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0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4)2022,4
ISSN: 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户外游戏对幼儿来说充满了吸引力，《幼儿园教育指

导纲要（试行）》指出：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游戏和体

育活动，培养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和习惯，增强体

质，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1 户外自主游戏活动是幼儿

园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幼儿自主

自发的活动，没有强制性的目标，幼儿在游戏活动时的

状态是活跃的、积极的、放松的。随着幼儿教育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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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入，金马幼儿园在课程游戏化建设进程中，始终

秉承“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为孩子一生的幸福奠定

素质基础”这一最根本的教育理念，以“学会求知、学

会共处、学会做事、学会生存”为课程构建主旨和指导

思想，以省级课题《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组织策略的实

践研究》为契机，积极探索适合金马幼儿园的户外自主

游戏组织策略，为幼儿创设一个自由、自主、创造、愉

悦的户外游戏环境，促进幼儿身体素质、社会交往能力、

创造能力等方面的发展。

一、梳理——自我剖析，直面问题

用访谈、问题征询等方式，对幼儿园户外游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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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剖析现状，梳理问题：

1、闲置角落多，利用不充分

传统的户外活动都是幼儿在老师的带领下到指定区

域开始游戏，一般分为集中和分散两种形式。即便是分

散活动幼儿也不会离开老师的视线，活动区域比较狭小，

幼儿都聚集在一起开展游戏。

2、品种单一，趣味性不强

传统的户外游戏材料一般都是“自制玩具”为主，

如纸棒、纸球、沙包等。各年龄段层次不明显，品种单

一，无组合，幼儿几乎每个星期都玩的是同样的东西，

趣味性不强，产生倦怠感，渐渐地对户外活动兴趣消退。

3、指导乏力，欠深入

大部分教师把幼儿的户外活动看成了幼儿自由玩耍

的活动，目标意识差，方法手段少，指导乏力，欠深入，

户外活动成了“看堆放羊”的摆设。另外还有些教师在

组织活动时重视形式，忽视幼儿体能、技能的训练，看

上去热热闹闹，其实只是流于形式。

4、幼儿缺乏真正的自由自主

“安全高于一切”的思想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教师心

中，户外活动时总担心孩子会出现各种安全问题，这些

担心束缚住了教师的手脚，对幼儿过度保护，在幼儿选

择材料、玩伴、游戏方式、操作规则时都实施了一定程

度的控制，无形中扼杀了幼儿游戏时自由、自主、创新

的权利。

可见，无论是户外运动区环境的创设，材料选择与

投放还是组织形式、指导方法等都未能给予幼儿自主选

择、自主安排、自主探索的机会，从而影响了幼儿参与

的兴趣，活动效果大打折扣。

同时，金马幼儿园所处苏南农村，快速的农村城镇

化建设步伐导致自然村越来越少，许多家庭的居住形式

由原来的独门独户变成了小区高楼，无形中使幼儿接触

户外、在户外游戏和活动的时间逐渐减少，孩子们常常

在家看电视、玩电子产品、玩玩具看书，很少在空气新

鲜、阳光充足的户外进行游戏。

二、行动——合理规划、丰富区域

1、开辟适宜的活动场地

户外场地是幼儿开展户外活动的场所，它是承载孩

子发展的环境资源。但由于在传统户外活动模式的约束

下，金马幼儿园有大片的草坪、树林、土坡、沙池，绿

化面积达 7500 多平方米，这是金马幼儿园的优势所在，

但都没有被充分利用。园方通过成立“户外游戏研讨小

组”，根据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和条件，向家长与幼儿发放

《户外游戏场地规划亲子意见征询书》，意见征询包括区

域创设、材料投放、游戏玩法等，研讨小组对征询的意

见进行梳理，结合幼儿园的课程和幼儿发展特点，对幼

儿园的户外场地进行了整体规划，创设了运动型、情境

性相结合且各具功能的八个大区域：“生活体验区”、“创

意区”、“绳网挑战区”、“滚动区”、“架构区”、“野战

区”、“建构区”、“运动区”。每个大区由若干个小项目组

成，如：一区的“生活体验区”，涵盖了烹饪、露营、表

演、种养殖基地等项目。每个区域遵循自然与废旧、层

次与发展、低结构与开放性的原则，投放了种类丰富的

游戏材料，充分满足幼儿的年龄特点、动作发展以及游

戏兴趣等需要。这些区域可以同时容纳全园幼儿的活动，

扩大了幼儿活动范围，改变了原来多人密集游戏的局面。

2、提供多样的游戏材料

玩转低结构材料。低结构材料越来越被一线教师认

可，究其原因是低结构材料本身就具有材料的稳定性和

探索的多样性，它没有特定的功能和玩法，幼儿可以自

由地组合、操作、改变。金马幼儿园在各个户外活动区

中也投放了不少低结构材料。例如在建构区中投放：牛

奶盒、药盒、纸巾盒、牙膏盒等大小不一的盒子以及奶

粉桶、铁质饼干盒、旺仔牛奶罐等瓶罐类材料，各年龄

阶段的幼儿可以结合生活经验进行建构。活动中幼儿通

过不断地组合、创新搭建了“家”、“城市”、“校园”等

建筑，提高了幼儿的创造性和想象性，促进了幼儿发散

思维和复合思维的发展，提高了幼儿活动的兴趣。

废旧材料巧利用。金马幼儿园的每位教职工一直秉

承着“就地取材、物尽其用”的观念，以“低成本、高

效益”为出发点，杜绝“伪废物利用”，在投放户外区域

材料时，她们发动家长，一起回收废旧物品，将轮胎、

水管、易拉罐、油桶等废旧物品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的

身心特点，经过“改头换面”变成新的、具有教育价值

的活动器材。例如，轮胎刷上油漆后变成了漂亮的围栏、

吊床吊椅上的小座椅；易拉罐变成了保龄球、梅花桩；

油桶变成了攀爬架上的辅助物、跳跃的障碍物、有的幼

儿还独立地在能在油桶上自如地行走……废旧材料的融

入使得户外活动区中的玩具更具有可玩性、耐玩性、趣

味性，小朋友们都爱不释手。

一物多玩趣味强。一物多玩、创造出新颖、独特的

各种玩法，是训练幼儿发散思维，发展幼儿创造性思维

的良好途径。放手让幼儿探索，鼓励幼儿玩出新方法。

例如材料“橡皮筋”，幼儿有的用来跳、有的用来钻。金

马幼儿园大班的一些孩子迁移生活经验，将橡皮筋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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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玩起了“木头人穿越红外线”的游戏，他们自己

设定游戏规则，自由组合玩伴，一条简单的橡皮筋在孩

子们的眼里变得有了生命，不变的材料，多变的玩法激

发了幼儿进一步探索的欲望。一物多玩可以由一人到多

人，由无序到分组竞赛，由单一玩玩具到两三种玩具结

合起来玩，总之，玩具、材料在幼儿手中玩“活”了，

也玩“火”了。

三、研究——组织实施、不断调整

在幼儿户外自主游戏的组织实施过程中，金马幼儿

园的教师们边实施边研讨，不断调整和完善组织策略，

在尝试和探索中汲取成功的经验和方法。

1、开放自主，创造愉悦的混龄区域活动

在课程游戏化精神引领下，以课题研究为依托，在

全力打造适合金马幼儿园孩子户外活动的游戏环境的同

时，积极探索具有园所特色的混班混龄户外区域活动，

根据户外自主游戏区域分布情况，制作了户外区域规划

表、活动安排表、区域负责人安排表等等，每个大区的

活动班级由大中小按照比例进行安排，各班以一个礼拜

为周期在八个大区轮流活动，活动中打破年龄和班级界

限，以大、中、小班混班混龄模式开展户外自主游戏，

孩子们在活动大区域自由选择小项目游戏，在奔跑、跳

跃、嬉戏、玩耍的过程中，锻炼基本的动作技能，增强

自身的平衡能力、协调性、灵敏性、力量、速度、耐力

和柔韧性等身体素质，在自由支配游戏材料和选择同伴

的过程中，积极探索、想象、创造、合作、解决问题，

满足幼儿自主自发性活动的需要，充分体现了“自由、

自主、创造、愉悦”的游戏精神，幼儿园已然成为了孩

子们今天来过，明天还想来的乐园！

同时，在户外自主游戏的组织实施过程中，责任明

确、定点到人，每个年级组分管若干个大区，由年级组

长任“区长”，每个小游戏项目由一名教师担任“指导

员”，“区长”统筹大区的创设、场地安全、设备维护、

物品的整理、材料的归放等，“指导员”则负责项目的组

织、游戏的指导和幼儿行为的观察。同时，制作户外区

域规划表、进区活动安排表、区域负责人安排表等等，

每个大区的活动班级由大中小按照比例进区游戏，各班

以一个礼拜为周期在八个大区轮流活动。

2、回归自然，回归“农耕”的种养殖活动

陶行知先生说过：“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

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

的书本是死书本。”可见，教育必须源于生活，归于生

活，脱离了生活的教育只能是空谈，缺乏实际意义。作

为一所农村乡镇幼儿园，在陶行知先生教育理论的引领

下，充分利用幼儿园现有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亲近自

然、体验生活的活动，金马幼儿园有上百棵不同品种的

树木是孩子们的乐园，“赏花节”时，桃花林落英缤纷，

石榴花红艳似火，孩子们在树下嬉戏、合影；“采摘节”

里，桂花飘香桔子红，孩子们采摘品尝、制作桂花糕，

酸酸甜甜满是收获的滋味。每学期，园内还以“守护绿

色”为主题进行“班级树”认养活动、亲子植树活动，

各班自由选择班树进行挂牌认养，和爸爸妈妈一起为幼

儿园种植树木，在爱绿护绿中更好地激发幼儿环保、关

爱、负责的美好品质。同时，幼儿园还充分利用户外绿

化面积大的优势，开辟“开心养乐多”种植园地和养殖

基地，并创设极具班级特色的户外植物角，在这里，孩

子们播种、施肥、浇水、捉虫、收获，饲养各种小动物，

观察记录动植物的生长过程和变化，回归自然、回归

“农耕”的种养殖活动，强调幼儿的亲身参与，引导幼

儿从最直观、最生动形象的大自然中习得各种知识、发

展各种能力，让幼儿在亲历式的体验活动中感受悠悠自

然情、浓浓生活趣。

3、民间游戏，彰显乡土气息的亮点活动

众所周知，如今的孩子不愁吃不愁穿，家长最关心

的是孩子是否快乐、是否健康。为此，金马幼儿园的教

师们经过收集、整理、筛选，再进行归纳、梳理，挖掘

出中华民族传统的游戏——民间体育游戏，融入到各个

活动区内，优化活动内容。

民间游戏不需要准备大量的材料，也不需要很大

的场地，可以随时随地地开展。金马幼儿园的老师们遵

循“随时随地、玩伴随机、减少等待、消除倦怠”的原

则在组织幼儿户外时开展民间游戏。针对幼儿在活动时

出现的倦怠感以及排队游戏的等待现象教师们会组织幼

儿开展类似“老狼老狼几点了”、“丢手绢”、“老鹰捉小

鸡”、“小鱼小鱼快快游”、“拉大锯”等游戏。

民间游戏的开展不仅丰富幼儿的户外游戏内容，在

民间体育游戏中发展幼儿跑、跳、平衡等动作，促进大

肌肉发展；在民间区域游戏中发展幼儿手眼协调性等，

促进小肌肉的发展。幼儿通过模仿、协调、比赛，学会

与同伴合作、解决问题，培养孩子不怕困难、友好交往、

乐于助人的学习品质。

4、户外学习，将资源的利用纳入课程建设

虞永平教授曾经指出：幼儿园课程就是做事，做

符合幼儿需要的事、适合幼儿天性的事、幼儿力所能

及的事、幼儿能感受挑战的事、幼儿能感受到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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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幼儿能做有思维参与的事。金马幼儿园在户外自主

游戏的组织实施过程中，将园内的户外自然资源、环境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纳入课程建设之中，营造园本特色的

教育生态，对户外课程资源进行梳理，围绕“我们有什

么？”“已经做了什么？”“今后还能怎么做？”这三个

问题进行课程审议，形成园本特色课程 / 项目，如：“开

心养乐多”种养殖项目，孩子们规划菜园子布局、商量

菜园种些啥？哪些适合这个季节种植？这些植物怎么

种？回归自然、回归“农耕”的种养殖活动，强调幼儿

的亲身参与，幼儿在播种、施肥、浇水、捉虫、收获、

饲养各种小动物、观察记录动植物的生长过程和变化的

过程中，在亲身的体验中，习得知识和经验，获得能力

的提升。

四、结语

在户外自主游戏改革的过程中，教师从质疑、顾虑、

观望到积极尝试，从游戏的管控到学着慢慢放手，“闭上

嘴巴管住手，睁大眼睛竖起耳”，课程游戏化理念已逐

渐渗透到教师的教学行为之中。孩子们的状态和能力也

在发生着变化。但户外自主游戏组织策略的探索是一个

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未来的路还很长，还需要我们遵循

幼儿的发展规律，坚守“儿童在前、教师在后”的原则，

在不断的“引领”和“反思”中，提升教师户外自主游

戏的组织和实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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