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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认知水平尚未发育完全，在幼儿教师开展课堂活动时，易出现注意

力不集中、过度活跃等情况发生，如何集中孩子们的注意力，在潜移默化中完成

教学目标，是现阶段幼儿教师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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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应注重幼儿园游戏教学模式的应用，

通过长期实践，已取得了满意成果，可有效提升幼儿园教学质量、促进幼儿全面

发展，但在开展幼儿园游戏教学过程中，仍然出现了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本文

将从游戏教学模式的重要性着手，详细分析现阶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

策。

一、户外游戏模式的重要意义

1. 激发幼儿愉快情绪

户外游戏教学与其他教学模式相比，具有更强的趣味性，并且贴合幼儿生理、

心理发展特点，可最大限度激发幼儿愉快情绪，使幼儿处于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

当中。同时，幼儿游戏本身具备的趣味性，可直接提升幼儿参加活动的积极性。

2.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游戏使促进幼儿智力发展最有效的手段，据相关报道表明，游戏可充分激发

幼儿好奇心，而好奇心和求知欲望正是孩子们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同时户外游

戏自由，可给予幼儿发挥创造力与想象力的机会，让孩子们注意力高度集中，从

游戏中有所收获。其次，户外游戏还可以促进幼儿身体的生长发育，培养孩子们

手脑协调能力，使幼儿神经系统、肌肉及骨骼在游戏中得到锻炼[1]。

3. 提升幼儿同伴交往质量

由于幼儿正处于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在与同龄人交往过程中，常

常出现矛盾，户外自由游戏可增强孩子们的沟通、交流程度，在出现此类问题时，

教师应充分发挥指导作用，避免幼儿出现争吵或肢体冲突。在户外游戏开展过程

中，可开展相关主题活动，例如“我最喜欢的玩具”，让孩子们挑选自己喜欢的



玩具，同时鼓励幼儿与同伴沟通，进行玩具分享或互换，在培养幼儿分享意识的

同时，提升孩子们的沟通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二、幼儿户外游戏存在的问题

1. 游戏缺乏创新性

开展户外游戏教学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幼儿的生长、发展需求，培养孩子们

自主思考能力。但现阶段，很多幼儿教师忽略了游戏的创新型与多样性，在户外

活动时仍然组织枯燥、无聊的游戏，例如“丢手绢”“鹰抓小鸡”等，将会严重

打击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使幼儿产生厌恶感。游戏种类过于单一，不具备新

颖性、多样化与创新性，将大幅度降低户外游戏教学质量，甚至带来负面影响[2]。

2. 游戏设置不合理

户外游戏教学应根据幼儿个性发展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及游戏设置，需要充

分具备灵活性与多变性。部分幼儿教师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未能对

游戏进行合理设置，例如，游戏规则存在漏洞、教学目标不明确等，难以使幼儿

在游戏中得到收获，也失去了游戏该有的乐趣和轻松，不利于幼儿园教学质量的

提升。

3. 教师游戏指导不到位

户外游戏教学的主体是幼儿，但由于孩子们年龄较小，理解能力有限，很多

游戏环节都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些教师未能充分发挥自身指导作用，忽

略了游戏环节的重要性，在游戏教学过程中大多让幼儿自由发挥，导致孩子们出

现追逐打闹或参与度低等问题发生。同时，部分教师未能根据幼儿个体差异进行

针对性的教学指导，使游戏教学课堂出现很多不合理因素。

三、幼儿户外游戏的对策研究

1. 游戏设置合理化

幼儿园教学活动的开发，应结合幼儿实际情况进行，增强游戏设置的合理化、

游戏化、个性化，在潜移默化中开展德育教育，从小培养孩子们谦逊、感恩、勤

劳等良好道德品质。例如，开展“天气预报”户外游戏时，教师首先应选择轻松、

欢快的音乐作为游戏背景，同时向幼儿讲解游戏规则：小朋友们手拉手围成圆圈，

教师说小雨、小雪、多云、晴朗时，幼儿要大声回答不怕；当教师说冰雹、暴雪、

暴雨、雷电时，需要小朋友们立即蹲下，反应慢者淘汰。通过游戏可向幼儿普及



天气常识，提升孩子们对雷电、暴雪等自然灾害的认知程度，让幼儿理解自然灾

害的严重性[3]。

2. 充分创新游戏内容

在开展户外游戏教学过程中，必须紧跟时代要求，及时创新游戏教学内容，

以此激发幼儿参与兴趣，例如，改变传统游戏规则，设置开放性游戏，将受固定

限制的游戏与规则灵活的游戏相结合。在开展“踢毽子”游戏时，就可以通过这

种方式进行，游戏规则原本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比谁踢得更多，教师可对其进行合

理创新，开展“踢毽子接力赛”“两个人合作踢毽子”等教学游戏，在锻炼幼儿

灵活性、手脚协调能力的同时，培养幼儿合作意识，在获得快乐的同时，收获知

识[4]。

3. 提高游戏参与指导

虽然户外游戏教学具有极强的开放性与自由性，但幼儿教师在游戏过程中，

应充分发挥自身指导作用，放任不管、指导不到位等情况，很可能使游戏教学适

得其反。教师应增强指导作用，最大限度提升户外游戏教学的参与度。教师可通

过和幼儿一起参与游戏达到提升游戏参与度、加强游戏指导的根本目的。例如，

组织幼儿开展“红绿灯”游戏时，教师扮演红绿灯，制作红、黄、绿三种颜色的

警示牌，孩子们手中的圆圈充当汽车方向盘，看见绿灯时可转动“方向盘”向前

走动，看见红灯后应立即停止，出现错误则需要回到起点重新开始。通过游戏，

不仅可以让孩子们了解交通规则，教师的参与更能够激发幼儿游戏兴趣。

四、结束语

给予幼儿游戏自由、全面开展户外游戏教学模式是新形势背景下提升幼儿园

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教师应通过创新游戏内容、游戏设置合理化、提高游戏指

导水平等措施，真正发挥游戏教学模式的应用优势，对于游戏教学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及时采取恰当的对策，分析、解决问题，最大限度提升幼儿园教学质量，

促进幼儿综合素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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