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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布置与实践
—以户外自主游戏区为例

吴育娜

深圳市秋硕小学峰荟幼儿园，中国·广东　深圳　518107

【摘　要】本研究以课程游戏化理念为核心，探讨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区的环境创设与实践路径。通过分析传统环境

创设中存在的“过度硬化”“材料高控”等问题，提出“空间开放化、材料动态化、情境主题化”三大策略。研究以自然

材料开发、三季一库机制、行为积分卡制度等为实践抓手，结合攀爬区“桥梁工程师”、沙水区“海洋冒险”等典型案

例，验证了环境对幼儿多领域发展的促进作用。量化分析显示，幼儿游戏时长提升40%，合作冲突解决能力显著增强。研

究还提出“材料银行”“家庭捐赠日”等改进方向，构建了“观察-调整-优化”的动态循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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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强调环境应成为“第三位教

师”，但实践中仍存在环境同质化、功能单一化等问题。

例如传统沙水区多以静态水池为主，缺乏自然互动性；角

色扮演区常因材料固化限制幼儿想象力。课程游戏化改革

要求环境创设从“教师主导”转向“儿童本位”，通过情

境化、低结构化设计激发幼儿自主探索。

1　户外自主游戏区的功能定位

户外自主游戏区的功能定位，就像给孩子们打造一个

全能的成长乐园。在空间功能上每个角落都藏着成长的密

码，攀爬区的轮胎组合和软垫让孩子们在翻越障碍时锻炼

大肌肉群；沙水区里的贝壳、渔网让科学探究变得像玩水

一样有趣；角色扮演区的“快递驿站”让合作分拣包裹成

为社交启蒙课；涂鸦墙上的纸箱和木板则是释放想象力的

画布。材料的选择更讲究“自由度”如纸箱、树枝这些低

结构材料就像乐高积木，孩子们能拼出城堡或赛车；三季

一库收集的松果、冰块带着季节的问候，让自然教育融入

游戏；工具材料如锯子、胶水，更是把“解决问题”变成

动手实践——就像用木板搭桥时，孩子们会自己琢磨怎么

固定更结实。这种设计让游戏不再只是玩乐，而是变成一

把钥匙，悄悄打开孩子多领域发展的能力之门。

2　户外自主游戏区的环境创设策略与实践

2.1空间规划与布局优化

空间规划与布局优化的核心在于让环境会“说话”，既

能激发孩子探索欲又能像贴心伙伴一样引导他们成长。比

如“核心区+弹性带”模式，以攀爬组合架为中心周围放上

可移动屏风和软垫，就像给运动区装上了“可伸缩护栏”

，既能保护低龄幼儿安全又给大孩子留出更多探索空间，

再通过地形自然过渡到沙水区，让游戏动线像探险故事一

样连贯。骑行区的“森林探险”路线把沿途的植物观察站

建设的像自然博物馆的迷你展区，孩子们用放大镜记录叶

片纹理；里程标记牌把数学游戏融入骑行挑战，计算从起

点到“恐龙洞穴”需要几圈；而“快递驿站”角色区则让

社交能力在分拣包裹中自然生长，这种跨学科融合就像给

知识穿上了趣味外衣。垂直空间设计也暗藏巧思，攀岩墙

顶端的观察台让高处风景成为运动后的奖励，孩子们在挑

战后可以俯瞰自己的“战利品”；立体器械组合区更是灵

活，木梯和轮胎今天搭成“过山车”，明天就能变成“救

援通道”，这种多功能切换让游戏场像变形金刚一样充满

惊喜。

图2.1  户外游戏区互动场景

2.2材料投放与动态管理

材料投放与动态管理是户外自主游戏区的灵魂，就像

给孩子们准备了一场永不过期的创意派对。基础材料如纸

箱、轮胎，就像万能积木，孩子们能搭出城堡、赛车甚至

太空舱，轮胎组合还能变成障碍赛道。工具材料像魔法道

具，锯子让旧木板变身平衡木，胶水让散落的积木重获新

生，孩子在动手操作中学会解决问题。自然材料开发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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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季节狂欢。春天用嫩枝编风铃，夏天捡贝壳做沙滩城

堡，秋天用落叶拼贴画，冬天冰块变魔法水晶球，每个季

节都有专属玩法。三季一库机制让材料像会生长的植物，

随季节变化自动更新，孩子们在自然物中发现无限可能。

材料生命周期管理玩出教育新花样。贴纸标签统计人气

王，胶水瓶空了就集体灌装，破损的木马由“小小维修

师”动手改造，这种参与感让责任感悄悄发芽。

图2.2  自然材料手工作品

2.3游戏情境与主题融合

游戏情境与主题融合就像给户外游戏穿上故事的外

衣，让每个角落都充满魔力。比如“海洋冒险”沙水区，

贝壳和渔网散落在蓝色调的区域内，水位标记牌像小海豚

在跳舞，墙面上《小蓝和小黄》的绘本故事被画成海底

寻宝图，孩子们边舀水边数着“小蓝”和“小黄”的冒险

旅程。而“城市建造”建构区里，废旧建材搭成的高楼大

厦旁，红绿灯和斑马线用彩色木块拼成，孩子们开着玩具

车模拟交通场景，既盖房子又学规则玩得不亦乐乎。墙面

和标识也藏着巧思。涂鸦墙上贴着孩子们画的“海底火山

爆发”和“太空火箭发射”，记录着他们的奇思妙想；用

木牌和石头做的规则提示牌，像会说话的守护者，提醒大

家“积木轻轻放，友谊更长久”。

3　实践案例与效果评估 

3.1典型案例分析

以攀爬区的“桥梁工程师”项目为例，孩子们用木板、

绳索和沙包搭建桥梁，高阶幼儿尝试斜拉桥设计，低龄幼

儿专注基础搭建。教师通过提问“如何让桥更稳固？”引

导深度探索，比如用轮胎做桥墩增加承重，或用麻绳加固

桥面连接处。孩子们边搭建边测试，发现桥面倾斜会导致

沙包滑落，于是用木块垫高桥头，最终建成能承重5个沙包

的“作品桥”。

以沙水区“海洋冒险”项目为例，投放贝壳、渔网等自

然材料后，孩子们用水位标记牌记录“潮汐变化”，发现

水位高低与水量多少有关。他们用放大镜观察沙粒，发现

湿润沙子能捏成团，干燥沙子则松散，结合《水的秘密》

绘本实验，用滴管模拟“雨水”观察沙丘渗水速度。雨天

时，孩子们还用积木搭建“防波堤”，测试不同形状对海

浪的阻挡效果。

以角色扮演区的“快递驿站”项目为例，幼儿分工合作

分拣包裹，用计数器统计数量并学习加减法。他们设计“

快递路线图”用粉笔画出小区分布，用木夹子制作“快递

单”，还发明“积分卡”制度：每成功投递一个包裹得1颗

星，集满10颗可兑换“驿站经理”体验卡。遇到包裹破损

时，孩子们会用胶带修补并登记“事故报告单”，培养问

题解决能力。

3.2教师支持与动态调整

教师支持与动态调整是户外自主游戏区的灵魂，就像给

孩子们准备了一场永不过期的创意派对。观察记录工具就

像游戏中的“成长日记本”，关键事件分析表记录下孩子

们的高光时刻，比如用轮胎搭建斜拉桥的奇思妙想，或者

用冰块制作“魔法水晶球”的专注眼神。行为积分卡制度

则像“荣誉勋章”，贴纸奖励合作分拣包裹、创新搭建积

木等积极行为，积分还能兑换“驿站经理”体验卡，让责

任感悄悄发芽。三阶四步调整模型让教师像“魔法师”般

灵活应对，先观察孩子们在“桥梁工程师”项目中反复测

试承重，发现低龄幼儿专注基础搭建，高阶幼儿尝试复杂

结构，于是生成“增加斜坡板”等策略；再评估效果，看

到孩子们用麻绳加固桥面后承重提升，便优化材料库，加

入更多可调节配件。

4　结论

研究证实，课程游戏化背景下的户外自主游戏区环境创

设能显著提升幼儿参与度与综合能力。自然材料的引入使

科学探究自然发生，动态材料管理培养幼儿责任感，主题

情境促进跨学科融合。未来需进一步优化空间利用，加强

家园联动并探索数字化工具在环境评估中的应用，构建可

持续发展的游戏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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