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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兒運動遊戲課程是體育的一環，也是幼兒生活的實體，並從教師的引導下發展其想像力的特性進而增進幼兒的創造力。

本研究之目的比較員東國小附設幼稚園實驗組與控制組幼兒實施不同運動遊戲課程後，運動能力的差異性及實驗組男、女

幼兒實施運動遊戲課程前、後，運動能力之比較。透過不同運動遊戲課程實施對幼兒運動能力之影響，以25 公尺快跑、壘

球擲遠、立定跳遠、雙手支撐力及併腿連續跳等五項，做為檢測項目。本研究以員東國小附設幼稚園，大班兩班幼兒共78

人為研究對象，進行每週三次每次三十分鐘共十六次之運動遊戲課程後，測試所獲資料加以歸納分析，發現有三： 一、實

驗組男、女幼兒在參與本研究之運動遊戲課程後，五項運動能力有明顯的進步且達顯著性(P<.05)。

關鍵詞 : 幼兒 ; 運動遊戲課程 ; 運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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