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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0-3岁婴儿动作发展的阶段与特点

1、0-3岁婴幼儿动作发展的规律

从整体动作到分化动作

从上部动作到下部动作

从大肌肉动作到小肌肉动作

从中央部位动作到边缘部位动作

从无意动作到有意动作



一、0-3岁婴儿动作发展的阶段与特点

2、0-3岁婴幼儿基本动作发展

粗大动作的发展

大肌肉群的活动，翻身、爬行、行走、跑、跳等

精细动作的发展

凭借手及手指等部位的小肌肉或小肌肉群的运动等



关于粗大动作发生发展

 0-2个月，俯卧时会转头；仰卧时手脚会乱动，两脚会在空中交互踢；身体被直立抱起
时，头虽会往下掉但脖子会用力使头颈挺直。

 3-5个月，俯卧时会用手肘支撑，将头、胸部抬高，头能抬高至90度。从俯卧翻身之仰
卧，从仰卧被拉起时，头不会往下掉。

 6-8个月，坐在椅子上身体会挺直，被扶着腋下站立时，双脚能支撑身体的大部分重量。

 9-11个月，会用手及膝盖、异侧手脚交替爬行移动。不需要靠手撑独自坐稳10分钟。
站立时身体会慢慢往下到地板，会扶着家具或物体边缘侧走。

 12-15个月，能独立行走。能爬上楼梯。行走时起动、停止及转弯皆能控制自如，不会
跌倒。

 16-19个月，会跑版本但不稳。用一手扶着扶手上楼梯。能爬下楼梯。

 20-23个月，能用一手扶着扶手下楼梯。会蹲着玩。从蹲姿转换到站姿，控制自如。

 24-27个月，会扶着扶手，用双脚同上一个阶梯的方式上下楼梯。双脚会一起从楼梯最
后一阶往下跳。

 28-31个月，会以脚跟接脚趾的方式行走，会单手抬高过肩丢小球，

 32-36个月，能脚踩踏板骑三轮车。能两脚交替上下楼梯。



关于精细动作发生发展

 0-1个月，只要触碰婴幼儿的掌心，他就紧握拳

 1-2个月，婴儿有时候可以有意识到抓了，到2个月时可以抓并停留一会儿。

 2-3个月，婴儿抓握时间加长，而且两个小手会搭在一起。

 3-4个月，在约4个月时，婴儿拿不到眼睛看到的物体，除非大人放在婴儿手中。

 4-5个月，婴儿能碰触到物体（在伸臂范围内），但却不能“抓握”。

 5-6个月，被称为“原始抓握”。

 6-7个月，约6个月大的婴儿已经有真正意义的抓握动作。

 7-8个月，在婴儿约7个月大时，手指的力量已能克服重力作用，使立方体离开地面，在
抓握时其拇指保持与其他平行，同时用力“抓握”立方体。

 8-9个月，抓握拇指与示指相对，可用两个手指抓起立方体。

 9-10个月，如把小积木包起来，可用两个手指抓起立方体。

 11-12个月，婴幼儿可以全掌握笔，会在纸上无意识的乱划。



关于精细动作发生发展

 12-13个月，可以拇指与示指、中指相对，用指尖抓起立方体。

 13-15个月，可以自发地画，并能画出道来，到15个月就可以自发地画出图形，

 15-18个月，可以模仿画出极为简单的线条。

 18-21个月，可以做更精细的动作了，可以用比较粗的绳子穿过孔比较大的珠子，手眼
初步协调。

 21-30个月，可以进行搭建活动，如搭积木，可以搭小桥。

 30-33个月，可以模仿画圆。

 33-36个月，可以进行折纸等精细动作。



举例：-婴儿动作发展视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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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婴儿动作发展视频观察



举例：-婴儿动作发展视频观察



总结：

婴幼儿动作发展是由神经系统、肌肉协调控制的
身体动作的发展，主要指行走的动作、手的抓握
能力和动作技能的提高和改善。从心理的角度看，
动作是活动的组成部分，动作的发展是婴幼儿活
动发展的直接前提。许多专家认为，身体的运动
很少自发地产生，它是肌肉在大脑的控制下操纵
身体。所以，动作发展不是单一的，而是神经系
统、肌肉协调共同参与的系统发展。



总结：

同时，在0-3岁这个时期，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婴幼
儿语言表达的需要十分强烈，他想说、好说、好
模仿成人说话，常常自己叽里咕噜说个不停，不
管别人听不听、能不能听懂。往往当婴幼儿有这
样的表现时，也伴随着大量的动作出现。因此在
研究婴幼儿语言发展时，也应关注动作发展对其
产生的影响。做为学前教育工作者和婴幼儿的家
庭教养者，均应关注此现象的存在，由此达到以
婴幼儿动作发展促进其语言发展的目标。



二、引导婴幼儿在动作发展中“说话”

（一）大肌肉动作训练的指导：

 抬头与翻身

 “坐”动作指导

 爬行动作指导

 站立和行走指导（学步车的使用问题）



二、引导婴幼儿在动作发展中“说话”
 婴儿抬头训练的典型方案

活动名称：彩色的球

活动时间：1-3分钟

活动场地：室内垫上

活动年龄：0-2个月

活动器材：彩色的球

活动目标：锻炼婴儿抬头的能力，由伴随语言产生对红色球的关注。

活动步骤：

1) 让婴幼儿平卧躺好，成人坐在婴幼儿的对面。

2) 先用彩色球在婴幼儿眼前晃动，吸引婴幼儿注意，伴随语言：“XX，看这里，
红色的球……”

3) 待婴儿注意集中球上后，成人缓缓把球移动到婴儿的左上方、右上方的位置，
伴随语言：“XX，看这里，红色的球……”

4) 重复数次，观察婴幼儿的表现及终止游戏。

活动发反思：根据游戏完成情况，从教师表现、幼儿表现、材料中进行反思





二、引导婴幼儿在动作发展中“说话”

 婴儿翻身训练的典型方案

活动名称：宝宝翻翻身

活动时间：3-5分钟

活动场地：室内垫上

活动年龄：3-6个月

活动器材：吸引婴儿的玩具

活动目标：在成人的帮助下尝试完成翻身的动作

活动步骤：

1) 让婴幼儿平卧躺好，成人坐在婴幼儿的对面。

2) 成人将婴幼儿的下肢交叉，用下肢扭动带动上肢运动，此时婴幼儿一侧手
臂会压在身下，成人可帮助把手臂向头侧方拉出。完成整个动作时，伴随
语言：“xx,来翻身，XX，加油……”

3) 反复数次，观察婴儿表现，及时休息。

活动反思：根据游戏完成情况，从教师表现、幼儿表现、材料中进行反思



二、引导婴幼儿在动作发展中“说话”

（一）小肌肉动作训练的指导：

 抓握动作指导

 操作动作指导



二、引导婴幼儿在动作发展中“说话”

 婴儿抓握训练的典型方案

活动名称：小小鼓手

活动时间：3-5分钟

活动场地：室内垫上

活动年龄：3-4个月

活动器材：红色拨浪鼓一个

活动目标：锻炼婴儿手部小肌肉抓握能力

活动步骤：

1) 成人将婴儿抱在怀中，用语言引导婴儿关注红色拨浪鼓。

2) 成人吸引婴儿用手抓，让婴儿抓住拨浪鼓，鼓励他摇动，伴随语言：“XX,小鼓摇
一摇，咚咚咚……”,当婴儿摇动时，用语言鼓励婴儿：“XX，真棒！”

3) 反复数次，观察婴儿表现，及时休息。

活动反思：根据游戏完成情况，从教师表现、幼儿表现、材料中进行反思





二、引导婴幼儿在动作发展中“说话”

 婴儿抓握训练的典型方案

活动名称：手指头碰头

活动时间：3-5分钟

活动场地：室内垫上

活动年龄：6-7个月

活动目标：锻炼婴儿手指灵活性和手眼协调能力。

活动步骤：

1) 成人与婴儿对面而坐，成人伸出示指，念儿歌：“手指头，手指头，碰一
碰，点点头。”用成人的示指碰触婴儿的示指。

2) 碰触动作可以反复几次，并配合儿歌进行。成人主动伸指，也可以让婴儿
主动伸指，此时需要成人帮助婴儿。完成动作时配合儿歌。

3) 反复数次，观察婴儿表现，及时休息。

活动反思：根据游戏完成情况，从教师表现、幼儿表现、材料中进行反思



二、引导婴幼儿在动作发展中“说话”

操作动作发展的指导：

翻书：

 练习翻开、合上动作：从10个月左右开始训练，成人指出书中的
图片引起幼儿兴趣，然后合上书，伴随语言：“xx不见了，我们找
一找。”给幼儿示范一页一页翻书。可以先从布书训练开始。

 拇指和示指对捏、对搓、提翻书页的动作：为幼儿示范一页一页
翻书，伴随语言：“图画书，真美丽，一页一页来翻身。”教婴儿用
拇指和示指捏着书页，一页一页地提起来翻过去。为婴儿准备的
图画书的纸可以是相对硬一些的厚页书。





二、引导婴幼儿在动作发展中“说话”

操作动作发展的指导：

搭积木：

 排积木练习：11-12个月左右训练婴儿用积木排一排，排的越长越
有趣，向火车一样。伴随语言：“排积木、排积木、排出一列长火
车，呜呜呜……”

 搭积木练习：13-15个月左右训练婴儿把积木搭高，一块叠一块，
从最初的2-3块，逐渐搭高，伴随语言：“搭积木、搭积木、搭出
一座大高楼……”





二、引导婴幼儿在动作发展中“说话”

操作动作发展的指导：

扭纽扣：

 解扣子：2岁多开始，把扣子从扣眼中拿出来。

 扣扣子：把扣子放入扣眼中，可以连接解扣子的动作，完成完整的动作。

 伴随语言：小纽扣，真有趣，拿出来，放进去，小小手，真灵巧。

 训练方法：可以先训练幼儿为小娃娃穿衣服扣扣子开始，逐渐过渡为自
己完成以上动作。





二、引导婴幼儿在动作发展中“说话”

操作动作发展的指导：

拧瓶盖：

 盖盖子训练：10个月左右的婴儿开始训练。准备杯子和盖子，为婴儿示范盖好
的盖子，请婴儿尝试动作，伴随语言：“XXXX，盖盖子，盖到杯子刚刚好。”经
过一段时间，可以产生配对盖盖子，大小配对、颜色配对、形状配对等。

 旋拧动作训练：起初尝试用柔软的纸包物品而训练旋拧。逐渐过渡到拧瓶子盖、
木质螺旋玩具，训练此动作。

 伴随语言：小手小手真灵巧，拧一拧，盖一盖，宝宝的小手真能干。

 训练方法：循序渐进，逐步提升难度。收集更多的材料，使用不同材料请婴儿
尝试，并产生兴趣。





二、引导婴幼儿在动作发展中“说话”

操作动作发展的指导：

撕纸：

 撕纸训练：让婴儿随意撕废纸，感受撕的动作。逐渐练习，成人引导婴
儿撕成条状，完成撕纸条的任务。

 定型撕纸训练：在2岁半左右开始，让婴儿尝试沿着事先画好的线撕纸，
从简单图形开始，逐渐增加难度。

 伴随语言：小手小手撕撕，撕成小小纸条，纸条纸条飘飘，飘到宝宝手
上。

 训练方法：循序渐进，逐步提升难度。收集不同的纸的材料，使用不同
材料请婴儿尝试，并产生兴趣。



三、如何引导婴儿“说话“——教学方案

教学方案的要素：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场地：

活动年龄：

活动材料：

活动目标：

活动步骤：

活动反思：



四、婴儿在“动作中“的语言表现——录像

观看录像中的婴幼儿活动，了解何时为适
当的时机，与婴儿进行语言活动。提出个人想
法及看法。





谢谢！

问题与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