，发文量小幅持续下降，从 8

篇到 6 篇；2014—2018 年为第二阶段，发文量呈小幅波

浪式前进特征，从6篇到8篇；2018—2021年为第三阶段，

发文量直线上升，且增幅明显大于上一阶段，从 8 篇到



第 3 期	 75刘慧敏：近 10 年我国幼儿体育研究综述

映出学者对幼儿体育的重视总体上不断提高，但仍需加强。23篇。但近10年共发文107篇，总体数量仍不乐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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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文献总数：107 篇；检索条件：（核心期刊 =Y 或者 CSSCI 期刊 =Y）并且年 between（2012，2021）并且（主题 = 幼儿体育 或者 题名 = 幼儿体育 

或者 v_subject= 中英文扩展（幼儿体育）或者 title= 中英文扩展（幼儿体育））（模糊匹配），专辑导航：全部；数据库：学术期刊 跨库检索

图 1  2012—2021 年我国幼儿体育发文量

由图2可知，近10年我国幼儿体育研究的主题分布

比较广泛，主要包含了幼儿体育、幼儿体育活动、幼儿园

等40个主题，其中对幼儿体育（55篇）和幼儿体育活动（26

篇）的研究较多，而对幼儿园（15篇）、幼儿体育教育（11

篇）、体育教育（8篇）等的研究较少。虽涵盖40个主题，

但大多属于体育范畴，多学科融合的研究甚少。

图 2  近 10 年我国幼儿体育研究主题分布

1.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情况分析

由表 1 可知，近 10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呈

平稳上升态势，共12项。从2012年的1项到2021年的3项，

取得了一定突破，但上升空间仍较大；研究呈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本土与国际相结合，深度与广度不断加深的

特点。体现了国家对幼儿体育的重视。

表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情况一览表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项目负责人

构建广东省幼儿体育活动实践体系的研究 2012 年 庄弼

中外幼儿体育制度研究 2014 年 郝晓岑

全球视阈下适宜儿童全面发展的我国幼儿体育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2016 年 董进霞

“健康中国”背景下幼儿体质健康促进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2016 年 杨斌

我国近代幼儿体育发展历程反思及当代价值研究 2018 年 黄贵

“健康中国”理念下的幼儿体能课程科学化研究 2019 年 张玉敏

体育活动对幼儿基本动作技能及体质健康促进的实证研究 2019 年 刘阳

结构化理论视角下我国幼儿体育健康教育模型的建构与应用研究 2020 年 王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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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近 10 年主要政策一览表

文件名称 颁发机构 颁发时间 主要目标

《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
（2014—2020 年）》

国务院 Dec-14
到 2020 年，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儿童整体水平基本达到或接近全

国平均水平

《幼儿园工作规程》 教育部 Mar-16
促进幼儿身体正常发育和机能协调发展，增强体质，德智体美等教

育相互渗透
《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

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 Nov-18

完善学前教育体制机制，健全政策保障体系，推进幼儿教育普及普
惠安全优质发展

《关于开展足球特色幼儿园试
点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 Apr-19
以试点工作为推广的重要内容，引导各级各类幼儿园广泛开展幼儿

足球活动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 Oct-20

到 2022 年，学校体育（含幼儿）工作体系和教学质量全面提高。到
2035 年，多样化、现代化、高质量的学校体育体系基本形成

《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
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

教育部 Mar-21 基本建立幼小协同有效机制，基本形成科学衔接的教育生态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项目负责人

健康中国 2030 视域下促进幼儿动作发展和身心健康以及构建动作发展体系的研究 2020 年 姜桂萍

基于数据挖掘的我国幼儿体质健康促进实证研究 2021 年 赵广高

新时代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标准体系研究 2021 年 尹小俭

我国幼儿体质健康促进的智慧化反馈系统开发研究 2021 年 孙盛燕

1.3  国家层面政策支持分析

由表2可知，近10年国家针对学前教育（含幼儿体育）

及幼儿足球的发展专门制定了政策文件。自 2019 年起每

年创建足球特色幼儿园，建立示范园区，取得了巨大成

功。据统计，2019 年和 2020 年全国分别建成足球特色幼

儿园 3570 所［4］和 2710 所［5］。近 10 年学前教育改革和

幼儿足球方面的突破足以体现国家对幼儿教育（含体育）

的高度重视。

2  近 10 年我国幼儿体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幼儿体育逐渐受到社会的

广泛关注。但我国幼儿体育起步较晚，近 10 年仍处于摸

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难免遇到一些发展性难题，学

者们纷纷对这些难题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

2.1  认识不充分 

幼儿体育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是，目前国内对幼儿体育教育的认识仍显不充分。代

表性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学校方面。重智轻体思想严	

重［6］；教师未接受专业训练，对体育的教育功能等综

合价值认识不全，不能因材施教，造成思想和行动上对

幼儿体育的忽视［7，8］；主张安全教育、实际教学情况与

政策不符，体教分离问题严重［9-11］。二是家长方面。重智

主义、功利主义和过度保护主义严重［12，13］。三是科研方面。

国家投入幼儿体育科研经费少：基础理论研究零散薄弱；

研究领域单一；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不充分［14，15］。

综上所述，学校、家长、科研等对幼儿体育认识不

足在思想领域严重阻碍了幼儿体育的发展。成为未来推

进我国幼儿体育发展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2.2  师资力量薄弱

教师作为教育的第一资源，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和质

量。师资不足是当下我国幼儿体育治理（尤其是农村）

面临的突出问题［16］。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我国没有完

整的幼儿体育教师培养体系和素质标准，缺少教师岗位

和编制数量的具体要求［17-19］。二是仅有少数师范院校设

置幼儿体育专业课程，且存在培养（主体、目标、理念、

课程）不合理问题。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践性［20-22］。

三是幼儿园因经费等原因不愿聘请专业体育教师；现有

教师文化程度偏低，兼职比重偏高、男性教师奇缺、教

学能力（尤其体育方面）不足；此外，校内培训重理论

轻技能［18，23］。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教师数量和质量不足的问题进

行了深入研究。但由于教师岗位和入职条件缺乏统一标

准，所以研究者并未提供有效的数据进行说明，结论不

够严谨。

2.3  运动环境不足

物质环境（场地、设施器材等）和精神环境（练习

机会、指导和鼓励）都对幼儿动作发展具有重要引导作

用［24］。物质环境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幼儿体育发展的

主要因素［25］。国家对幼儿体育场地器材设置、材料使

用等方面没有出台统一标准；校内无专项基金，在场地

器材不足的同时无法保证活动时长和强度；园与园之间，

城乡之间在场地器材方面分配不均衡［26，27］。社区及公

续表



第 3 期	 77刘慧敏：近 10 年我国幼儿体育研究综述

共场所缺少专为幼儿设计的场地器材，体育组织管理和

健身技术指导方面的工作不完善，未形成全面的网状社

会支持保障系统［28-30］。家庭体育教育缺失［15，29］。此外，

家、校、社三者缺乏沟通，未形成合力［12，28］。

综上所述，学者们一致认为幼儿体育环境的缺乏主要体

现为场地器材不足、运动时间、强度等得不到保障，但对幼

儿园场地器材建设标准、社区及公共场所环境关注甚少。

2.4  课程体系不完善

我国至今在幼儿体育的课程内容、教学质量评

估、身体活动指南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

标准［16，17］。幼小衔接不到位造成儿童动作技能学习上

重叠［31］。在课程目标制定和内容选择上，学者们有不

同发现。一是目标不明确、内容随意性大、专项学习少、

体教分离［24，27，32］。二是活动项目成人化、注重动作

发展和技能提高，忽视质量提升和综合教育［8，33，34］。	

教学中方法老旧、评价成人化、隐性安全突出等现象普

遍［12，18］；过于强调教师主导性而忽视学生主体性［11］；

对运动量的指导和安全意识培养不够［23］；校内组织的

户外活动少，未形成家多元主体效应［35］。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幼儿体育课程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课程内容、目标、方法等领域，缺乏对幼儿各个身体

发展敏感期的动作研究、幼小衔接课程研究等。

2.5  政策保障不到位

幼儿体育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指导。我国虽相继出台

了大量政策，但幼儿体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是整

个教育阶段中最薄弱的环节，一定程度影响了其发展进

程，也体现出该领域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的问题［9，36］。政

策制定中存在协调性不足，执行难度大的困境［16］。对

现有政策研究发现，法律法规位阶不高，缺乏强制性效

力和可操作性；政府职能缺失；没有充分挖掘出体育的

价值和功能；未起到有效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重

体能轻质量；未形成合力和利益共同体［12，16，18］。政策

实施过程中，实施环境薄弱；实施监督不到位；部分政

策“试行”时间太长［16，37，38］。

综上所述，我国幼儿体育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均存在诸多问题，既要考虑法律效力，也要考虑全面可

实施性，还要保证有效落实。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

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3  近 10 年我国幼儿体育的发展路径
科研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继而解决问题的过程。

明确了幼儿体育发展的主要困境后，对于如何解决这些

问题，学者们也相应地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归纳起来主

要有以下观点。

3.1  扩大宣传，提高认识

提高大众对幼儿体育的价值认识，可一定程度上促

进幼儿体育的发展。教育部门应加强普及教育，拓宽宣

传渠道，促进重智轻体向文体并重、以体促智思想的转变，

提高人们对幼儿体育运动和器材的价值认同［13，17，26］。

学校则应将幼儿体质健康纳入幼儿园和教师的考核范围，

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制定事故紧急预案［39］。家长需

掌握幼儿身体发育敏感期和基本运动器材的使用情况，

及时提供指导，多维开发幼儿体育空间［6，15，28］。此外，

建立家、校、社“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是促进幼儿体

育发展的必然趋势［23，27］。科研上需要国家予以重视，

加大科研数量和资金投入；整合国内资源，学习国外经验；

助力研究主体和研究领域多元化；加强科研成果的推广、

管理和应用［26］。

综上所述，学者们一致认为提高大众对幼儿体育价

值的认识，有赖于政策、科研、学校等多方面的合作。

但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南和行为规范。

3.2  创新培养，扩充师资  

学者们对扩充师资的建议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

面。政府方面：积极发挥政府的顶层设计作用，明确规

定教师岗位和编制数量；加大财政投入，联合多方力量

制定师资培养计划并予以实施；加大幼儿体育教师资格

证的培训与考核力度［16，20］。高校方面：幼儿师范院校

与体育院校资源整合；加强高师院校课程改革，坚持培

养体系与时俱进；增加幼儿体育教育课程开设数量，并

将其作为幼儿园管理的必修课，提高毕业要求；全面提

升教师的体育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21，22，24］。幼儿园方

面：实施幼儿体育教师职业标准准入制度，提高行业门槛；

因园制宜，开展多样化的职前职后培训和体育科教研活

动交流学习；统筹城乡师资力量和男女比例［30，39］。

综上所述，为从根本上建立起一支高素质、专业化

的师资队伍。学者们分别从政府、高校以及幼儿园三方

面提出宝贵意见，对顶层设计、培养体系和职后培训予

以规范。

3.3  发展增量，优化环境

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优化都应引起重视［24，43］。国

家及教育部门应明确制定幼儿体育场地器材配置和材料

标准；重点扶持农村偏远地区；强制要求幼儿园成立体

育专项基金；对幼儿体育器材研发生产公司提供多方支	

持［10，16，26］。幼儿园应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建设场地器材；

科学规划活动区；创设安全活动环境；推动“幼儿体育示

范基地”建设［6，17，39］。教师要合理规划室内三维空间（地面、

顶面和立体），适当增加活动量［10］。家长要树立正确的

体育观；积极陪伴并引导幼儿参与活动［6］。此外，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提高社会体育服务质量，科学检测指导幼儿活

动；共建幼儿运动健身点，依托社会力量积极开展丰富的

幼儿体育活动也是改善幼儿体育活动环境的有效手段［27］。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环境的构建主要集中于校内的



78	 第 1 卷休闲运动与健康

物质环境，忽视了社区环境的重要性，对幼儿体育器材

的研发、精神环境创造的研究不够深入。

3.4  深化改革，完善课程

对课程体系方面的完善，学者们的观点总结如下。

一是突出幼儿基本动作技能发展规律的指导作用；加强

课程规范管理，量化课程指标；提高教学大纲等制定水

平；建立活动能力评价方案和校园事故法；探索开发特

色课程［27，33］。二是教学过程中凸显幼儿主体性；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重视准备工作，保证整个教学环节（内

容、方法、目标等）的科学实施，增加幼儿体验感；注

重自然知识和民族文化知识在体育中的渗透；实现幼小

衔接［40，41］。三是教育部门检查督导教学，监管教学质量；

科学监控幼儿体质健康；学校与社区医院共同构建全面

的学生健康档案［17，36］。此外，庄弼［23］强调培养幼儿的

规则意识；而张莹［24］与之持相反观点，不建议该阶段

幼儿进行正规比赛。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多方面对幼儿体育课程体系的

构建提出了宝贵建议，涉及范围广，包括课程指标、内

容体系等方面。从课前的准备工作、课中的实施工作、

课后的追踪评价工作三个阶段进行改进。

3.5  制定政策，加强保障

积极发挥政策的指导作用对幼儿体育事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首先，加快幼儿体育教育立法进程，制

定各项工作实施细则；加强各部门合作，落实以政府

为主，社会力量为辅的发展理念；统一各方目标，坚

持健康第一思想；深入改革幼儿体育管理体制，创新

管理制度［20，37，38］。其次，充分发挥政府的顶层设计和

干预指导作用，结合地域特征积极制定和完善政策；制定

符合我国国情的幼儿体育发展制度；构建体能和质量共同

发展的政策指导体系；指导政策制定和实施［30，33，36］。最

后，制定严格的政策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增强监管措

施并构建评价标准体系；以法律手段保证幼儿体育各项

工作顺利落实，提高基层组织政策执行效率；成立以体

育局为主的监督与评价机构［35，37，38］。

综上所述，学者们一致认识到了我国幼儿体育政策

不完善的问题，相对重视幼儿体育政策研究。从政策的

制定、实施环节给出了宝贵意见。

4  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建议
如前所述，近 10 年我国幼儿体育科研事业取得了突

破性成就，但由于发展和研究均起步较晚，在很多领域

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近

10 年对幼儿体育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4.1  理论和实践研究均有待加强

当前的研究成果无论是理论角度还是实践层面都不

够深入，内容缺乏系统性，重复率过高，对争议性问题

未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如前所述，研究者的视角相对宏观，

对幼儿体育中某个小问题和一个问题辐射出来的其他问

题均未进行深度研究，理论研究有待加强；总结还发现，

当前面临的所有难题都希望通过强制性政策来解决。但

笔者认为政府只能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考虑到各园区

的实际情况，无法制定具体的操作细则和标准，缺乏深

层次的实践研究。笔者认为各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幼

儿园领导才是解决问题的主力军，通过对地方特色的探

索和环境的充分利用可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

4.2  现有研究成果视角相对单一

此次的研究文献中，大多数属于教育学范畴，少数

涉及人学、幼儿权利、生态视角几个领域，不仅与教育

学内其他学科联系不紧密，而且与其他大的学科之间也

融合甚少，没有充分挖掘幼儿体育的价值功能。造成研

究成果多聚集于某一单一领域，缺少代表性。笔者认为，

学者们必须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不仅要站在教育

学的高度，还要与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紧密联系，积

极学习借鉴各学科的优势，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扩展研究广度和宽度，实现幼儿体育的多维研究，为幼

儿体育的研究工作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5  结语
新时代的学前教育需要高质量的幼儿体育，现阶段

我国幼儿体育发展的整体框架已构建成功，但各个环节

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些许问题，思想意识、师资建设、环

境构架等层面都需进一步完善，只有将幼儿体育教育体

系中的每一个小环节都处理好了，环环相扣，才能全方

位解决幼儿体育的发展问题。因此，我们应正确对待当

前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并处理好各种问题，在政府的

干预指导下，全社会形成合力，集思广益，共同推动幼

儿体育事业向更高更强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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