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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身体发展和身体活动对儿童一生的健康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身体发展包括基本运动技
能、感知运动技能、动作概念和活跃的游戏，为学龄前儿童一天中的大部分活动奠定了
基础。儿童的身体技能和参与身体活动让他们能够与他人互动、探索、学习和玩耍。

身体发展包括儿童如何学习移动身体、控制动
作和穿过空间。儿童的身体发展受其身体发育 
 （如身高、肌肉发育、一般身体质量）、他们的
经历以及与周围世界的互动的影响。由于身体
发展记录在成长图表中，因此人们通常认为身
体发展是自然发生的，所有儿童都以相同的方
式或预定的顺序掌握技能。然而，幼儿的身体
发展远比成长图表所显示的要复杂得多。1  
尽管加州学前和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PTKLF) 
在身体发展领域分别描述了独立的技能或行
为，但这些技能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中发展。
身体发展并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受到儿童的

文化、社区、经历以及他们自身身体的影响。

PTKLF 为加州的所有早期教育计划提供指导，包括过渡幼儿园 (TK)、联邦和州学前
教育计划（如加州州立学前计划、启蒙计划）、私立学前教育和家庭托儿所，指导内
容为三至五岁半儿童参加优质早期教育计划时常会获得的各种身体发展知识和技能。
教师可利用 PTKLF 来指导他们的观察，为儿童设定学习目标，并规划适合儿童发展
的、公平的、包容的实践，包括如何设计学习环境和创造学习体验，以促进儿童在身
体发展领域的学习和发展。早期教育计划可以利用 PTKLF 来选择和实施与 PTKLF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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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课程，指导选择与 PTKLF 相一致的评估，为教育工作者设计和提供专业发展
计划，以支持理解和有效使用 PTKLF，并加强学前至三年级 (P-3) 身体发展学习目标
和实践的连续性。 

身体发展领域的组织 
分支和子分支

关于身体发展的 PTKLF 分为三个分支：基本运动技能、感知运动技能和动作概念以
及活跃的身体游戏。每个分支均包含三个子分支，分别更详细介绍了这一分支的发展
情况。 

• 基本运动技能：该分支包括平衡（或身体在各种情境下的稳定性）、移动性技能 
 （又称大肌肉运动技能-肢体大动作，如在游戏结构上攀爬）和操作性技能（又称
小肌肉运动技能-受控制的手部精细动作，如用蜡笔画画）的发展里程碑。

• 感知运动技能和动作概念：该分支中的技能以儿童在空间中移动时感官和身体的
关系为中心。幼儿还可能发展有关他们身体在空间里的感知技能，并发展身体游
戏和活动所需的力量和耐力。

• 活跃的身体游戏：该分支包括儿童如何参与动作活动，心血管功能与游戏之间的
关系，以及儿童如何在运动中发展肌肉力量、耐力和柔韧性。

有残疾的儿童可能不会表现出这些基础中描述的技能，但可以透过其他途径达到相同
的目标。例如，并非所有儿童都能学会独立行走，但儿童可以透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在
环境中移动，如使用轮椅、助行器或拐杖等辅助装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些基础的
用词具有通用性，以突出所有儿童的优势。有时，可能有必要考虑有身体残疾的儿童
如何在环境中移动或使用他们的身体和工具，以及这些儿童正在努力实现哪些目标。

基础陈述 

在身体发展领域的每个子分支中，均有单独的基础陈述，描述了儿童在高质量早期教
育计划中应展现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儿童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环境中在不同时间
以不同方式发展这些能力。基础陈述旨在帮助教师确定他们可以支持哪些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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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阶段

基于年龄的基础陈述描述了儿童因其经历和独特的身体发展而可能知道和能够做到的
事情。这些陈述分为两个重叠的年龄范围，充分认识到每个孩子在早年的发展都是随
着不同时间点在不同领域透过快速发展期和技能巩固期来逐步达到的：

• “早期基础”涵盖三至四岁半儿童通常表现出的知识和技能。

• “后期基础”涵盖四至五岁半儿童通常表现出的知识和技能。

使用范例

对于任何特定基础的每个阶段，都有范例说明儿童以多元化方式展现其知识和技能。
早期和后期基础阶段的范例表明这些知识和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每项基础的
前一个或两个范例在早期和后期年龄阶段保持一致。范例表明儿童如何在日常例行活
动、学习经历以及与成年人和同伴的互动中展示不断发展的技能或知识。范例还显示
了儿童如何在不同背景下，无论室内还是室外，在全天的一系列活动中以不同的方式
展示他们不断发展的技能。

 多语言学习者拥有在家庭和社区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基础语言能力。在早期教育计划
中使用他们的家庭语言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可以增强儿童的归属感、建立与现有知
识的联系、并促进与家庭和社区更深层次的联系。多语言学习者的家庭语言范例说明
了在早期教育计划中，多语言儿童如何透过在学习和与同伴及成年人的日常互动中使
用家庭语言进一步发展这些基础能力。在教师可能无法流利使用儿童家庭语言的情况
下，可以采取各种策略来鼓励多语言学习者使用其家庭语言，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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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能力。为了促进沟通和理解，教师可以与讲孩子家庭语言的工作人员或家庭志愿
者合作。教师还可以利用口译员和翻译技术工具与家人沟通，深入了解孩子的知识和
能力。所有教师都应与家人沟通，让他们了解双语言的好处，以及家庭语言是如何为
英语语言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教师还应鼓励家人倡导孩子展其家庭语言，以此作为
整体学习的宝贵资产。 

这些范例应有助于教师判断孩子的发展阶段，考虑如何在他们现有的技能水平上支持
其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向下一个技能水平迈进。此外，虽然这些范例可以为教师提供
宝贵的想法，让他们知道如何在儿童建立身体发展知识或技能的过程中支持儿童的学
习和发展，但教师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策略支持儿童在这一领域的学习和发展，这些范
例只是所有策略中的一小部分。在本简介的最后，“教师如何支持儿童的身体发展”
一节提供了支持儿童在身体发展方面学习和发展的方法。 

儿童身体发展的多样性
身体发展领域包括来自多元文化背
景和种族的儿童、多语言学习者和
有残疾的儿童。

在身体发展领域，人们长期以来一
直认为，无论文化和背景如何，大
多数儿童在相同的年龄都会经历相
同的运动发展阶段。2 然而，最近的
研究表明，文化习俗会影响婴儿期
以后的运动发展。3 例如，儿童学习
与动作有关的文化习俗，如舞蹈、
体育，甚至一些宗教实践。当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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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社区中的成年人跳复杂的舞蹈或在运动中做出协调的动作时，他们会了解自己的
身体能做什么。 

孩子们还会把有关工具和其他小肌肉运动技能的文化知识带入学前教育计划。在家
里，儿童可体验各种餐具、烹饪工具和与自我照顾有关的工具。例如，有些儿童有编
织发辫的经验，他们可能会透过练习给毛线或洋娃娃编织头发来分享这种经验。其他
孩子可能会教同学编篮子、拿筷子或使用压饼器。孩子们会把特定文化中与运动有关
的知识带到课堂上，并可能参与反映其社区经验的游戏。4 当班级里的孩子来自多元
化背景时，应鼓励和支持孩子们使用这些知识并相互分享。

儿童所说的语言也会影响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思考和对自己动作的描述。学习英语的儿
童可能学会使用不同的动词来描述特定类型的动作（如奔跑、跳跃、滑行），而学
习其他语言（如西班牙语）的儿童可能学会描述移动路径的动词（如 salir [走出去]
、subir [往上走]）。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方法描述事物的位置、大小，以及人们通
常是用左右等词来描述相对于自己身体的方位，还是用南北等词来描述相对于世界的
方位。多语言学习者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家庭语言或他们所掌握的其他语言的词汇和语
法来描述动作或方位。 

在描述儿童的身体发展时，往往认为儿童在特定年龄按一定顺序逐步实现运动上的各
个重大里程碑，但对某些儿童来说，其发展并不遵循这些步骤。有残疾的儿童的运动
技能发展可能较慢，或者移动方式可能与其他儿童不同。例如，脑性瘫痪是一种与大
脑控制肌肉运动方式有关的活动性残疾。有脑性瘫痪的儿童的身体发展与其他儿童不
同，可能需要使用辅助装置来帮助他们运动。5 与运动没有直接关系的有残疾的儿童
的身体发展步骤也可能与其他儿童不同。例如，有自闭症的儿童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
活动身体，并可能会在迈向活动能力里程碑方面受益于辅助装置。6 对一些有自闭症 
的儿童来说，做出一些调整可能对他们的身体发展和参与课堂活动有帮助，例如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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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时间做某些运动（如荡秋千）、在教室里穿负重背心，或者寻求职业或物理治
疗师等专家的支持。支持有自闭症的儿童的运动发展也可以支持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发
展，包括语言和社交情感发展。7 教师应参考有残疾的儿童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
并定期与儿童的 IEP 小组沟通，以协助做出调整。无论儿童的诊断结果如何，在早期
教育计划中，儿童都需要有机会在允许他们独立活动的空间里练习运动技能、探索和
移动。

此外，经历过人际创伤或其他创伤事件的儿童，例如在移民、搬迁或移居过程中遭遇
过挑战或歧视的儿童，可能会减少参与涉及探索新领域或更具挑战性的身体运动。对
于经历过创伤的儿童，教师应打造安全的空间，让他们能够以适合自己目前需要的方
式活动和互动，支持儿童提高复原力和灵活性。

教师如何支持儿童的身体发展

为身体运动创造环境

儿童需要空间来探索走路、奔跑、跳
跃、双脚轮替跳和飞奔等身体动作。8 
安全的自由活动空间可以在室内，也可
以在室外。例如，在室外，儿童可以挑
战从不同高度的平面跳下。自然空间可
为儿童提供机会，让儿童探索新的运动
方式，如爬上大原木或爬上小山。9 走廊也可以布置成开展活跃游戏的室内空间。地
板上的标记（如用胶带做的临时标记）可以让孩子们玩各种有组织的游戏，如“停停
走走”和“跳房子”。这种有组织的室内游戏可增加儿童白天活跃的游戏时间，并可
进行多种不同类型的运动。10

“教师”是指在早期教育计划中负
责教育和照顾儿童的成年人（例
如，主导老师、助理教师、幼儿照
顾者），包括加州州立学前计划、
过渡幼儿园计划、启蒙计划、其他
中心式计划以及家庭托儿所。 

围绕特定技能规划活动

应围绕儿童正在练习的特定技能以及如何在计划空间内支持这些技能来规划活动。在
围绕探索移动性技能规划活动时，除了考虑儿童正在努力迈向的发展里程碑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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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根据儿童的需要和能力对活动或空间进行修改，以便让所有儿童都能充分参与游
戏。例如，一个有纹理的球可以帮助灵活性极低的儿童抓紧球，或者一个可以爬行或
行走的障碍赛场可以帮助不会走路的儿童参加活动。户外活动对所有儿童来说都是很
好的活动机会，可以对活动进行调整，以便使用助行器或辅助装置的儿童可以和他们
的同伴一起玩耍，例如，在涉及攀爬的活动中，可在地面布置一些设施，让坐在轮椅
上的儿童也能使用，如儿童可以驱动轮椅在其间穿梭的障碍赛场。

除了探索移动性技能外，儿童还需要时间和机会来练习操作性技能。在剪纸、进食、
绘画或串珠等活动中，为儿童提供机会，让他们探索各种工具和用具，可以帮助他们
发展更加灵活和精细的操作性技能。在某些文化中，小肌肉运动技能受到高度重视和
鼓励。了解与小肌肉运动活动相关的家庭价值观以及幼儿在家中体验过的任何特定类
型的工具或活动非常重要。

为所有儿童创造参与身体活动的机会

有残疾的儿童可以从适应性材料中受益，从而培养操作性技能。例如，有协调障碍、
肌肉张力低或肢体差异的儿童可能会受益于适应性剪刀，这种剪刀可以让儿童练习剪
纸，而不必像使用普通剪刀那样做精确的手指动作。除了职业治疗师或物理治疗师等
支持人员外，在选择和使用适应性工具和用具，帮助儿童想办法使用其家庭文化中的
餐具和食物（包括使用勺子、叉子或筷子），或者用手吃饭方面，家人也可以提供宝
贵的支持。适应性材料还可以帮助儿童使用其他工具，如书写工具、艺术材料或玩
具。儿童也许会发现，用脚等其他身体部位使用工具更容易。

身体游戏为儿童提供机会，使其与其他各种文化、语言和能力的儿童自由接触。让所
有儿童都能自由活动并相互接触的学习空间设计将有助于儿童进行积极身体游戏，而
这正是幼儿期学习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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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发展领域中的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儿童会透过各种方式（包括语言和非语言方式）沟通他们的身体发展知识和技
能。他们的沟通方式可能包括用自己的家庭语言、教学语言或多种语言口头沟
通，或使用辅助性和替代性沟通工具沟通。并且可能包括非语言的交流方式，
如用不同的材料画画和制作模型，或透过动作、行为或角色扮演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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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分支：1.0 - 基本运动技能
子分支 - 平衡 

基础 1.1 不动时保持平衡 

早期  
3 至 4 ½ 岁 

不动时保持平衡；有时可能需要协
助。 

后期  
4 至 5 ½ 岁

保持不动时，表现出更强的平衡和
控制能力。 

早期范例

孩子扶着助行器或他们常用的其他
辅助装置站立不动。  

孩子假装自己是一只火烈鸟，用双臂
保持平衡，单脚站立数秒，有时需要
他人协助。

在冰冻捉人游戏中，孩子在被捉后会
冻僵在原地。他们的手臂会轻微移动
以保持平衡。 

后期范例

一名儿童坐在轮椅或其他坐姿辅助装
置上一动不动，同时头上还顶着一个豆
子袋。

在祖父母示范太极拳* 的活动中，一名
儿童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单腿站立并保
持平衡。

当用家庭语言演唱的歌曲唱到“停”
时，孩子保持身体不动，同时将手臂放
在身体两侧。

* 太极拳是一种中国内家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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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1.2 移动时保持平衡 

早期  
3 至 4 ½ 岁 

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或改
变方向时，在移动中保持平衡，尽
管平衡的时候可能不完全稳定。 

后期  
4 至 5 ½ 岁

在朝不同方向移动以及从一个动作
或姿势过渡到另一个动作或姿势
时，表现出更强的平衡控制能力。 

早期范例

孩子在沙坑边缘行走，有时会摇
晃，但会修正自己的步伐和姿势。

一个孩子向前弯腰去够脚趾或地上的
物体时会保持平衡。

一个孩子端坐在轮椅上时，上半身左
右摆动，随着音乐起舞。 

后期范例

孩子在沙坑边缘行走，几乎没有摇
晃，伸出双臂保持平衡。

利用助行器，孩子从在地上用粉笔画的
一个圆圈移动到另一个圆圈。

在快速移动的游戏中（如跳房子和 
Lukochuri（孟加拉语捉迷藏））以及
需要原地不动的游戏中，孩子在切换位
置时不会失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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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移动性技能 

基础 1.3 走路时保持平衡 

早期  
3 至 4 ½ 岁 

走路时保持平衡，但不总是很稳定。
走路时有时手臂与腿相反地摆动（如
右脚迈步，左臂向前摆动）。 

后期  
4 至 5 ½ 岁

走路时保持平衡，手臂与腿相反 
地摆动（如右脚迈步，左臂向前 
摆动）。走路时双脚之间的空间 
变窄。 

该基础主要描述的是不使用辅助装置（如轮椅、助行器、拐杖或其他装置）也能
移动的儿童。在考虑不会走路和/或使用辅助装置的儿童时，要考虑他们如何以
独特方式获得移动技能。

早期范例

一位家庭成员分享说，孩子在没有
支撑物的情况下，双脚交替走上楼
梯。 

一个孩子在地板上的一条线上玩 la 
cuerda floja（西班牙语拉紧的绳
索）游戏，一只脚在前，另一只脚 
在后，挥动双臂保持平衡。

一个带着腿支架的孩子扶着扶手或靠
墙走下楼梯。

后期范例

一位家庭成员报告说，孩子在没 
有支撑物的情况下，双脚交替走下 
楼梯。 

孩子原地踏步，一只脚迈步，另一只
手向前摆动。

在一次关于“头部顶物”习俗的课堂
活动中，*一名儿童一边在教室里走
动，一边将豆袋放在头上保持平衡。

*“头部顶物”是一种常见的文化习俗，
即把重物放在头上保持平衡，以便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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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1.4 奔跑 

早期  
3 至 4 ½ 岁 

奔跑时步幅较短，每只脚离地时 
间也较短。可能难以及时停下来。
奔跑时，对侧手臂和腿部的摆动 
不一致。  

后期  
4 至 5 ½ 岁

奔跑时步幅长一些，每只脚离开地
面的时间也长一些。停止奔跑时表
现出更强的控制力。在迈出对侧
腿的同时，摆动手臂的动作更加一
致。

早期范例

孩子奔跑时，双脚放平着地。

孩子奔跑时不平稳，一只手臂可能摆
动得更多。

在玩 el escondite（捉迷藏）游戏
时，孩子跑向 tapo（西班牙语中的家
或安全场所），但很难在预定地点停
下来。

后期范例

孩子跑步时脚跟轻着地，脚尖用力
推进。

孩子跑动平稳，双臂相对摆动。

在玩 el escondite（捉迷藏）游戏
时，孩子会直接跑到 tapo（西班牙语
中的家或安全场所）并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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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1.5 跳跃 

早期  
3 至 4 ½ 岁 

双脚跳高和跳远，包括从地面跳起
或从高处跳下。  

后期  
4 至 5 ½ 岁

双脚跳高和跳远胜任能力增强，包
括从地面跳起或从高处跳下。跳跃
时摆动手臂以推动自己。 

早期范例

一个孩子从一片“荷叶”跳到另一
片“荷叶”（近距离），蹲下并模仿
青蛙。

跟着歌曲“I Got the Rhythm”的节
奏跳。

孩子跳起来触摸天花板上悬挂的亡灵
节*剪纸彩旗 (Papel picado) **。

一个孩子从路边或台阶上跳下，一只
脚快速着地，另一只脚紧随其后。

* 亡灵节 (Día de los Muertos) 是墨西哥
和墨西哥裔社区纪念逝去亲友的节日。

** 剪纸彩旗是一种起源于墨西哥的民间
艺术，在彩色薄纸上剪出复杂的图案。

后期范例

一名儿童从操场上用粉笔画的一个
圆圈跳到两三英尺外的另一个圆圈，
膝盖弯曲，双臂向上摆动，以获得更
大的提升力。

一名儿童从沙坑边缘跳下，说：“我
在像 Simone Biles 一样做体操”。 

在庆祝“黑人历史月”的表演中，一
名儿童从楼梯上跳上舞台。

一名儿童在跳袋跑中跳过终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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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1.6 各种移动性技能 

早期  
3 至 4 ½ 岁 

在走路和跑步的基础上（并超越走
路和跑步），以基本方式展示各种
新的移动性技能，如单脚跳、飞
奔、双脚轮替跳、侧滑和跳跃。 

后期  
4 至 5 ½ 岁

在走路和跑步的基础上（并超越走
路和跑步），展示出更强的移动性
技能，包括参与单脚跳、飞奔、双
脚轮替跳、侧滑和跳跃。 

早期范例

一个孩子跑向操场上的路边并尝试
跳过，尽管他们可能无法成功越过路
边。

孩子一边侧滑，一边假装在地毯上轮
滑。

在动物舞蹈活动中，孩子假装自己是
一只熊，用脚和手移动。

在舞蹈时间，孩子单脚跳，同时抓着
助行器作为支撑。

后期范例

在跳房子游戏中，孩子单脚跳着前
进，另一条腿弯曲在跳的那条腿旁边。

假装骑马时，一个孩子有节奏地在房间
里平稳飞奔，一边说“我是牛仔。就像
黑人牛仔竞技一样”。

在展示和讲述波利尼西亚文化的草裙舞
表演中，一名儿童展示侧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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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操作性技能 

基础 1.7 大肌肉运动操作性技能 

早期  
3 至 4 ½ 岁 

表现出用手臂、手和脚与物体互动
的大肌肉运动操作性技能。 

后期  
4 至 5 ½ 岁

表现出更强的大肌肉运动操作性技
能，包括更加协调地用手臂、手和
脚与物体互动。 

儿童与物体互动的方式包括下手滚球、下手抛掷、反弹、接、击打、上手投掷和
踢。 

早期范例

和同学玩接球游戏时，坐在轮椅 
上的孩子用双臂将球夹在身体上来 
接球。

孩子踢固定的球时，踢球腿在后摆时
膝盖弯曲，身体略微前倾，腿部几乎
没有追踪动作，手臂动作也很有限。

孩子在游戏时间独立玩耍，用单手或
双手做下手抛球，将球抛向空中并接
住。

后期范例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孩子，双手远离
身体接住一个大球。

孩子跑到泡沫球前将球踢出，踢球时
将不踢球的脚放在泡沫球一侧，摆
动踢球的腿，并且双臂与双腿相对摆
动。

孩子用下手，将物体抛向约 3 英尺外
地面上用粉笔画的一个大目标。

孩子用双手拍篮球。他们多次拍球，
直到球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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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1.8 小肌肉运动操作性技能 

早期  
3 至 4 ½ 岁 

展示一些小肌肉运动操作性技能，
包括用手和手指与日常生活中使用
的物品进行互动。  

后期  
4 至 5 ½ 岁

用手和手指与日常生活所需物品进
行互动时，表现出越来越熟练和精
确的小肌肉运动操作性技能。 

早期范例

一名儿童拿着剪刀在排灯节 
 （Diwali）*灯笼上剪出一个近似圆 
形的图案。 

一名儿童在自己的毛衣上扣一颗纽扣
和解开一颗纽扣。

一名儿童在课堂活动中用拇指和食指
拿着铅笔写字和画画。

在阅读一本关于埃及金字塔的书后，
一名儿童拿了一些小积木摆弄叠放在
一起，制作自己的金字塔。

* 排灯节是印度宗教（包括印度教、耆那
教、锡克教和纽瓦佛教）庆祝的灯节。

后期范例

孩子拿着剪刀，拇指穿过上孔，食指
穿过下孔（如果有空隙的话，还可以用
中指），沿着线条剪出一片叶子，制作
成纸花环。 

孩子穿上外套，插入拉链头，然后拉上
拉链。

孩子吃饭时能独立使用叉子、勺子或 
筷子。

用餐时，孩子会用一块印度烤饼 
 (naan ) 来**舀 dahl***。

** 印度烤饼是南亚和中亚美食中的一种传
统印度面饼。

*** Dahl 是南亚菜肴中的一种豆类、小扁
豆、豆子或干豌豆炖菜。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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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早期
3 至 4½ 岁 

后期
4 至 5½ 岁 

基础 1.8 小肌肉运动操作性技能 

早期范例（续）

一名儿童将珠子穿在扭扭棒上做成手
链。 

在使用手工棒的小组活动中，一名儿
童在地上用手工棒制作出不同大小的
正方形，同时参与有关形状的几何特
征的讨论。  

后期范例（续）

在学习折纸时，一名儿童把纸对折，
然后再对折，做成一本小书。

在做项链手工作品时，一名儿童按照
自己想要的顺序，把要串在扭扭棒 
(pipe cleaners) 上的珠子并排排列在
一起。

一名有残疾的儿童拿着适应性环柄剪
刀，在老师拿着纸时，一开一合地沿
着一条线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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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1.9 惯用手 

早期  
3 至 4 ½ 岁 

在完成一项任务（有时是多项任
务）时，倾向于使用一只手多于另
一只手。 

后期  
4 至 5 ½ 岁

在完成一项任务或多项任务时， 
持续倾向于使用一只手多于另一 
只手。 

儿童会表现出偏爱使用右手或左手。这两种倾向都是合理的。大多数儿童会表现
出明显偏爱一只手多于另一只手，但有些儿童在使用非惯用手时可能会表现出一
定的灵活性。重要的是要支持孩子所表现出的惯用手。 

早期范例

孩子通常用右手写字和画画，但在
拧开一瓶手指画颜料时，却会用左手
去拿盖子。

孩子用右手抓蜡笔，左手拿蜡笔盒。
然后，他们又用右手从左手拿着的袋
子里拿零食。

孩子用左手画画，用右手固定画纸。

孩子用右手按辅助或替代性沟通装置
上的按钮。随后，他们又用同一只手
去抓滚落的记号笔。

后期范例

孩子用右手写字和画画，并用右手
翻书，同时用左手拿书。

孩子左手拿剪刀，右手拿纸，为他们
的中国龙面具作品剪出一个形状。在
做其他手工时，他们也会用左手剪形
状，还用左手写字和画画。

孩子用左手摇拍手棒，用右手打拍
子。

孩子用右手做其他精准的工作，例如
把吸管穿过果汁袋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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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分支：2.0 - 感知运动技能和动作概念
子分支 - 身体意识 

基础 2.1 了解身体部位 

早期  
3 至 4 ½ 岁 

表现出认识基本的身体部位名称。

后期  
4 至 5 ½ 岁

表现出认识更多和更多种类的身体
部位。

早期范例

在了解同学的文化背景和传统服装
的活动中，一名儿童说出帽子、裤子
和其他服装穿在身体哪些部位。 

在越南操场游戏 Tôi bảo（我说）中，
一名儿童在教师的指导下正确地摸了
摸自己的 mũi（越南语鼻子）。

当教师问“她的脚在哪里？”时，一
个不会说话的孩子指了指画中的脚。

后期范例

孩子用许多纱线拼出一个身体，并
在提示下说出身体各部位的名称。 

在玩 Sabi ni Simon（他加禄语中的
西蒙说）游戏时，孩子在教师的指导
下触摸自己的 balakang（他加禄语
中的臀部）、bukong-bukong（脚
踝）或其他较少提及的身体部位。 

一名儿童用沟通平板电脑告诉教师自
己的手肘撞到了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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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空间意识 

基础 2.2 空间意识 

早期  
3 至 4 ½ 岁 

在确定周围环境中其他人或物体
的位置或与之建立联系时，以自
己的身体为参考点。 

后期  
4 至 5 ½ 岁

在确定周围环境中其他人或物体 
的位置或与之建立联系时，使用 
自己的身体、一般空间和其他人的
空间作为参考点。 

早期范例

孩子坐在地毯上自己的位置上听故
事，并在指导和帮助下在自己周围保
留空间，不接触或碰撞他人。

朗读故事时，孩子在地毯上用胶带划
出的可视界限中，保持适当的空间。

在围圈时间，当孩子们用西班牙语唱
一首传统的墨西哥民歌时，一个孩子
伸手握住同伴的手。

后期范例

一名儿童使用轮椅或助行器在人体
障碍赛场中穿梭，避免到与他人的碰
撞。

在动作活动中，孩子一般会在自己周
围保留空间，但有时需要提醒他注意
其他孩子。

家庭语言为美国手语的孩子在和同伴
一起建造玩具城市时，会用手势表示
玩具卡车左边有一个小雕像。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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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早期
3 至 4½ 岁 

后期
4 至 5½ 岁 

基础 2.2 空间意识 

早期范例（续）

在躲藏游戏中，同伴将一个玩具藏起
来，孩子在教室中四处走动时被告知
他们距离玩具更近了，于是他们继续
朝同一方向移动。

玩呼啦圈时，在家庭语言的提示下，
孩子会爬进或爬出呼啦圈。 

后期范例（续）

孩子尝试用下手抛球给同伴。他们会
混合使用家庭语言和英语请同伴靠近
一点。 

有些语言（如西班牙语、日语、韩语和其他语言）在描述动作或方位的语法上
与英语不同。多语言学习者在描述动作时，有时可能会混合使用家庭语言和其
他已知语言的语言和语法。本基础的总体目标是，让孩子们在用他们所掌握的
其中一种语言或多种语言听到或描述动作时，能够理解并实际运用空间概念。



加州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 25身体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方位意识 

基础 2.3 方位理解 

早期  
3 至 4 ½ 岁 

区分上下和身体侧面的动作方向。 

后期  
4 至 5 ½ 岁

理解并区分身体的两侧（不一定理
解左右）。 

早期范例

在了解塞拉诺部落*种植的不同植物
和农作物时，当被问到在哪里种植种
子，孩子指向或低头看地面。 

当教师示范先看坐在一侧的人再看另
一侧的人时，孩子会以同样的顺序先
看一侧再看另一侧。

在户外科学活动中谈论天空和云朵
时，当教师问“云朵在哪里？”， 
孩子会抬头看或指向上方。

玩降落伞时，孩子会按照简单的指令
把手放在降落伞上方或下方。 

* 塞拉诺部落来自南加州。

后期范例

当被问及哪个膝盖受伤时，孩子会
把手伸到身体的另一边，展示自己受
伤的膝盖。

拿着摇摇乐器时，孩子会倾听并按照
大人的指示正确地将摇摇乐器举到头
上，并从身体的一侧移到另一侧。

在展示来自印度的传统 jutti 拖鞋时，
孩子先展示一只脚，然后当被要求展
示另一只拖鞋时，就会展示另一只
脚。

当被要求往另一个方向走时，孩子会
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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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2.4 定向运动 

早期  
3 至 4 ½ 岁 

轻松前后或上下移动。 

后期  
4 至 5 ½ 岁

更快更准确地改变方向，前后、左
右或上下移动。 

早期范例

在游戏时间，孩子会在隧道中前后
移动，或在滑梯上爬上爬下。

在“红灯绿灯”游戏中，孩子在绿灯
亮时向前移动轮椅。

从滑梯上下来之前，孩子会说 
 “Bajemos a jugar con los carritos  
(我们下去玩汽车)”。  

后期范例

在玩捉人游戏时，孩子会从“它”
身边跑开并躲避“它”。

孩子学会了一段简短的舞步编排， 
并能透过舞蹈动作快速移动。

一个孩子利用助行器沿着贴在地板上
的之字形图案行走。



加州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 27身体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基础 2.5 物体位置 

早期  
3 至 4 ½ 岁 

展示一定程度上准确地将物体放置
在某物上方或下方的能力。  

后期  
4 至 5 ½ 岁

展示将物体或自己的身体准确地放
在其他物体的前面、侧面或后面的
能力。 

早期范例

当被要求这样做时，一个孩子把他
的中国龙面具作品放在自己的储物柜
顶上。

当用家庭语言告诉孩子“把书包放在
桌子下面”时，他们会把书包放在桌
子下面。

用美国手语提出要求后，一名聋哑儿
童把画放在桌子上。 

一名儿童将玩具排成一排放在户外长
凳上。 

后期范例

孩子在排成一排跳舞时，把轮椅放
在一个同学后面。 

在儿童攀爬架周围捉迷藏时，一个孩
子与同伴躲在一起，同伴用阿拉伯
语告诉他们：“我们躲到滑梯下面去
吧”。

在门口排队时，一个孩子参照视觉提
示站在同学前面。

一个孩子与另一个孩子背靠背站在一
起，转向一侧，把豆袋递给对方，然
后再转到另一侧，从对方手中接过豆
袋，重复这些动作数次。 



加州学前/过渡幼儿园学习基础 | 28身体发展

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分支：3.0 - 活跃的身体游戏
子分支 - 积极参与 

基础 3.1 身体活动 

早期  
3 至 4 ½ 岁 

发起或参与短时间或中等时间的简
单的身体活动。 

后期  
4 至 5 ½ 岁

发起更复杂的身体活动，并持续一
段时间。 

早期范例

在户外游戏中，孩子与同伴比赛跑
到栅栏边再跑回来。

一个孩子用轮椅与骑三轮车的同伴比
赛从栅栏到沙坑的一段短距离。

一个孩子用自己的家庭语言与同伴沟
通：“我们爬梯子吧”，邀请同伴爬
上儿童攀爬架。 

后期范例

一个孩子踢着泡沫球，与其他孩子
一起奔跑。

一个孩子用轮椅与骑三轮车的同伴在
一段相当长的距离上比赛赛跑，从篮
球场的一端到另一端。

一个孩子在学习踏步舞形态时，与舞
蹈编排的基本动作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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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心血管耐力 

基础 3.2 心血管耐力 

早期  
3 至 4 ½ 岁 

经常做一些活跃的游戏，增加心
脏、肺部和血管系统的活动量。 

后期  
4 至 5 ½ 岁

参与强度更大的持续性活跃游戏，
涉及到心脏、肺部和血管系统。 

早期范例

一个孩子在和同学玩扮狮子跑的 
游戏时，消耗了大量体力，很快就 
累了。 

在“红灯绿灯”游戏中，当绿灯亮起
时，一个使用助行器的孩子会快速向
终点移动。

在学习巴西传统桑巴舞时，孩子会尝
试舞步，移动双脚和双腿模仿舞蹈动
作。 

后期范例

整个下午的户外游戏时间，一个孩
子都在和同学们玩追逐游戏。

在展示和讲述中，一名儿童向同学展
示了节奏明快的传统墨西哥 Jarabe 
Tapatío* 舞蹈的一些舞步。

在运动日期间，一名儿童使用轮椅或
其他辅助装置完成障碍赛。

* Jarabe Tapatío 舞蹈又称墨西哥帽子
舞，是墨西哥的民族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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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示表示各年龄段范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柔韧性 

基础 3.3 力量、耐力和柔韧性 

早期  
3 至 4 ½ 岁 

参与活跃的游戏活动，以增强全身
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柔韧性。 

后期  
4 至 5 ½ 岁

参与更多活跃的游戏活动，以增 
强全身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柔 
韧性。 

早期范例

在有音乐或无音乐的情况下，孩子
在有限的范围内弯腰、伸展、扭动和
转身，有时会失去平衡。

孩子把箱子放在自己的腿上，用轮椅
从教室的一边移到另一边，帮助同学
把箱子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在做伸展运动或正念冥想时，孩子会
保持一些伸展动作和姿势。在学习过
程中，他们有时在保持姿势时会有些
颤抖。 

后期范例

在舞蹈或游戏中，孩子会在不失去
平衡的情况下做弯腰、伸展、扭动和
转身等大动作。

一个孩子在教室里帮忙移动和重新
摆放椅子，为他们在围圈时间展示 
Holi（印度教节日）做准备。

在农历新年*的学校游行中，一个孩
子拿着班级自制的“神龙”他控制的
部分，边走边看、边走边跳。**

* 农历新年是庆祝农历开始的节日，世界
各地在每年的第一个新月广泛庆祝农历
新年。

**神龙舞是东亚社区庆祝活动或节日中
常见的一种舞蹈，一群人挥动一条插在
棍子上的色彩鲜艳的长龙，为社区带来
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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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辅助装置。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来从事各项活动的工具和装置的总称。辅助装置包括
轮椅、支撑架、助行器等移动装置，以及眼镜或助听器等用于适应或改变人们生活的
其他工具或适应性装置。

平衡。在不动或移动时保持身体控制的能力。

反弹。一种大肌肉运动技能，即用单手或双手向物体施力，再用单手或双手接收返回
的能量。

心血管耐力。持续的、活跃的游戏，和参与涉及心脏、肺部和血管系统的活动的能力。

脑性瘫痪。脑性瘫痪 (CP) 是一组永久性的动作和姿势发展障碍，会导致活动受限，
归因于胎儿或婴儿大脑发育过程中出现的非进行性干扰。脑性瘫痪的运动障碍通常伴
有感觉、知觉、认知、沟通和行为干扰，以及癫痫和继发性肌肉骨骼问题（来自脑性
瘫痪基金会）。

方位意识。理解相对于自己身体的方向。例如，儿童了解自己身体的左、右、前、
后，以及物体或其他人与自己身体的位置关系。

小肌肉运动技能。用较小肌肉群（主要是手指、手和手腕）进行的身体活动，如使用
蜡笔、搭积木和用剪刀剪纸等。

柔韧性。关节的活动范围以及肌肉和结缔组织的弹性。

基本运动技能。可观察到的需要不同身体部位协调配合的运动行为模式。基本运动模
式分为三类：移动性技能，如跑和跳；操作性或物体控制技能，如投掷和接球；平衡
技能，如单脚站立或在窄梁上行走。基本运动技能是未来更复杂动作的基础。

大肌肉运动技能。使用手臂、腿部和躯干的主要肌肉群的身体活动，如投掷、击打、
奔跑和跳跃。

单脚跳。单脚起跳，身体腾空，并以同一只脚落地。单脚跳是一种更复杂的跳跃，需
要更大的力量和更精细的平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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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参与需要付出最大努力的身体活动。

踢。一种大肌肉运动技能，是击打的一种形式，单脚对物体施力。

移动性技能。身体进入或穿过空间的能力。

操作性技能。也称物体控制技能，用手臂、手、腿和脚对物体施力（如扔球）或接受
和吸收来自物体的力（如接球）。

肌肉耐力。多次重复对体外物体施力而不感到疲劳的能力。

肌肉力量。肌肉所能产生的力量。涉及不同肌肉群或全身的高强度活动是肌肉力量的
关键因素。

感知运动技能。动作与感官之间的协调，如手眼协调、定时动作和身体意识。

身体活动。任何由骨骼肌肉产生的消耗能量的身体运动。

侧滑。飞奔的一种形式，孩子有目的地向侧面迈步。

空间意识。儿童如何在空间中移动自己的身体，并意识到身体所占空间的大小；身体
与环境中的物体或其他人的关系；以及想象身体在空间中的能力。

击打。一种大肌肉运动技能，包括用手或工具（如乒乓球拍、网球拍或球棒）在空中
推动物体使其受力。

血管系统。将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心脏和血管（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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