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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

倾听·尊重·接纳：一个幼儿设想的家长开放活动

□ 昆山市柏庐幼儿园 王叶佳

最近，幼儿园里大班和小班都已经开展了家长开

放日，我们班的幼儿也很期待自己的爸爸妈妈能够来

到幼儿园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游戏。 于是，我们和孩

子们一起策划了这次家长开放日。

一、师幼互动，探讨家长开放日的活动

家长开放日要开展哪些活动呢？ 一次午后休息时

间我组织幼儿进行了谈话活动。 有的幼儿说可以请爸

爸妈妈们到幼儿园来参观，有的说可以请爸爸妈妈到

幼儿园来看我们上课，有的说要请爸爸妈妈来和我们

一起做游戏， 还有的说要请爸爸妈妈来幼儿园吃美

食。 对于家长开放日的活动，孩子们提出了很多的想

法，但是家长开放日时间只有一下午，如果全部开展

时间会不够的。那要保留哪些？孩子们众说纷纭，无论

去掉哪个都有人说反对。 于是，我们决定看看已经进

行过家长开放日活动的小班和中班都做过哪些有趣

的活动。 通过观看图片，孩子们知道家长开放日爸爸

妈妈们要参加讲座，听我们上课，还要和我们一起参

加游戏。 这下孩子们意见统一了，都要让爸爸妈妈们

听自己上课，和自己做游戏了。

二、倾听幼儿的心声，选择适宜教学活动和游戏

那我们要选择什么教学活动在家长开放日进行

呢？ 我刚问完孩子们这个问题时，只有几个小朋友给

我回应。 徐 YX 说：“小王老师，家长开放日我想和爸

爸妈妈一起做实验。”戈 Y 说：“小王老师，我们有什么

课可以上呀？ ”显然，孩子们对于上什么课脑海里面很

模糊，说不出具体内容来。 但是，我也没有因此就终止

了孩子们的想法。 我问他们：“刚才徐 YX 说可以和爸

爸妈妈们一起做实验， 那实验是哪个区的游戏呢？ ”

“科学区！”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我又问：“最近，

我们在科学区玩了什么游戏？ ”“纸桌！ ”孩子们告诉

我。“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游戏实验变成课展示给爸

爸妈妈们看呢？”“可以！”孩子们再次异口同声的回答

了我。 于是，我们就把《纸桌》定为了我们家长开放日

要上的教学活动。“那么， 游戏呢？ 游戏我们玩什么

呢？ ”我问孩子们。 陶 XR 说：“玩娃娃家游戏吧！ ”陶

XR 刚说完，尤 Y 小朋友就说：“不行，娃娃家不可以

去那么多人的，爸爸妈妈都进去会呆不下的！ ”“对呀，

教室太小了， 爸爸妈妈们都进来我们就玩不了游戏

了，我要去操场上才能玩游戏！ ”金 MY 补充说。 金

MY 的补充一下子把我们思维引导了户外游戏上，我

们便开始思考了在户外玩什么游戏。 我请孩子们说了

对于户外游戏的想法， 并对他们的想法进行投票统

计。 呼声最高的是进行“拍球比赛！ ”听到孩子们提出

了“比赛”这个词汇，我就思考我们要进行什么比赛，

我初步的想法是希望让孩子们能够通过比赛来锻炼

提升自己的能力，有利于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于是，我

把这个想法和大班进行了沟通。 通过沟通，我们认为

我们班孩子自理能力较弱，可以通过一些活动来提升

他们的自我服务能力。 孩子们现在长大了不是小班弟

弟妹妹了，也应该有一定的自我服务管理能力。 所以，

我们就和孩子们一起讨论了可以进行哪些自我管理

能力的比赛。李 SC 说：“可以比赛叠被子！”王 JW 说：

“比赛叠衣服！ ”“还可以穿鞋子，学会了就不会有人把

鞋子穿反了！ ”王 LY 说到。 我们倾听并采纳了孩子们

的想法，同时，融合了自己的思考，在家长开放日组织

以下的比赛内容：

游戏一：一分钟拍球挑战赛

游戏材料：皮球 *49。

游戏玩法：计时一分钟，幼儿拍球，父母数数，比

拼拍球数量。

游戏二：叠衣大比拼

游戏材料：幼儿外套 *2、平衡木 *2、障碍桩 *8、长

桌 *2、红旗 *2。

游戏玩法：爸爸妈妈拿着衣服走过平衡木、绕过

四个障碍桩，将衣服交给孩子，孩子将衣服叠好，举旗

示意下一组家庭出发。

游戏三：叠被大考验

游戏材料：被子 *2、小车 *2、长桌 *2、红旗 *2。

游戏玩法：爸爸妈妈骑车带幼儿到终点处，将幼

儿放下叠被子，幼儿叠好后，举旗示意下一组家庭出发。

游戏四：小鞋子、大本领

游戏材料：垫子 *4、椅子 *6。

游戏玩法：六名幼儿排排坐，脚下放一个垫子，将

鞋子脱下交给爸爸妈妈，脚踩在垫子上等待。 爸爸妈

妈拿着鞋子在起点处“大象转”五圈，走向终点将鞋子

交给幼儿，幼儿快速穿好，先完成的幼儿站上垫

子示意。

孩子们有着自己的想法，我们要耐心倾听并接纳

他们，给他们进行适当的教育。 我们要把孩子们的想

法化为实践。

三、童心表征，制作家长开放日邀请函

确定好了家长开放日的活动后，我们还和孩子们

一起设计了邀请函，请孩子们在邀请函上画上了自己

的专属标记，同时也在空白的地方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表达对爸爸妈妈的邀请和祝福。 家长开放日我们不仅

让幼儿参与活动的设计和讨论，还通过邀请函的方式

来增加活动的仪式感，让家长们体会到我们和孩子的

用心。

家长开放日每个学期都有，以往都是我们老师直

接设计好的，这次我们让幼儿参与设计活动并制作邀

请函也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幼儿想法的重视，不仅让

幼儿认识到家长开放日可以有哪些活动流程，也加深

了我们和幼儿的关系，相信这样的活动策划会是成功

的，家长们也能够感受到活动的充实和用心。 我想以

后的家长开放日活动，我们也可以采用这样的形式来

组织。

陕西省高校大学生体质健康影响因素与提升对策研究

□ 西安欧亚学院 王博豪

近年来， 我国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持续走低，提

升大学生的身体状况是全社会的责任。 高校体育肩负

着培养大学生体育兴趣和体育习惯的主要任务，是提

升大学生身体素质的重要场域之一。 在教育部发布的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

作的意见》中，将大学生群体作为主要的发展群体，可

见国家对大学生体质健康的重视。 本文在对影响陕西

省高校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因素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提

出陕西省高校大学生体质健康提升对策。

一、陕西省大学生体质健康现状

2021 年，教育部一份针对 115 余万在校学生体质

健康的抽测复核数据显示，我国大中小学生体质健康

“不及格率”基本呈下降趋势。 根据教育部《体质调研》

相关数据可知，近 30 年来，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在不

断下滑，在耐力方面、速度素质增长趋于停滞，普遍存

在血压调节机能不良的现象。 通过对陕西省 10 所高

校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进行分析可知, 陕西省大

学生在 50m 跑、立定跳远、引体向上、引体向上、仰卧

起坐等方面的成绩难以令人满意，800m/1000m 长跑

成绩更是持续呈现下降趋势，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并没

有随着物质生活环境的改善而得到提升， 反而高血

压、心血管疾病呈现出年轻化趋势，近视、肥胖现象突

出，我国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通过陕西省高校大学生体育锻炼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缺乏体育锻炼是导致青少年体质下降的主要诱

因。 为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教育部出台《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

中，将大学生群体作为主要的发展群体，提出合理利

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

二、陕西省高校大学生体育锻炼影响因素

（一）重学习而轻体育，身体素质基础差。

受升学压力的影响，社会、学校、家庭没有为初高

中学生创造良好的体育锻炼环境和体育氛围，初高中

时学校不重视体育课及体育锻炼，而只重视文化课的

学习，加上文化课压力过大，学生缺少时间进行体育

锻炼， 导致许多学生进入大学校园时身体素质极差，

影响了其后续的发展及提高，成为恶性循环，最终导

致大学生身体素质长期连续下降。

（二）家庭体育氛围薄弱，体育锻炼习惯缺乏。

当前大学生成长于互联网时代，普遍缺乏进行体

育锻炼的习惯，由于缺少同伴，家庭体育氛围薄弱，缺

乏必要的体育环境，父母重视学业成绩而忽视身体发

展等因素，导致大学生身体素质长期连续下降。 由于

运动促进健康意识不足，大学生普遍未能养成坚持体

育锻炼的习惯，体育课外很少主动进行体育锻炼。

（三）学校体育课对大学生体质提升作用不足

调查可知，由于大一、大二有体育必修课，参加体

育锻炼的学生中大一、大二学生较多，大一、大二总体

运动成绩也好于大三、大四，大三、大四学生由于学业

负担等因素，导致课外锻炼时间严重不足，很少或几

乎不参与体育锻炼。 体育教师由于惧怕学生受伤和运

动安全事故的发生，体育课程已出现无强度、无难度、

无对抗，不出汗、不喘气、不奔跑、不脏衣、不摔跤、不

擦皮、不扭伤的“三无七不”体育课的情况。

三、陕西省高校大学生体质提升对策

（一）加强身体素质练习，注重力量训练

通过对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进行分析可知，

男性大学生引体向上成绩普遍较差， 及格率不足

20%，大学体育课程应重点关注上肢力量练习，可采取

俯卧撑、立卧撑结合哑铃等进行练习，女性大学生 800

米测试成绩普遍较差，应重点提升女性大学生速度耐

力练习，在体育课堂上可辅以高抬腿、小步跑、跨步

跳、变速跑等进行练习。

（二）综合设计课堂，提升学生体育参与积极性

在课堂教学与课外锻炼指导，教学研发团队应注

重围绕跑、跳、上肢力量练习等进行热身活动、游戏、

专项身体素质的设计， 将身体素质练习与课程教学、

课外活动相结合，增加课程活动的趣味性、参与性，促

使学生养成锻炼习惯，从而达到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

的稳步提升。

（三）增加对体育课的重视，采取多种手段发展学

生体质

学校体育是家庭体育和社会体育的中介，对学生

养成良好体育习惯， 实现终身体育具有重要作用，学

校应加大对体育课的重视，完善体育场地设施，体育

教师应根据学生身体发育状况，适时适度发展学生各

项身体能力，综合发展学生体质体能，同时培养学生

的体育兴趣，使学生掌握其感兴趣的体育项目基本技

术，为其以后养成终身体育习惯打下基础。

（四）加强运动促进健康宣传，提高体育健身意识

目前，社会传统上对体育认识具有一定的偏差和

误区，认为体育锻炼是无用的，浪费时间的，可有可无

的，没有形成体育锻炼有益于学习、身体发育以及人

的全面发展的观念，全社会应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

思想，加强学生树立体育健身的意识，养成积极参与

体育锻炼的习惯。 其次要提高学生对体质健康及其重

要意义的认识，增强学生对提高体质健康水平的紧迫

感，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培养体育兴趣。

作者简介：

王博豪（1994.08-），男，现任职于西安欧亚学院，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教育。

会移动的帐篷：一场关于探索、创造与成长的奇妙旅程

□ 昆山市柏庐幼儿园 马燕君

一、梦想的萌芽：帐篷的提出与到来

在开学初，中二班的教室里弥漫着一股特别的氛

围。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孩子们稚嫩而充满期待的脸

庞上，一场别开生面的环境创设讨论会正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 孩子们围成一个温馨的圆圈，每个人的眼中

都闪烁着对新学期的无限憧憬和好奇，准备在这片未

知的领域里播种梦想，收获成长。

当话题的触角轻轻触碰到语言区的规划时，一个

温柔而坚定的声音在静谧中响起，如同初春的嫩芽破

土而出。那是李 ht，一个总是带着微笑、心中装满奇思

妙想的小男孩。 他轻轻地说道：“小班的教室里，有一

个那么温馨的帐篷，为什么我们中班就没有了呢？ 我

真的好想再有一个帐篷啊！ ”那一刻，孩子们的眼神中

闪烁着共鸣与期待。 我感受到了这份来自孩子们心底

的呼唤，那是一种对梦想与自由的向往，也是对童年

纯真时光的珍惜。 于是， 一个决定在我心中悄然形

成———要为孩子们重启这段关于帐篷的“寻梦之旅”。

二、探索的力量：帐篷的站立与原理感知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像一群满怀激情的探险

家，开始筹备这场特别的旅程。 从挑选帐篷的样式，到

下单、等待配送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孩子们的期

待与兴奋。 终于，那个承载着梦想与想象的包裹抵达

了我们的班级，里面藏着的是白白的布料和四根看似

简单却充满无限可能的棍子。 我轻轻揭开包裹，向孩

子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这帐篷站起来，成

为我们的小天地呢？ ”

王 rc，一个总是充满探索欲的小男孩，第一个站

了出来：“我来试试！ ”他小心翼翼地扶起帐篷，随即向

洪 zy 发出了求助信号。 两人合力， 双手紧紧环抱帐

篷，试图给它一个稳定的支撑。 然而，每当他们松开

手，帐篷便如泄了气的气球，无力地倒下。 这时，我适

时引导：“为什么帐篷站不稳呢？ ”李 ht，那个最初提出

愿望的孩子，若有所思地说：“可能是因为上面不够稳

定，所以帐篷才会倒。 ”我进一步追问：“那我们要怎样

做才能让帐篷稳稳地站起来呢？ ”

孩子们开始了一场关于力与稳定的探索之旅。 他

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从最初的盲目扶持，到后来发现

需要将棍子的顶端牢牢固定，再小心翼翼地展开四根

支柱，每一次尝试都伴随着失败与反思，但孩子们从

未放弃。 终于，当帐篷稳稳地站立起来，那一刻，孩子

们的欢呼声仿佛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乐章，他们围着帐

篷，脸上洋溢着成就感的笑容。

这次成功的经历，不仅让孩子们体验到了合作的

力量，更让他们在实践中感知到了物理学中的稳定原

理。 而我对孩子们的探索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鼓

励，同时，一个新的想法在我心中悄然萌芽———既然

孩子们对帐篷如此感兴趣，何不借此机会，引导他们

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呢？

三、创意的火花：为小动物搭建帐篷

“小朋友们有了自己的帐篷， 可是森林里的小动

物们也想拥有一个属于它们的小天地，你们有什么好

主意吗？ ”我的话语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

起了层层涟漪。 Emma，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女孩，提议

道：“我们可以给小动物们做一个小一点的帐篷！ ”这

个提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于是，我们决定一起

动手，为小动物们打造一个专属的帐篷。

我们搜集了木棍、PVC 管、布料、绳子、胶带等各

种材料，孩子们在游戏中不断尝试，从如何搭建支架

到如何固定布料， 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挑战与乐趣。

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不仅学会了如何搭建帐篷，更

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实践，感知到了角度与帐篷大小

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直观的感受远比任何书本上的

知识来得更加深刻。

四、移动的帐篷：游戏场景的无限可能

帐篷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随着游戏的深入，我

们发现，这个帐篷仿佛拥有了魔力，它能够随着孩子

们的想法和创意，在不同的游戏区域中“移动”，激发

出更多可能性的火花。 在美工区，孩子们用五彩斑斓

的颜料在帐篷上自由涂鸦，创作出一幅幅充满童趣的

艺术作品；在科学区，帐篷变成了探索光影奥秘的小

天地，孩子们在帐篷内观察着光与影的交错，感受着

科学的魅力；在建构区，帐篷则化身为露营的营地，孩

子们在这里模拟着露营的场景，享受着角色扮演带来

的快乐。

五、教育的真谛：尊重、引导与支持

回望这段旅程，从孩子们自发地提出想要帐篷的

愿望，到教师有计划地创设情境、提供材料支持，再到

孩子们在游戏中自主地“移动”帐篷，创造出一个又一

个精彩的游戏场景，每一步都凝聚着孩子们的探索精

神、创造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作为教师，我始终尊重并

回应着孩子们的想法与问题，通过开放性提问、推测、

讨论等方式，激发他们的思考，支持和拓展他们的学

习。 而这一过程，也是孩子们经验建构的过程，他们在

与游戏材料、同伴、教师的互动中，不断学习、成长，最

终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

会移动的帐篷， 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游戏道具，它

更像是一个神奇的载体，承载着孩子们的梦想、探索

与成长。 在这场关于帐篷的奇妙旅程中，我们见证了

孩子们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转变，也看到了教育

最本质的模样———尊重、引导、支持，让每一个孩子都

能在游戏的海洋中自由翱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