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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人生早期经验的重要性，儿童早期的生活经验不仅对于后来

的学校生活有影响，而且对人的一生都会产生影响。发展适宜的儿童体育无论从发展的角度还是

从教育的角度，都应该建立在理解儿童早期发展和学习本质的基础上并服务于儿童，使体育学习

变得有趣、有效、丰富多彩，使所有儿童获得愉快感，学习成功的机会最大化，促进每一位儿童

的认知、身心、情感以及体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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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have ever increasingly realized the extreme importance of early life experience. Children’s early 

life experience has influence not only on their school life later, but also on their whole life. No mater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development, 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developing suitable physic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should base on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early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essence and serve children, make learn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fun, effective and content rich, enable all the children to feel happy about it, maximize chances 

for success in learning, and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 child in terms of knowledge, body, mind, emotion and 

physical capa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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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早期，积极的支持性的关系，不仅对于认

知的发展，而且对于身心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1]。身体

发展研究表明，发展适宜的学前和幼儿园体育将预示

着将来会取得更多的成功[2]。而学龄前也是基本的运动

技能发展、语言发展以及其他的对于人的一生都有着

重要意义的发展的最佳时期[3]。对于早期重要性的认识

也使得人们对儿童早期体育的兴趣和支持不断增加。

高质量、具有“发展适应性”的儿童早期体育对于儿

童的发展产生了短期或者长期的积极影响[4]。卡兹[5]认

为，“在课程设计……(决策)中的发展性的方法中，应

该学什么以及怎样才能学的最好，取决于对学习者发

展状况的了解，还有我们对于早期经验和后来发展之

间的认识。”发展适应性体育课程是建立在儿童如何发

展和如何学习的知识基础之上的，并以此来引导儿童

体育教育的实践。 

运动发展是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由于遗传和环

境的影响而发生的运动行为的变化。运动变化发展是

定性、有序、定向、多因素和个体的，是许多因素包

括力量、平衡、动机、教育和遗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就是运动发展观。在儿童体育中重要的是了解儿童

所处的运动技能发展顺序中的位置，而不是他的年龄，

即与年龄相关的而不是年龄决定的。尽管运动发展的

一般顺序是相同的，但个体之间变化和差别还是存在

的。随着运动技能的发展，儿童可以应用更有效的符

合神经、肌肉组织变化的运动方式来操作。 

在儿童体育中运用运动发展的观点来设计课程与

教学，这是儿童体育发展适宜性的关键。根据美国儿

童体育委员会的观点，优质的体育无论是从发展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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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还是从教育的角度，都应该适合于被服务的特定儿

童。体育中发展适宜的实践是承认儿童运动发展的能

力，并且促进这些发展。发展适宜的体育课程强调根据

儿童发展水平来提供有组织的教学内容。同时把从研究

儿童的运动经验中获得的最熟悉的练习纳入到教学大

纲(课程)，使所有儿童学习成功的机会最大化。发展适

宜的体育的目的是使儿童成为一个身体受过教育的人。 

 

1  发展适宜的儿童体育具有多维性、统一性 
发展适宜的儿童体育旨在实现和获得明确的多维

目标，即既要注重在儿童身体、心理、社会适应等多

领域中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到运动的

发展广泛地受到儿童早期、中期和后期所呈现的心理、

认知和社会等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将与学科内

容紧密相连，同样影响儿童体育的效率。而统一性则

是指不同时期儿童的身体、心理、社会等维度之间、

儿童的发展和体育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是不可分割的

统一整体。对于课程设计来说，认识到儿童不同的年

龄群体不同发展领域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例

如，当孩子们开始学会根据信号迅速的改变移动方向

或者每天参加有活力的身体活动时，他们探索世界的

能力就开始增加，同时他们的灵活性反过来影响其认

知的发展。同样，孩子们语言技能的发展，对于他们

与其他的孩子和成人建立社会关系的能力产生影响，

发展社会适应能力，也会促进或者阻碍他们运动技能

的形成与发展。 

 

2  发展适宜的儿童体育具有有序性、累积性 
发展适宜的体育是按照一种相应的顺序进行，人

类发展研究表明，在 9 岁之前，在儿童的身上出现了

一种相对稳定、可以预测的发展和变化顺序[6]。可以预

见的发展发生于所有的发展领域，包括身体、情感、

社会性以及语言和认知的发展。尽管在不同的文化环

境当中，这些变化所表现的方式以及这些变化对于他

们的意义有所不同，但在这个年龄段儿童发展的一般

规律为教师如何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设计理想的课

程目标，以及如何提供适宜的经验等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引导作用。为了发展更复杂的运动技能，需要获得

基本的运动技能基础。一定数量基本技能的累积为人

们学习更高级的运动技能做必要的准备。而运动技能

发展是在从不成熟到高级水平的发展过程。 

 

3  发展适宜的儿童体育应体现个体差异性

和不均衡性 
儿童发展存在着个体差异性，不同儿童以不同的

速度发展，每一位儿童，不同领域的发展速度也是不

均衡的，个体差异至少存在两种维度：在平均或者普

遍的发展过程中，个体差异不可避免；每一个人作为

独特的个体，这种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每个孩子都有

自己的发展时间表以不同的速度发展。但是，对于个

体发展适应性的重视并不等于个人主义。我们不应该

只把孩子看作是一个年龄群体中的成员，期待他们以

一种事先规定的方式来行动，没有任何的个体差异。

对于所有的儿童都要保持较高的期望，但是按照群体

标准的要求所设定的期望，并不能反映在早期的个体

发展和学习当中的实际差异。相同的教学活动面对相

同年级学生，经常会表现出不同操作水平和教学效果。

例如很有可能你会发现一年级学生能应用相对成熟的

上手投掷动作从 10~15 英尺外击打目标，而另一个学

生根本无法完成上手投掷动作，更不用说击打目标[7]。 

 

4  发展适宜的儿童体育具有定向性、动态性 
体育的发展是定向的动态过程，沿着预定的方向

进行，倾向于更复杂、更加组织化和内在化。儿童早

期的学习是从动作语言向符号性概念性或者表征性语

言发展[8]。体育课程与教学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运动技

能发展的阶段应该是渐进性课程设计的基础。设计课

程的目的应该是让基本的运动技能为后来更复杂和困

难技能的发展奠定基础。根据技能发展的累积性，课

程在课、单元和年度中应该从简单发展到复杂。 

幼儿阶段的重点是帮助儿童建立坚实的基本动作

技能基础，课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基本位移(如移动、

跳、滚动等)和稳定技能(如悬挂和平衡)以及目标控制

技能(如投掷、接、踢、击打)。强调配合使用韵律和

音乐的移动技能的组合。最后也强调贯穿小学体育过

程中儿童将运用到的、形成运动语言的运动概念。小

学中期，这一阶段的学生身体的杠杆系统(骨骼)及肌

肉系统的发展，这时期的重点应该强调动作表现的质

量和形式(如成熟动作的要素)，而不是动作表现的结

果(如投掷和跳跃的距离)。如提供适当的练习，小学

中期大部分学生都能够表现出成熟立定跳远的形式，

但是由于骨骼和肌肉的限制，跳跃的距离可能就不那

么乐观了。而这不是问题，因为成熟运动形式的获得

建立了所需要的运动控制，当青春期阶段骨骼和肌肉

发展起来后，就能够使运动技能得到强有力的应用。 

 

5  发展适宜的儿童体育具有游戏性、互动性 
    游戏是儿童体育的重要工具，同样也是他们发展

的反映。高质量的教育性游戏的重要标准是互动性，

由儿童自己制作游戏的脚本内容，教师需要关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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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鼓励游戏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间保持一种平

衡性互动，除了安排足够的时间、空间以及材料，还

要通过建议、示范、指导以及提供延伸到第 2 天的游

戏主题来帮助儿童开展游戏[9]。儿童是积极的知识建构

者，发展和学习是一种交互作用的结果。那么，教师

就要认识到，对于这些发展过程来说，儿童游戏是一

种有着高度支持作用的环境[10]。游戏给予儿童理解世

界，并以社会方式与他人交往，表达和控制情绪，以

及发展他们的符号能力的机会。儿童自发，教师支持

的游戏是发展适应性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儿童早期好玩好动的特征使运动探索和低组织的

游戏，成为练习和运用基本动作技术的理想载体。由

于幼儿园学生注意短时特征，这些活动的简单性和节

奏对于他们而言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方法也不要求孩

子彼此合作，适合以自我为中心的幼儿园的孩子。低

组织的趣味性游戏经常被作为一种教学活动，用来传

授应用情景中基本动作技能学习。小学后期孩子具有

更长的注意持续时间，能同时加工多条信息。这些能

力的发展，伴随着部分同学参加小组活动兴趣的增加，

使得合作和竞争游戏成为课程的重要部分。 

 

6  发展适宜的体育具有愉悦性、成功感 
儿童的早期身体活动的体验，不管是积极的还是

消极的，都具有累积效应，即经验一旦发生，它至少

会产生最低限度的结果。例如，学前阶段也是基本运

动发展的最佳时期(也就是说，在这个年龄能够更容

易、更有效地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11]。拥有很多机会

的儿童，成人支持儿童进行大运动技能的练习(跑、跳

跃、单脚跳、蹦)，那么在这段时期有着累积的益处，

使儿童能够在后来的发展中掌握更为熟练、复杂的运

动技能(在一个横杆上做平衡动作或骑自行车)。另一

方面，那些早期的运动经验严重受限的儿童可能在发

展身体能力方面比较困难，同时，在后来的发展中，

尝试参与个人所适合的体育运动会有些迟缓。 

对于遭遇失败的孩子来说，他们只会选择简单的

尝试。因此在大部分时间，教师应该呈现给他们处于

他们身心发展水平之内的内容，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够

解决的任务，同时孩子们不断地受到处于他们的发展

水平的边缘的情境和刺激的挑战[6]，但是不会使孩子产

生挫折感。并且，在超出儿童的独立能力所及的任务

中，通过成人和能力更强的同伴所提供的“支架”和

“平台”，促使孩子能够向前迈出一步，让儿童体验身

体运动中取得胜利的愉悦以及战胜困难的成功感。 

发展适宜的儿童体育无论是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

教育的角度，都应该是建立在理解儿童早期发展和学

习本质的基础上并服务于的儿童，根据儿童的个体差

异，如发展的状况、先前的运动经验、体能和技术水

平、体形及年龄等，以从实践教学中获得的最熟悉的

内容为课程教学内容，使体育学习变得有趣、有效、

丰富多彩，使所有儿童获得愉快感，学习成功的机会

最大化。最终使儿童能胜任许多运动形式，运用运动

概念和原理去学习和发展运动技能，展现出一种积极

体育生活方式，获得并保持增进健康的体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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