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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班幼儿自我保护能力培养指的是在户外活动过程中，幼儿

能够及时躲避突发情况，面对意外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自

我保护，避免幼儿身体和心灵受到伤害。对此，教师应提高对

幼儿自我保护能力培养的重视度，在分析户外活动不安全因素的

基础上，着力探索幼儿自我保护能力培养的可行性策略。

1　幼儿园开展户外活动的价值与意义

1.1开展户外活动重要性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育和成长始终是幼儿教育的根本目标，

所以幼儿园教育实施过程中，需要通过组织丰富多样的户外教学活

动，促进幼儿在参与户外活动中，形成积极活跃的思维模式，养成

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继而在每日的幼儿园生活中，逐步感受户外

活动的乐趣，促进其健康快乐成长。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户外活

动的组织和开展至关重要，无论是幼儿园教师亦或是家长，在幼儿

教育和引导过程中，均无法仅在教室内开展学习，通过组织丰富多

样的户外活动，幼儿能够实现快乐玩耍，并在玩耍中巩固学习。与

此同时，户外活动对于大班幼儿来说是其积累丰富生活经验，实现

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虽然大班幼儿经历过阶段性的幼儿教

育，但其年龄仍然相对较小，面对外界的各种事物，并不具备较高

的接纳性，身体并不强壮，在参与户外活动过程中，仍然会受到外

界因素影响。所以需要幼儿教师结合大班幼儿身心特点，针对性的

制定户外活动计划和实施方案，促使在具有针对性的户外活动中提

升大班幼儿身体素质。由此可见，在幼儿教育阶段开展具有教育意

义的户外活动，对大班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帮助其提前感受外部世

界，累积生活经验，促进幼儿顺利升入小学阶段具有基石作用。

1.2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意义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提出，幼儿园要把保护幼

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树立正确的健康观

念，在重视幼儿身心健康的同时，更要重视幼儿的心理健康。对大

班幼儿而言，通过参与丰富多样户外活动，对其身心健康发展具有

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参与户外活动必然伴随一定的风险性，其中包

含较多的安全隐患问题，影响户外活动质量，甚至阻碍幼儿的身心

健康发展。对此教师在组织幼儿参与户外活动过程中，要做好安全

保护和指导工作，注重引导幼儿学会自我保护，使其具备较强自我

保护能力。例如大班幼儿在玩具架旁玩玩具时，教师需引导幼儿相

互谦让，避免打闹和争抢造成安全隐患行为发生，维护玩耍秩序。

只有教师加大教育力度，培养每个幼儿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才能

使其在日后的户外活动参与中更注重自身安全性[1]。

2　大班幼儿户外活动特点与不安全因素分析

2.1大班幼儿户外活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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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活动与室内活动具有明显差异，且不同于其他阶段儿童，

大班幼儿年龄通常在5-6岁，此阶段幼儿身体相对较弱，但运动

能力和活动能力十分强，特别是与小班幼儿相比，其控制和管理

难度更大。且虽然进入大班，但幼儿年龄和意识不成熟，缺少良

好自我约束能力，面对教师的组织，往往存在部分幼儿不愿意听

从老师的指令。但是对于大班幼儿而言，正处于幼小衔接的关键

阶段，户外活动是体育教学重要构成部分，是促使大班幼儿掌握

基础运动技能，提高体育运动能力的有效途径。总而言之，大班

幼儿户外活动的主要特点，主要包括活动场所不固定、活动具有

危险性、活动内容缺少趣味性、教师指导和关注不足等。

2.2户外活动的不安全因素

相比小班幼儿来说，大班幼儿更加活泼好动，并且十分喜

爱户外活动，但当前幼儿园组织户外活动的过程中，虽有多名

教师参与，但仍然存在诸多不安全因素，特别是针对缺少自我

保护能力的幼儿来说，安全问题对其是潜在的威胁。所以，为

有效培养大班幼儿户外活动中的自我保护能力，需要明确户外活

动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在此基础上采取科学性和针对性的防范方

法与策略。首先，大班幼儿自我约束能力相对较差，对自身的

行为把握和约束能力不足，在与同伴共同参与户外活动的过程

中，无法预估同伴的行为，玩耍打闹中容易发生争执和拉扯，

对该行为的危险性和后果预知不足，导致出现意外情况。其

次，幼儿体质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虽然均处于幼儿园大班，但

每个幼儿的体质能力有明显差别，许多幼儿由于身体发育水平相

对较差，容易在嬉笑打闹中发生意外或受到伤害。最后，教师

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每个幼儿身上，教师需要负责户外活动的组

织和引导，并且与家长沟通交流，十分容易出现稍不留神则发

生意外的情况[2]。

3　大班幼儿户外活动中自我保护能力差的原因

3.1 身心发育不成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幼儿虽然进入大班，但心智发育仍然不够成熟，在参与户

外活动过程中，不具备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自我约束与管控

能力，十分容易在外界因素和环境的影响下出现意外事故。且

许多幼儿由于生活经验较少，但好奇心较强，对周围事物具有

强烈探索欲望，通常做出的许多行为是基于无意和好奇，对自

身行为后果的预见性不足。主要原因与幼儿年龄较小、身心发

育不成熟具有关联性，且心理相对脆弱，受到错误影响较大，

难以形成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3]。

3.2家长保护过度，且未及时引导教育

当前幼儿大多为家庭中的核心，长期以来，父母和长辈均

围绕着幼儿，过度注重养育和保护，无论是在家参与室内活动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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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在户外活动过程中，家长均会最大可能的避免幼儿出现意外

事件，消除任何可能影响安全的因素，进而给予幼儿最大的保

护。然而大班幼儿正处于独立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家长的过

度保护必然会降低幼儿参与户外活动时间，导致幼儿难以形成较

强的心理与挫折承受能力，在日后面对不良事件和挫折时，十

分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反而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健康成长。

3.3 成长环境复杂化，危险因素相对较多

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不仅为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也

衍生更多安全隐患问题。幼儿在成长过程中，较易接触到水

电、煤气、火等危险因素，然而对于幼儿而言，这些新鲜事

物往往具有很强吸引力，加之自身生活经验相对匮乏，若家长

无法及时发现，容易产生安全事故和问题。此外，当今社会发

展中，倒卖人口、拐卖儿童情况仍然存在，不仅影响社会稳定

发展，若缺少家长和教师的正确引导，幼儿亦容易受到欺骗，

继而发生不可挽回的恶性事件[4]。

4　大班幼儿户外活动中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策略

4.1组织集中教育

大班教师在组织和开展户外活动的过程中，应密切观察幼儿

的实际状态，对其开展安全教育。大班幼儿伴随年龄增长，对

教师的话具有一定理解能力，通过教师讲解安全隐患，能够使

其对危险事物有所了解。当前许多幼儿园均采取分区设置，不

同玩耍区域的安全隐患有所差别。所以，教师可以采取大班幼

儿集中教育的方法，分别带领所有大班幼儿到每个区域进行安全

问题讲解。例如针对滑梯区域，教师应为大班幼儿讲解如何正确

滑滑梯，要注意告知幼儿，不能从滑梯逆向向上爬，由于滑梯缺

少摩擦力，会出现脚滑而摔倒的情况。并且在滑滑梯的过程中，要

保证前一名同伴已经从滑梯底部起身，避免滑梯冲击而下对同伴

造成伤害。除此之外，教师可以在大班班级内设置安全教育角落，

在该角落中张贴各类安全隐患的图片，并配备文字，使幼儿在休

闲娱乐期间也可以学习安全知识。例如，告知幼儿红色圆形代表

禁止，绿色正方形代表正常，提示黄色三角形代表警告，使幼儿

在园内看到不同颜色和图形的标识，能够正确理解标识含义，并

树立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

4.2做好活动设计与选择

大班教师在组织其开展户外活动前，需要认真分析此次活动

潜在的危险因素，继而提前制定预警机制与防范对策，最大可能

降低意外事故发生，并且在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采取针对性解决

措施，降低意外事故对幼儿的伤害。并且在每次户外活动开始前，

教师需要重新为其讲解此次活动的注意事项与安全隐患，使幼儿

树立安全防范意识。针对大班幼儿来说，户外活动多种多样，教

师可选择性相对较多。在选择户外活动的过程中，应结合幼儿兴

趣，选择具有较低危险性的体育活动，使其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

能够提高运动能力，亦能良好的自我保护。例如，当前大班幼儿

十分喜爱老鹰捉小鸡、丢沙包以及拍皮球的户外活动，但是幼儿

园的室外活动场地相对有限，共同参与户外活动过程中必然会存

在拥挤的现象。所以教师可以采取分组进行游戏的形式，避免过

度拥挤。并且在活动前要告知幼儿遵守游戏规则，注意安全防

范，为其健康成长奠定坚实基础[5 ]。

4.3注重家园合作

大班幼儿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做好安全教育是使其

顺利步入小学生活的基础和前提，在培养大班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的过程中，教师应积极探索家园合作的培养模式，及时与家长

沟通交流，积极听取家长的建议，共同探讨符合幼儿成长规律

和发展特点的安全教育手段。为了提高幼儿园安全教育有效性，

可以提前发送问卷调查，由幼儿家长填写问卷，促使教师对幼

儿的身体素质水平和体育运动能力有全面了解，继而在幼儿户外

活动安全教育过程中加大力度，并采取差异化的教育方法。此

外幼儿园可以定期组织家长安全教育座谈会，引导家长帮忙出谋

划策，并使家长掌握安全教育知识，在家中开展安全教育，通

过家园合作，切实提升幼儿安全教育效果，有效培养其户外活

动中的自我保护能力。

4.4加强实践教育

在开展大班幼儿户外活动，自我保护能力培养的过程中，

可以借助户外实践活动开展针对性教育。一方面，教师可以借

助同伴友谊和感情，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每次开展幼儿园

户外活动过程中，相处较好的小朋友均会相互帮助在面对危险因

素时也会彼此提醒。所以通过教师指导同伴之间相互帮助，有

助于促进大班幼儿自我保护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可以组织大带

小的混龄户外活动，切实增强大班幼儿自我保护能力。在参与

幼儿园户外活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冒险、困难与刺激，需要

大班幼儿在户外活动中形成探险精神和克服困难能力。通常情况

下，小班幼儿面对困难时，通常会产生畏惧情绪而退缩，大班

幼儿在小班幼儿面前，往往更加勇敢，体现出大班幼儿身为哥哥

姐姐的良好风范。对此，教师可以组织混龄户外活动，通过大班

幼儿带领小班幼儿参与活动，培养大班幼儿良好的责任意识，使

其注意保护弟弟妹妹，在此过程中，小班幼儿活动积极性大大提

高，且大班幼儿会在保护同伴的过程中，增强自身的自我保护能

力[ 6 ]。

5　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大班幼儿开展户外活动安全教育，培养其

户外活动的自我保护能力，是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内容。然而培

养大班幼儿自我保护能力，并非带领其远离具有危险性的户外活

动场所，而是帮助其了解危险的存在，并掌握如何躲避的方法，这

样不仅能增强大班幼儿自我保护能力，同时也能培养其敢于挑战

和冒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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