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学前儿童各系统发育特点及保育

掌握学前儿童身体发育、动作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并能够在教育活动中应用。

理解学前儿童身体发育的主要特点；知道各系统的保育要点。

考试重点：各系统的保育要点。

考试难点：各系统发育的主要特点。

第一节　学前儿童身体发育特点及保育

一、运动系统

（一）骨骼

幼儿的骨骼弹性大，可塑性强，易变形，应该保持正确的坐、立、行姿势，经常参加户外活动，

服装应宽松适度，保证运动系统的安全及血液循环。

１．腕骨及指骨

骨化不完全。不宜负担过重，写字等精细活动时间不宜过长。

２．脊柱

生理弯曲逐渐出现，但不固定，椎骨间软骨层发达，易变形。不宜身体一侧肌肉过于紧张，

导致脊柱变形。

３．骨盆

骨化不完全。从高处往下跳时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４．足弓

韧带及肌肉发育不完善，容易疲劳，从而导致足弓塌陷，形成扁平足。不宜长时间站立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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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尤其是不宜较长时间蹲着。

（二）骨骼肌

（１）幼儿骨骼肌中含水分多，蛋白质及糖原较少，容易疲劳，但因新陈代谢较旺盛，所以，疲

劳容易恢复。组织幼儿做剧烈活动时，时间不宜过长，避免单一地使用某些肌肉、骨骼，比如长

时间站立、拔河、长跑或长时间踢足球等。组织活动时，注意形式及内容多样化，动作全面。

（２）幼儿的小肌肉群发育不完善，做精细活动能力较差。幼儿画画等做精细活动时不宜过

于严格要求，选择适合的活动内容及时间，多为幼儿创造一些动手机会，促进幼儿的神经系统及

小肌肉群的发育。

（三）关节

幼儿的关节窝较浅，关节附近的韧带较松，肌肉纤维比较细长，关节的伸展性及活动范围比

成人大。但是，关节的牢固性较差，在突然的外力作用下，较易引起脱臼。关节部位不宜突然受

力，避免玩一些关节部位相互碰撞或者突然牵拉的游戏。

二、循环系统

（一）血液

（１）幼儿年龄越小，血液量相对比成人越大。

（２）血浆含水分较多，含凝血物质较少，所以，血液凝固时间比成人长。

（３）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的量不稳定。

（４）白细胞中的中性粒细胞比例较小，机体抵抗力相对较差。

（二）心脏

（１）心脏相对比成人大。

（２）每搏输出量少。幼儿心肌不发达，收缩力较差。

（３）心率快。幼儿的心脏以交感神经的支配为主，所以心率快而不稳定。

一日活动要动静交替、劳逸结合，不宜较长时间做剧烈活动。体育活动前应做充分准备活

动，结束时应做整理活动，尤其是剧烈活动后不能马上停止，以免造成暂时性脑缺血；也不宜喝

大量的水，因为大量的水分进入血液会进一步增加心脏的负担。

（三）淋巴及扁桃体

学前儿童淋巴结发育不成熟，屏障作用较差，感染易于扩散，局部感染可引起淋巴结发炎

肿大。

三、呼吸系统

（一）呼吸器官

１．鼻腔

幼儿鼻腔狭窄，幼儿鼻腔黏膜柔嫩，富有血管，没有鼻毛，所以，过滤空气的能力较差，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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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而造成鼻腔阻塞。

２．喉

学前儿童喉腔狭窄，黏膜柔嫩，容易感染。由于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善，喉部保护性反射功能

差，容易发生气管异物。不宜将一些小东西放到口中，吃饭时保持安静，避免呛咳。

学前儿童声门短而狭窄，声带短而薄，所以，声调比成人高而尖。学前儿童声带发育不

完善，声门肌肉容易疲劳，导致声音嘶哑。学前儿童音域窄，不宜唱成人歌曲，唱歌的场所应

保持空气新鲜且湿润，避免长时间使用声带或者大声喊叫，咽部有炎症时减少对声带的

使用。

３．气管、支气管

管腔狭窄，黏膜上纤毛运动能力差，易感染肿胀，引起呼吸困难。

４．肺

学前儿童肺的弹力组织发育较差，血管丰富，充血较多而含气较少，容易感染。

（二）呼吸运动

呼吸不均匀且频率快。通常３～６岁幼儿呼吸频率为２２次／分。

为了促进学前儿童呼吸系统的发育，经常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减少病原体的含量，从而减少

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率。新鲜的空气中有充足的氧气，可以促进幼儿的新陈代谢。经常组织儿

童参加体育锻炼，促进呼吸肌的发达，增加肺活量。适宜的冷空气锻炼，可以增强呼吸器官的适

应能力，降低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

四、消化系统

（一）牙齿

乳牙牙釉质较薄，牙本质较松脆，牙髓腔较大，易患龋齿。乳牙萌出过程中恒牙已开始发

育，一般６岁开始萌出第一恒牙（六龄齿），１４岁左右恒牙与乳牙交换完成。为了保护儿童牙

齿，养成进食后及时漱口的好习惯，早晚正确刷牙，不吃过冷过热的食物，不咬过硬的东西，乳牙

未脱落时及早拔掉，预防牙齿排列不齐，合理营养并经常参加户外活动，每半年检查一次，以便

于及早发现问题及早处理。

（二）食管

学前儿童的食管比较狭窄，易于损伤。进餐时食物不宜过热或者比赛进餐速度，应该细嚼

慢咽。

（三）胃

学前儿童年龄越小，胃容量越小，所以，进餐次数越多。胃壁肌肉不发达，消化能力较差。

尽可能少吃油炸等不宜消化的食物，养成细嚼慢咽的好习惯，饭前饭后不宜做剧烈活动，以免因

饭后剧烈活动导致胃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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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肠

学前儿童小肠的吸收功能较强，但消化能力较差。饮食突然改变、腹部受凉或腹泻易诱发

肠套叠。儿童肠道菌落易受内外界诸多因素影响，且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善，所以，易出现功能紊

乱的现象。肠系膜发育不完善，肠的位置固定能力较差，坐便盆或蹲的时间过长，易出现脱肛现

象，所以，应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

（五）肝

学前儿童肝脏比成人相对较大，但发育不完善，消化脂肪、储存糖原、分泌胆汁及解毒功能

较差。谨慎使用损害肝脏的药物。

五、泌尿系统

（一）肾脏

发育不完善，用药要谨慎，每天应喝充足的水。

（二）膀胱

学前儿童新陈代谢较旺盛，尿总量相对较多，但膀胱容量小，储尿功能差，所以，年龄越小，

每天排尿次数越多。学前儿童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善，３岁前主动控制排尿能力差。学前儿童应

养成良好的排尿习惯，不憋尿，出现尿床或尿裤子时，不仅要及时处理，还要为其保密，不能责怪

或者训斥儿童。

六、内分泌系统

（一）脑垂体

学前儿童的睡眠时间较长，脑垂体分泌的生长素较多，加速了骨骼的生长发育。因为脑垂

体在夜间入睡后分泌量更大，所以，应该保证儿童的充足睡眠。

（二）甲状腺

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原料，碘的缺乏会影响甲状腺的发育，阻滞儿童的生长发育，导致呆小

症。儿童饮食中应保证碘的摄取。

七、神经系统

（一）脑的重量不断增加

１岁后的幼儿脑细胞体积不断增大，脑细胞的树突数目不断增加、由短到长、分支由少到

多，形成复杂的网络，突起髓鞘逐渐完善，传递信息越来越准确。在学前儿童的教育活动中，尽

可能创造更多的接触事物机会，充分调动各感觉器官，提供充足量的信息，保证丰富的蛋白质、

磷脂等营养物质，保证充足的睡眠，从而有效促进脑的发育。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指导：保教知识与能力（幼儿园）０３４　　　

（二）小脑与大脑不断完善

１．小脑

３岁时小脑的发育基本接近成人水平，肌肉活动的协调性增强，从而为进入幼儿园过集体

生活打下很好的生理基础。

２．大脑

大脑皮质的发育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完善，８岁时大脑皮质的发育基本接近成人水平。

（三）大脑活动特点

（１）兴奋过程占优势。

儿童的兴奋过程强于抑制过程，表现为容易激动，好动不好静，控制自己的能力较差。随着

年龄的增长，大脑皮质的功能日趋完善，兴奋过程的增强表现在睡眠时间逐渐减少，觉醒的时间

越来越长，但因为幼儿抑制过程发育不完善，所以，注意力很难持久，并且依然需要较长的睡眠

时间进行休整。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的抑制能力不断提高，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也不断提高，

可以较精确地进行活动。

在幼儿的日常活动中，要有效引导而不要无端限制幼儿的“动”，利用“优势原则”让学前儿

童兴趣盎然地投入活动中，利用“镶嵌式活动原则”，恰当安排学前儿童的各项活动时间、内容和

形式，使学前儿童轻松地活动；根据“动力定型”，妥善安排学前儿童一日各环节，建立起良好的

生活节奏，保持良好的情绪。凡是能够导致幼儿出现意外事故的东西都要妥善保管好。

（２）第一信号系统发育早于第二信号系统。

幼儿容易对具体、鲜明、形象的事物感兴趣，并且注意力维持的时间相对较长，因此，教育教

学活动中应以直观教学为主。

（３）条件反射建立比较少。

（四）脑细胞耗氧量大

学前儿童脑的耗氧量为全身的５０％，而成年人仅为２０％，因此，学前儿童脑组织对缺氧十

分敏感，对缺氧的耐受力较差，所以，保持学前儿童生活环境空气清新并经常参加户外活动，不

仅可以保证其神经系统的正常发育和良好功能状态，还可以加强神经系统的调控能力，使大脑

皮质的活动更迅速、更准确、更灵活。

八、感觉器官

（一）视觉

１．生理性远视

幼儿的眼球前后距离较短，一般在５岁前有生理性远视。

２．晶状体弹性大

学前儿童的晶状体具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相比成年人，可以看清更近或更远的物体，但较长

时间看近距离物体，会使睫状肌过度紧张而疲劳，引发近视。

学前儿童应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不在阳光直射或过暗处看书、画画，不躺着看书、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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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电子产品，不在走路或乘车时看近距离物体。看电视等要有节制，每次不超过半个小时。

如果幼儿园座椅是固定的，应该定期进行座位调整，以防斜视。儿童画画或写字时，光线应来自

于身体的左前上方，以免造成暗影。幼儿毛巾等洗脸用具要专人专用，并保持清洁卫生，用流水

洗脸、洗手，预防眼部疾病。定期检查视力，及早发现问题及早处理。合理的营养与生活制度，

可以促进幼儿视力的正常发展。

（二）听觉

１．外耳易感染或冻伤

学前儿童的皮下组织少，血液循环差，易出现冻伤，冬季户外活动时应采取保暖措施。不要养

成抠耳的习惯，以免造成损伤。洗头时可戴洗头浴帽，防止水流入耳，如果有水进入，及时清除。

２．易患中耳炎

学前儿童的咽鼓管短、粗，近水平位，鼻咽部感染时，容易引起中耳炎。学前儿童应该学会

正确的擤鼻涕方法，避免用力过大。

３．耳蜗的感受性较强

学前儿童的听觉比成人敏锐，所以，对噪声的感受更强，６０分贝时就会影响睡眠和休息，经

常处于８０分贝以上的环境中，就会引起睡眠不足、烦躁不安以及影响儿童的听力发展等。因

此，要为幼儿创造安静的生活环境，当处于噪声环境时，用捂耳等方式减轻伤害。经常组织幼儿

欣赏优美的音乐，经常倾听风声、雨声及鸟叫等大自然的声音，发展幼儿的听觉。

（三）皮肤

１．保护功能较差

学前儿童的角质层较薄、嫩，皮下脂肪少，所以，保护功能差，皮肤易感染和损伤。因此，要

经常保持皮肤的清洁卫生，不用刺激性的化妆品，学前儿童的衣服应宽大舒适，吸湿性、透气性

强，并随气温增减衣服。

２．调节体温的功能差

学前儿童皮肤里的毛细血管网较密，通过皮肤的血量相对较多，年龄越小，皮肤的表面积相

对越大，则皮肤散发的热量相对越多；学前儿童神经系统对体温的调节作用不稳定，尤其是当外

界气温突然下降时，不能快速做出积极响应，而导致感冒。因此，要经常组织儿童到户外活动，

多接受阳光的照射、气温和气流的刺激，增强抵抗力。

（四）嗅觉与味觉

１．嗅觉

学前儿童对气味的辨别能力较差，通过活动引导儿童辨别汽油等生活中常见物质所散发的

气味，从而在身处危险时能够及时逃生。

２．味觉

幼儿已能通过舌分辨出酸、甜、苦、咸，在组织儿童膳食时，供给多种味道的食物，培养学前

儿童不挑食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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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３～６岁学前儿童基本动作发展

３～６岁学前儿童基本动作发展如表３１所示。

表３１　３～６岁学前儿童基本动作发展

　　年龄

动作　　
３～４岁 ４～５岁 ５～６岁

姿势 在提醒下，能自然坐直、站直。
在提醒下，能保持正确的站、

坐和行走姿势。

经常保持正确的站、坐和行走

姿势。

走

１．能沿地面直线或在较窄的

低矮物体上走一段距离。

２．能行走１公里左右（途中可

适当停歇）。

１．能在较窄的低矮物体上平

稳地走一段距离。

２．能连续行走１．５公里左右

（途中可适当停歇）。

１．能在斜坡、荡桥和有一定间

隔的物体上较平稳地行走。

２．能连续行走１．５公里以上

（途中可适当停歇）。

跑

１．四散跑时能躲避他人的

碰撞。

２．能快跑１５米左右。

１．能与他人玩追逐、躲闪跑的

游戏。

２．能快跑２０米左右。

１．能躲避他人滚过来的球或

扔过来的沙包。

２．能快跑２５米左右。

跳

１．能身体平稳地双脚连续向

前跳。

２．能单脚连续向前跳２米左右。

１．能助跑跨跳过一定距离或

一定高度的物体。

２．能单脚连续向前跳５米左右。

１．能连续跳绳。

２． 能单脚连续向前跳 ８ 米

左右。

钻爬攀登 能双脚灵活交替上下楼梯。
能以匍匐、膝盖悬空等多种方

式钻爬。

能以手脚并用的方式安全地

爬攀登架、网等。

投抛

１．能双手向上抛球。

２．能单手将沙包向前投掷

２米左右。

１．能连续自抛自接球。

２．能单手将沙包向前投掷

４米左右。

１．能连续拍球。

２．能单手将沙包向前投掷

５米左右。

手的动作

１．能用笔涂涂画画。

２．能熟练地用勺子吃饭。

３．能用剪刀沿直线剪，边线基

本吻合。

４．能自己洗手及刷牙。

５．在帮助下，能自己穿脱衣服

或鞋袜。

１．能边线较直地画出简单图

形，或能边线基本对齐地

折纸。

２．能用筷子吃饭。

３．能沿轮廓线剪出由直线构

成的简单图形，边线吻合。

４．能用正确方法洗手。

５．能自己穿脱衣服、鞋袜，系纽扣。

１．能根据需要画出图形，线条

基本平滑。

２．能熟练使用筷子。

３．能沿轮廓线剪出由曲线构

成的简单图形，边线吻合且

平滑。

４．能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或用具。

５．会自己系鞋带。

【典型例题１】下列不适宜学前儿童进行的体育活动为（　　）。

　　　　　　　　　　　　　　　　　　　　　　　　　　　Ａ．投沙包 Ｂ．钻圈 Ｃ．拔河比赛 Ｄ．荡秋千

【答案】Ｃ。拔河比赛容易造成幼儿关节脱臼。另外，幼儿肌肉收缩力差，不适宜参加单一

使用特定肌肉和骨骼的运动。

【典型例题２】下列不是与保护学前儿童声带有关的措施的是（　　）。

Ａ．喝充足的水 Ｂ．唱成人歌曲 Ｃ．不长时间使用声带 Ｄ．声带发炎时少说话

【答案】Ｂ。成人歌曲音域比较宽，容易导致儿童声带疲劳。

【真题及参考答案】由于幼儿的肌肉中水分多，蛋白质及糖原少，不适合他们的运动项目是（　　）。

Ａ．拍球 Ｂ．投掷 Ｃ．长跑 Ｄ．跳绳

【答案】Ｃ。因为长跑属于长时间使用单一特定肌肉的运动，同时儿童进行剧烈活动的时间

不宜过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