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对于小学生来说，游戏是他们的天性，在任何年

代，游戏都是儿童最好的伙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游戏一

代代流传下来，成为我国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将民间游

戏融入小学体育教学中来，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同时还能让学生在快乐游戏的过程中提高各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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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游戏的特点

（一）民间游戏具有趣味性和娱乐性

民间游戏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 关键的一个原因是它具

备趣味性和娱乐性， 它的这些特性使得儿童乐于在自发的情

况下开展游戏。适合小学生的民间游戏大多都活泼轻松，有的

还能配上节奏明快的儿歌。在游戏的过程中，学生一边唱一边

玩，情绪比较欢畅，有着无穷的乐趣。
（二）民间游戏具有随机性

民间游戏较为灵活，它 不 受 人 数、年 龄、场 地、时 间 的 限

制，学生可以利用点滴时间自由玩耍。
（三）民间游戏具有简便易行的特点

民间游戏大部分都是徒手进行的， 所需要的玩具也非常

简单，价格也很低，一般都是日常生活中就能找到的材料或半

成品。有些游戏的玩具可以用一些常见物品作为替代物，如石

头、木板等。
（四）民间游戏具有易学、易会、易传的特点

小学生所玩的民间游戏多数是孩子们自己创编的游戏活

动。在游戏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无论是分

配角色、准备材料或是选择游戏，都是由学生自己掌握，这与

儿童的发展特点是相符的。 对于学生来说，这些游戏易学、易

会，流传起来也非常容易。
二、民间游戏与小学体育有机结合

结合民间游戏的上述特点， 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民间

游戏对小学生各方面发育的重要作用。 将民间游戏与小学体

育进行有机结合， 就能让学生在玩游戏的过程中获得健康的

体魄，提高他们的社会认知能力，让他们充分体验到运动所带

来的快乐，让他们健康、愉快地度过自己的童年时光。
（一）利用民间游戏加强学生的规则意识

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的规则意识较为薄弱，尤其是低年

级的小学生，规则对于他们来说存在感很弱。而将民间游戏融

入体育教学 中 来 则 能 够 有 效 地 加 强 他 们 的 规 则 意 识。 俗 话

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民间游戏也是如此，它实施时的

顺利程度是与学生对游戏规则的掌握程度成正比的。
以“丢手绢”游戏为例，它的规则是这样的：参与游戏的学

生围成一圈坐在地上， 其中一名学生在小伙伴的儿歌声中有

节奏地绕着圈在外围跑动， 并在跑动的过程中偷偷地将手绢

丢在某个小朋友的身后，旁边的学生不能说话，不能提示。 如

果被丢手绢的学生没能及时发现， 等丢手绢的学生跑一圈回

去他仍坐在地上，那么他就被抓住了，需要向大家表演一个节

目，然后由他来代替原来的小朋友来丢手绢。如果被丢手绢的

小朋友发现了，就要拿起手绢去追丢手绢的同学。丢手绢的同

学要快速跑动， 在被追上之前坐在被丢手绢同学原来坐的位

置上，这样就算安全了。 如果在坐到位置之前被抓到，则需要

继续去丢手绢。大部分的学生都能够很好地遵守规则，但是有

些低年级的学生比较顽皮，他们不遵守游戏规则，经常会说出

手绢在谁的后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让其他学生来评价一

下他的这种行为，从而促使学生们遵守游戏规则，不断巩固和

提高他们的规则意识。
（二）利用民间游戏让学生体验游戏的快乐

在低年级体育教学中， 民间游戏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

部分，它有着趣味浓厚的情节与活泼多样的形式，与小学生的

心理、生理发展契合，能够有效地激发小学生积极探索与参与

体育活动的兴趣与愿望。 因此， 在组织学生玩一些民间游戏

时，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游戏形式， 或是为游戏设计一些情

节，或是为学生创设竞争的氛围，让运动器具与材料都能够充

分“活起来”。 这样，学生的运动体验就会经历一个由“模仿学

习”向“探索学习”的过渡，学生也会由被动运动逐步走向主动

运动。
（三）以民间游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小学生的好奇心比较强， 他们有着广泛的兴趣， 喜欢模

仿。针对学生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将他们的兴趣进行巧妙转

化，使之成为学习的动力。此外，小学生还有着丰富的想象力，
将民间游戏应用到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 能够有效激发学生

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使游戏变得更为生动。 在教学过程中，我

经常让学生对民间游戏进行创新改造， 在提高他们参与体育

锻炼的积极性的同时，还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如“盲人抓瘸子”的游戏，本来这个游戏需要蒙住一个学

生的眼睛，但是蒙住眼睛非常不安全，于是学生就提议换成薄

一点的遮布，并让扮演瘸子的学生改为单脚跳。这样游戏就变

得比较安全了，学生也体会到了创新的乐趣。
总之，民间游戏是促进小学生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它能

够丰富学生的游戏生活，促进学生各项能力的提高，帮助他们

养成良好的个人品质。相信经过民族游戏之水的浇灌，学生能

够更好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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