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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兒籃球運動開展的相關背景
1、基本學力中要求幼兒會使用簡易

運動器材。

2015年，《澳門幼兒教育基本學力》

發佈，在健康與體育這一學習領域中，明

確提出幼兒要“會使用簡易的運動器材”。

幼稚園中常見的運動器材有球、豆袋、跨

欄、呼啦圈等，當幼兒嘗試去操控器械（如

拍球、轉呼啦圈等）時，其運動水平往往

比較高。

學前兒童運動核心經驗可以分為身體

控制與平衡、身體移動能力和器械（具）

操控能力三類，各國的運動指南都聚焦於

發展幼兒具備以上三種基本運動能力，並

以此作為促進終身運動的關鍵因素。三個

核心經驗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身體控制

與平衡是基本，是未來運動技能的核心；

身體移動建立在平衡系統成熟的基礎上，

而器械（具）操控也是建立在平衡系統成

熟的基礎上。反之，技巧性運動的核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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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身心是實現全人發展的

基礎和重要條件，促進幼兒身心健

康發展是幼兒階段的首要任務。近

些年來，幼兒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受

到關注，由於幼兒長時間都在幼稚

園中學習和生活，幼兒在園期間的

體能活動開展就變得十分重要。

小籃球運動是近年興起的一種

體育活動，深受幼兒的喜愛，其本

身也蘊含着多種教育價值。然而，

在澳門的幼稚園中，小籃球運動的

開展並不充分。本文嘗試從小籃球

活動的價值和實施途徑的角度展開

探討，希望能給澳門幼稚園的小籃

球活動開展帶來啓示。

幼兒    成長



幼兒    成長

40 教師雜誌．第六十九期

分之一就是身體控制，只有當幼兒有效控

制身體姿勢後，才能運用肌肉進行更高級

的身體移動，進而有效進行器械的操控。

器械操控能力更為高級，只有在身體姿勢

控制和身體移動能力達到一定水平之後，

才能得到有效的發展。

2、世界各地政策文件中對“球”這
一運動器材的關注

球是幼稚園中常見的一種運動器材，

而且深受幼兒的喜愛。澳門《幼兒教育課

程指引》中建議，幼兒要學習玩球等多種

運動，中國內地《3－ 6 歲兒童學習與發

展指南》中提出，幼兒要能雙手向上拋球、

連續自拋自接球、能連續拍球；澳大利亞

要求幼兒可以投擲、接球、擊球及踢球等；

新西蘭要求幼兒可以雙手拍球、投擲、接

球、運球及踢球等；英國要求幼兒可以投

擲、踢球、擊球、抓球及運球等；加拿大

要求幼兒可以滾球、投擲、接球、踢球、

用長柄或者球拍擊球等。對比以上國家對

幼兒器械操控能力的要求可見，不同國家

和地區都較為關注幼兒對球的操控能力，

比如拋球、拍球、接球及投擲等動作，幼

兒對球的操控需要一定的技能技巧，對幼

兒的靈敏性、柔韌性、平衡性和協調性都

有較高的要求。

3、小籃球運動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近年來，中國內地的小籃球運動開展

得如火如荼。2015 年，寧波市第一機關

幼稚園的籃球操表演登上《出彩中國人》

的舞台，幼兒精彩的表演讓人眼前一亮，

之後在全國掀起了一陣學習籃球操的熱

潮，各個幼稚園紛紛效仿，打造籃球的校

園文化。接下來的幾年間，在培訓機構的

引領和推動下，幼兒籃球課程開始慢慢建

立，一些社會機構也開始舉辦幼兒籃球賽

事，為籃球運動的普及和提高建立了很好

的基礎。2017 年，中國籃協推出了“小

籃球”計劃，用更小的籃球、更矮的籃筐、

更簡易的規則，降低籃球項目的門檻，讓

更多孩子參與到籃球運動中。

二、幼稚園開展籃球運動的價值
澳門很多幼稚園尚未認識到小籃球運

動所蘊含的價值。小籃球活動深受幼兒的

喜愛，其中蘊含着多種運動形式，對培養

幼兒的意志品質、提升幼稚園的精神面貌

大有幫助。

1、籃球遊戲是幼兒最喜歡的體育活
動之一

籃球是幼稚園很常見的一種運動器

材，其圓滾滾的形象深受幼兒的喜愛。球

是一種低結構的器材，其玩法非常多樣，

可以滾、可以拋、可以拍，不同年齡段的

幼兒都可以很好地使用，幼兒百玩不膩。

此外，學會拍球這一項技能，可以給幼兒

成功感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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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蘊含多種運動形式，促進身體的
健康發育

幼兒籃球可以促進幼兒生理機能的發

育，包括促進骨骼和肌肉的生長，改善心

血管系統功能，促進呼吸系統的發育等。

有研究表明，長期從事幼兒籃球運動對於

人的反應、動作、移動速度都有很大的鍛

鍊價值。身體協調性是幼兒成長階段最重

要的身體素質之一，對動作的習得有着重

要的意義，而籃球是發展手眼協調最有效

的運動之一。

現階段澳門的體能課程內容主要為

走、跑、跳、攀爬、投擲及翻滾等運動形

式，體能教學內容較為單一。由於硬件條

件的限制，不少幼稚園完全沒有戶外活動

場地，再加上分課教學的課程編排，幼兒

自由遊戲和戶外遊戲時間非常少。幼兒籃

球運動不僅可以豐富幼稚園的體育活動內

容，其本身就蘊含了走、跑、跳及投擲等

運動形式，比如，幼兒在“摘果子”遊戲中，

一邊抱球，一邊走，就將“走”的運動形

式納入其中，投籃遊戲就包含了“投擲”

的運動形式，抱球追逐跑的遊戲也練習了

“跑”的運動形式。最為關鍵的是，幼兒

對籃球的喜愛驅使着幼兒自發地完成這些

活動，很少需要教師的外部推動。

3、培養幼兒的意志品質，提升幼稚
園的精神面貌

籃球運動提供了很多教育契機，培

養幼兒的意志品質。很多幼兒遇到競賽類

的遊戲就會“想贏怕輸”，而在搶球遊戲

中，輸掉比賽的幼兒需要學會坦然接受結

果，競技類的籃球遊戲可以教會孩子如何

去贏，也可以教會幼兒有尊嚴的輸；在傳

球遊戲中，幼兒需要學會和自己的夥伴合

作等等，各種形式的籃球活動能使幼兒變

得更加自信，促進幼兒情緒情感的發展。

幼兒身上的陽光、快樂、自信在籃球

活動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籃球活動可以

豐富幼稚園的文化生活，形成積極向上、

活潑健康的園所文化，培養幼兒熱愛運動

的氛圍，促進幼兒的身心全面發展。

三、幼兒籃球的教學原則
幼兒教師在幼稚園中開展籃球活動

時，要遵循一定的教育原則，既要給幼兒

充分的自由自主遊戲時間，同時又要瞭解

幼兒動作習得的發展規律進行指導，以促

進幼兒身心的協調發展。

1、堅持趣味性和遊戲化，不要求數
量，反對機械化練習

對於幼兒來說，籃球只是一種活動器

材，幼稚園的籃球活動也並不是為了培養

籃球運動員，開展幼兒籃球運動的主要目

的就是培養興趣，促進身體健康。所以，

在此基礎上，趣味性和遊戲化是教師在開

展籃球活動時首要堅持的原則，切不可為

了籃球技能而過度消耗幼兒對籃球的興

趣，對幼兒進行機械化訓練實屬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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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據動作技能習得規律設定相應
的教育目標和指導策略

動作技能的習得具有一定的規律，需

要經歷功能性水平、表現形式水平和社交

性水平。功能性水平的幼兒總體處於從不

會到會的水平，在這一階段，幼兒需要多

種機會來探索和發現動作，教師在指導時，

要提供正確優美的示範動作，配以簡短準

確的語言提示和口令。表現性水平的幼兒

新動作技能已經習得，但不熟練，探索和

練習仍然是此階段的重心，教師可以提高

或降低動作的難度，提高幼兒的參與度，

使幼兒的動作更為熟練。社交性水平的幼

兒，新動作已經熟練掌握，此時的幼兒可

以參與比賽，教師重點在於將動作創造和

遷移，鼓勵幼兒將多種玩法融入競賽。這

三個階段之間是有機聯繫的，並沒有明顯

的劃分，教師要根據幼兒籃球的不同水平

設計相應的活動，以提高幼兒對籃球的興

趣和技能。

3、尊重個別差異

幼兒籃球技能的習得有着很強的個體

差異性。一些幼兒可以很快地習得拍球等

多種籃球技能，而另一些幼兒則較為遲緩，

需要更多的時間。教師在集體教育活動時，

要盡可能讓全部幼兒參與進來，在自由遊

戲時間，則要根據幼兒的差異進行指導，

進而提高幼兒的成功感。

四、幼稚園籃球教學目標
教師要根據不同年齡段幼兒的特點設

立教學目標，對於 K1 的幼兒，以感知和

體驗籃球為主，K2 幼兒則可以加入適當

的籃球技能相關活動，對於 K3 的幼兒，

籃球技能基本已經習得，可以重點培養規

則意識和運動精神。

K1 籃球教學目標 

1、初步瞭解籃球活動，有參與籃球

活動的興趣。

2、初步感知籃球的球性，樂於嘗試

滾球、搓球、運球、拋接球、運球及投籃

等多種籃球動作。

3、能連續進行籃球活動 15-20 分

鐘，發展側身走、後退走、變相跑等基

本動作，增強身體素質。

4、初步建立籃球常規，形成良好的

籃球運動習慣。

K2 籃球教學目標 

1、進一步瞭解籃球活動，有自主參

與籃球活動的興趣。

2、學會拍球，能完成運球、傳接球、

滑步移動、原地雙手交替運球、行進間運

球、蹲下運球及投籃等基本動作的練習。

3、能連續進行籃球活動 20-25 分鐘，

進一步提高幼兒的身體素質。

4、形成積極向上的心態，培養不怕

困難、堅持到底的意志品質。



4369 · Revista dos Docentes · Teacher Magazine

K3 籃球教學目標 

1、更加喜歡籃球活動，能主動參與

各類籃球活動。

2、初步掌握籃球比賽規則，具有一

定的規則意識，能遵守規則進行比賽。

3、熟練地掌握運球、傳球及投籃等

基本動作，並樂意與同伴開展籃球活動。

4、能連續進行籃球活動 25-30 分鐘，

動作協調靈活，身體素質良好，具有較好

的對室內外氣候變化的身體適應能力。

5、能與同伴家長一起開展各種籃球

活動，有較強的自我保護能力和規則意識，

培養堅持堅強、勇敢的意志品質。

在澳門的幼稚園開展籃球活動有着

諸多的益處。首先，可以豐富體育活動的

內容，《幼兒教育課程指引》中要求為幼

兒提供豐富多樣的體育遊戲進行活動和鍛

鍊，以促進幼兒的生長發育，提高身體素

質，培養運動興趣和習慣，發展運動能力。

然而，長久以來，澳門幼稚園的體能教學

的內容較為單一，以走、跑、跳、投擲及

翻滾等運動形式為主，很少有戶外和自主

遊戲，籃球活動的加入可以豐富幼稚園的

體育教學內容，增強幼兒參與體育活動的

積極性，進而提高幼兒的身體素質。

其次，籃球運動可能是現階段最適合

在幼稚園推廣的運動。澳門地小人多、學

校戶外活動場地缺乏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相較於其他運動類型，如足球、乒乓球、

平衡車等，籃球更適合在幼稚園中開展，

有一塊空曠的地方就可以，不需要特意改

造場地。

最後，籃球活動的推廣可能是打破傳

統教學模式的一個抓手。在澳門幼稚園的

體育教學中，教師牢牢把握着課堂的主導

權，幼兒完全在教師的引導下參與體育活

動，較為傳統。籃球活動的加入會打破原

有“教師教，幼兒學”的課堂模式，把體

育活動的主導權交給幼兒，籃球活動的成

功經驗可能會成為幼稚園課程改革的一個

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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