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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幼儿户外游戏的趣味性与安全问题 
◆陈丽萍 

（简阳市射洪坝第一幼儿园  四川简阳  641400） 

 
摘要：户外游戏就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户外游戏活动，是幼儿在幼

儿园生活的重要组成成部分。幼儿的体育游戏是幼儿户外游戏的重要组

成部分。户外游戏比起室内游戏，有了更宽广的活动空间，可以满足幼
儿的各项运动指标。幼儿的天性之一就是游戏，而我们的户外游戏正好

是一种集快乐、自由、兴趣、需要、满足感等等一体的，充分发挥幼儿

在这中间的主体作用，以激发幼儿的兴趣点来开展游戏，然而户外游戏
的安全系数却小于室内游戏。《纲要》指出：在幼儿园的工作中，保证幼

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幼儿园的重中之重。因此，幼儿户外游戏额

安全问题得引起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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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游戏对每一位幼儿的身心发展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

助于促进幼儿各方面的发展。为了使每一位幼儿参与到户外游戏
中来，保证幼儿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不少于两小时，因此，老师
得积极动手动脑让游戏变得趣味化，从而激发幼儿运动的兴趣，
积累运动经验，体验户外游戏带来的快乐。而我们的户外游戏内
容主要有以下几类： 

1、场地上已有的户外大型玩具器材，如：攀爬墙、滑滑梯、
沙池、荡秋千，戏水池、万象组合等。 

2、幼儿制作购买的活动器材：沙包、高跷、篮球、跳绳、
毛根辫子、飞盘等。 

3、象征性游戏：老鹰捉小鸡、老狼老狼几点钟、猫捉老鼠、
小白兔和大灰狼等等。 

4、幼儿在无人干涉，自行创编、组织的民间游戏。如：荷
花荷花几月开、炒豌豆等等。 

兴趣是幼儿最好的老师，它可以满足幼儿的游戏情绪，让幼
儿有参与运动的积极性，促进幼儿活动量的提升与达标。游戏的
趣味性大都离不开老师的设计和指导。 

《纲要》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
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幼儿的一日生活活动处处都有游戏，
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户外活动大都以户外游戏来呈现。户
外游戏相比于室内游戏，其危险系数更高。开展有趣的户外游戏
与规避风险真的是两个矛盾体同时存在。 

一、有趣的户外游戏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在选择游戏器械时要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 
1、缺乏相应的年龄特征 
由于未清楚说明适宜的年龄段。有些游戏器材的某一项活动

只适合中大班的幼儿，但是由于小班的幼儿从未接触，便十分感
兴趣。结果一般都会因小班的幼儿力气小，腿部力量不足而发生
意外受伤事件。这样的户外游戏活动剥夺了幼儿户外游戏的权利
和机会，不利于幼儿身心的发展。 

2、游戏器材本身有瑕疵。家长们带来各种游戏玩具，有的
是自己制作，有的是买来的。没经过仔细检查就盲目带到幼儿园
供孩子玩耍。案列 1：赶小猪的棍子用竹子做的，上面还有细小
的竹签，不够光滑，当幼儿使用时，手就容易被竹签弄伤。 

案例：小班的家长为幼儿制作了沙包，大多数的家长都是认
真缝制的，特别美。可是有些家长不是缝制粗糙就是里面装的是
特别重的东西：河砂和豆类等。小班的幼儿不知轻重刚好将重的
沙包打到另外小朋友的眼睛。如果是棉花、碎布等也就可能避免
吧！ 

（二）户外游戏材料过少、过多，幼儿供不应求、供大于求 
有趣的游戏材料往往会吸引很多小朋友，玩儿的时间长了，

材料耗损快，剩下的材料几个人一起玩儿一种材料，特别是小班，
大都以自我为中心，增加碰撞的几率。 

而材料过多也会发生安全事件。如：中班的幼儿玩儿跳绳，
由于场地和人数的比例较小，每人可能拿着几根跳绳，绳子打到
别人的几率就大了，应为幼儿提供适宜的体能游戏材料和环境。 

（三）户外游戏缺乏规则意识。 

户外游戏应该有一定的规则意识。然而很多游戏，在游戏的
开始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规则要求。 

1、为了幼儿游戏的乐趣，放任无规则 
很多人都认为幼儿的自主游戏，就是任幼儿自由参与、组合、

放任自我。虽然可以激发幼儿户外游戏的兴趣，但孩子盲目从众，
毫无规则意识、安全意识地投入到游戏中去，更容易导致危险事
件的发生。 

2、教师对孩子的关注不到位 
老师想着幼儿只要在开心的玩耍，就不容易出现什么危险事

件。其实幼儿在无规则的前提下玩耍，会更加的肆无忌惮，做出
一些很危险的动作或者危险的事情。 

（四）户外游戏区域过小 
由于每个班人数较多，较多班级在同一个场地上玩儿耍，人

均面积狭小，班级幼儿之间容易混在一起，幼儿之间碰撞、争抢
的现象就会增加，加大了危险事件出现的几率。 

（五）幼儿教师过度的保护幼儿 
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而户外游戏就是游戏的一种，它给

每一位参与游戏的幼儿的身心发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成长机会。
为了避免孩子在活动游戏发生意外，教师往往会降低游戏难度。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幼儿挑战运动游戏的机会变少，缺乏
实践经验，反而危险事件更容易发生。 

二、开展有趣的安全的户外游戏活动的策略 
（一）有原则的前提下游戏 
1、心中装有原则。无论玩儿什么游戏，在游戏前，教师首

先得讲讲每种游戏的注意事项，并提出规则要求，让每一位幼儿
牢记心里。    

2、游戏前的正反面示范。每一次游戏前几分钟，教师可设
置一定的游戏情景，让个别幼儿来参与，并让不同的幼儿分别示
范正确玩法和错误玩法，不违背游戏原则。 

（二）开展安全集中教育活动 
户外游戏活动其实是属于《指南》的健康领域部分，有利于促

进幼儿身心发展和动作的平衡、协调发展。因此，每一次户外游戏
之前，都应该有一堂关于安全教育的集中教育活动，让幼儿真正了
解每一项游戏活动的危险之处，学会避免危险，并自我保护。 

（三）游戏材料的有效归类 
由于不合理使用不适合本年龄段的游戏材料，游戏的结果反

而适得其反，因此，教师可以给每个年龄段的幼儿游戏材料分类
并标注。 

（四）正视户外游戏中的意外伤害，让幼儿敢于自我挑战 
户外场地对我们的幼儿来说特别具有诱惑力，宽广的场地让

幼儿仿佛回归了大自然。俗话说：“大自然、大社会才是孩子知
识的主要源泉。”所以，教师首先得协调好家园关系，幼儿的小
小擦伤什么的，家长也应该正视。这样才能让幼儿真正的做游戏
的主人，幼儿的成长离不开户外游戏的开展。 

充满趣味性的户外游戏活动其实与安全问题是一个共同存
在的矛盾体，只能想办法尽量避免。如果户外游戏没有趣味性那
就不会有孩子去玩;孩子参加了有趣的户外游戏，难免会发生意
外事件，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去降低风险，让幼儿能够
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户外游戏活动中去激发自己，发现自己，努力
是成为一个身心和社会适应方面全面协调发展的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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