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exercise game curriculum implement exercises the study of ability result to the infant－An
Example in Yuan-Don Eleme

劉銘凱、廖學勇

E-mail: 9516029@mail.dyu.edu.tw

ABSTRACT

The infant exercise game curriculum is a wreath of the athletics, is also a living entity in infant, expecting the development that the

infant reaches the mind and body well balanced by such teaching, and from the teacher''s leading descend develop the characteristic

of its imagination to then promote the creativity of the infan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compare the member east elementary

school attach to establish the kindergarten the experiment the set and control an infant after carrying out the different exercise game

curriculum exercise the difference of the ability and experiment the set is male, woman the infant implement exercises game

curriculum front, back, exercise ability it more. Exercise the influence of the ability to the infant through the different exercise game

curriculum implement, with 25 meters of run soon, the softball tosses far, sign certainly the broad-jump, hands props up the power

and combines the leg to jump the five in etc. continuously, being used as to examine the item. This research attaches to establish the

kindergarten with the member east elementary school, greatly total 78 artificial research objects in a two classes of infants, after the

exercise game curriculum that carry on the time 30 minuteses to are total 16 times each time every Wednesday, to describe to

statistics and become to be used as to statistics the analytical way to the sample T examination, all differenceses test the obvious level

to settle for α =.05 , its research result has three: 1.Experiment a male, woman''s infant is after participating exercise game

curriculum of this research, the pentathlon ability is obvious progress and attain the obviou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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