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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游戏
这些游戏适合在家里玩

1、举高高、坐“飞机”
把 手 放 在 孩 子 腋

下，将他举过头顶。相信
所有的孩子都喜欢这个
游戏。

一只手托住孩子
的胸部，另一只手托住
他的小腿，原地转圈或

者跑几步，你一定能听见孩
子清脆的笑声。或者躺在床上，
用双脚托住孩子的腹部，双手
分别抓住孩子的双手，前后摇
摆或者左右摇摆。

2、荡“秋千”、推小车
用手抓紧孩子的双脚脚

踝，让孩子倒立。等他喜欢上这
个“倒立”动作后，还可以轻轻
摆动。这不仅是受孩子欢迎的
游戏，还能训练他的平衡感呢。

双手握住孩子的双脚，让
他的手撑在地板上，用手爬。你
们可以一起“视察”一下妈妈的
家务做得怎么样了。你还可以
在命令“小车”行驶方向的过程
中教他识别“左”、“右”。

3、爬“大山”、双层“巴士”
坐在床上，让宝宝从你的

脚、后背、胳臂等不同地方开始
爬起，在你的身体上“翻山越
岭”。在必要的时候拉宝宝一把。

让孩子在爸爸的背上用四
肢撑住身体，老爸开爬。或者孩
子在爸爸的身体下面，两人一
起爬。看上去就像一辆双层大
巴，一起爬时还锻炼了孩子的
配合能力和协调性。

4、打仗、拳击热身
“嘟嘟嘟”、“嗒嗒嗒”，双方

交火，各不相让。一会儿使枪、
一会儿舞棍，尽情地在沙发、衣
柜间冲啊、杀啊，玩个大汗淋
漓、筋疲力尽。

把棉被卷起来，把靠垫
“吊”起来，一起来个拳击前的
热身吧。

5、魔袋
妈妈准备一个袋子(不透

明)，让宝宝只能伸进一只手，
可以把棉花、铅笔、梳子、糖、乒
乓球等物品装到袋子里，可以
事先请爸爸做示范，爸爸伸进
袋中一只手摸，并描述它摸到
物品的形状、大小，说出物品的
名称。然后让孩子去摸，要求孩
子能准确描述，并说出名称，反
复几次，家长可随时更换袋中
物品，提高游戏的难度和趣味
性。通过游戏，锻炼幼儿手的感
知能力、培养幼儿辨别物体的
能力及描述物体特征的能力。

适合户外的亲子游戏

想要给孩子进行全面的亲
子游戏，单是在室内是不够的，
户外亲子游戏的效果更佳。下
面就给家长推荐几个户外亲子
游戏：

1、捉影子
此游戏以先踩到他人的影

子为胜。首先，让孩子找到自己
的影子，再让他转身，向四周走
动或跑动，看看影子发生了什
么变化。让孩子追影子——— 再
摆脱影子。玩“捉影子”游戏时，
捉影子的人必须想办法踩到另

一个人的影子。这样，被踩到影
子的人就又成了捉影子的人。

2、树皮特写
带孩子去观察住所附近的

各种树，仔细用放大镜观察树
皮的纹路。让孩子闭上眼睛，用
手去摸不同树的纹理，并用语
言描述出来。

用纸将树皮的纹路拓印下
来：将纸贴紧树皮，用蜡笔拓印
下树皮的纹路。在纸上印出不
同的树皮，比较它们的纹理。注
意不要将树皮剥下，以免影响

树的生长。
3、老鹰捉小鸡
这是一个经典的游戏，爸

爸妈妈小时候肯定也玩过，那
么现在就来和宝宝一起重温一
下童年的感觉吧。一个大人当
老鹰，一个大人当鸡妈妈，让宝
宝们当小鸡排成一列，拉住前
一个伙伴的衣服。老鹰要去抓
小鸡，小鸡们就飞快逃窜。谁要
是被抓了，就要离开游戏，谁在
跑的途中松开了拉着的衣服，
也算是被抓到了。在奔跑逃窜

的过程中，宝宝训练了奔跑和
平衡能力，也学会如何去配合
伙伴的脚步

4、捉虫子旅行
领孩子去公园或树林里，

带上小罐子、镊子、夹子等工
具，一边走一边找虫子(尤其是
在石头底下，如蚂蚁、蜘蛛、蚯
蚓、蜗牛等)。用镊子、夹子或用
手指及手套轻轻夹起，放入带
盖的罐中。教孩子认识那些能
叮咬或蜇人的昆虫，并帮助孩
子识别无害的昆虫。

安全是游戏第一要素

1、亲子游戏，安全是第一
要素。无论是起居室、卧室还
是厨房，凡是宝宝所能去的地
方一定要注意检查安全隐患。
例如电线、插座、尖刀、桌脚、
蟑 螂 药 、小 药 片 、日 化 用 品
等。在玩游戏之前，也要注意

清空一些不必要的物品，尽量
做到宽敞。

2、夏天天气炎热，户外活
动要给孩子戴帽子，抹防晒霜 ;

同时要注意避免长时间地抱着
孩子，因为长时间地抱着孩子
不利于散热，会造成孩子体温

过高。
3、外出活动后要及时给孩

子补充水分，培养孩子喝凉白
开水最好。

4、亲子游戏需要家长和孩
子的配合，但是不要认为孩子
天生就是你的搭档。你得耐心

地培养他，不要急躁。遇到他急
躁的时候要安慰他，给他自信。
但是，让他学会接受失败也该
是游戏目的之一。

5、累、没时间不该是家长
的借口，其实很多游戏也能帮
家长得到放松。

与孩子一同游戏

可以增强亲子之间的

互动，增加亲子间的

感情，增强孩子的动

手动脑能力。但是，与

孩子一同游戏，父母

也 应 该 根 据 具 体 情

况，积极予以必要的

参与，同时给予引导，

不能轻易拒绝孩子，

也不能漫不经心地应

付孩子。

0—6个月宝贝动作发育指标
科学家研究

发现，新生儿具

有视觉、听觉、触

觉、味觉、嗅觉、

模仿以及运动能

力等，这些称为

新 生 儿 行 为 能

力。这些与生俱

来的能力，是新

生儿探索世界，

接受早期教育的

基础和条件。

一个月：
粗大动作：拉腕坐起，能够竖

头大于2秒钟
精细动作：触碰手掌时，能将

手握成拳头
语言能力：清醒时能发出一种

细小的喉音
社会适应：眼睛能随面前走动

的人转动
两个月：
粗大动作：俯卧能抬起头离开

床面
精细动作：能握住拨浪鼓，2—

3秒不松手

语言能力：能发a、o、e等元音
认知能力：能注视眼前较大的

玩具
社会适应：出现自发微笑
三个月：
粗大动作：俯卧时能抬头45度
精细动作：能握住拨浪鼓30秒
语言能力：能发出“咯咯”的笑声
认知能力：跟视物体达180度，

用手、口探索玩具
社会适应：见人会微笑
四个月：
粗大动作：俯卧时能抬头90度
精细动作：可将拨浪鼓拿到眼

前注视，并能摇动数下
语言能力：高兴时会高声叫
认知能力：在耳侧15厘米水平

方向摇铃，孩子会回头找声源
社会适应：看到妈妈表情显出

高兴的样子
五个月：
粗大动作：仰卧位拉坐，可用

力坐起，头没有后垂现象
精细动作：可一手或两手抓握

近处的玩具
语言能力：看见熟悉的人或玩

具时嘴里发出咿咿呀呀声
认知能力：先放一块积木在孩

子手中，孩子目光可立即跟随
社会适应：看见奶瓶、饼干、水等

食物时，表现出兴奋和要吃的样子
六个月：
粗大动作：可从仰卧位翻身到

俯卧位
精细动作：坐起并耙弄积木
语言能力：背后呼唤他的名

字，孩子会转头寻找呼唤的人
认知能力：手提红球落地时，

孩子立即低下头寻找落地的红球
社会适应：给一块饼干，示意

孩子可以吃，孩子就拿着饼干一口
一口吃

日前，市北区第
五教工幼儿园中二
班举行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亲子运动会，
小朋友们参加了50

米跑、运球跑、接力
赛、爬行比赛等项
目。图为小朋友们在
参加运球跑比赛（图
片由幼儿园提供）。

亲亲子子运运动动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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