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 (13)2022,4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225

民间游戏在农村幼儿园户外活动中的应用策略

吴文粹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光幼儿园　江苏　盐城　224001）

摘　要：游戏与幼儿是密不可分。在幼儿园教育中，户外的游戏活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户外游戏活动有着开放、自由的特点特征和广

阔、新鲜的游戏环境、游戏场地，进行户外游戏活动，不仅可以让幼儿亲近自然，还可以帮助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同时还有利于幼儿对世

界进行认知和了解。因此，本文主要以农村幼儿园为例展开探讨，阐述了其开展户外游戏的作用，指出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深入剖

析背后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合理的措施与对策，以期为提高幼儿园教学质量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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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mes	and	children	are	inseparable.	I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outdoor	game	activities	are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utdoor	game	activiti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and	freedom,	as	well	as	a	wide	and	fresh	game	environment	and	game	venues.	Outdoor	game	activities	can	not	only	

bring	children	closer	to	nature,	but	also	help	them	develop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healthy,	and	also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world.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rural	kindergartens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expounds	the	role	of	outdoor	games,	poin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and	then	deeply	analyzes	the	

root	causes	behind,	on	this	basis,	puts	forward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asures	and	countermeasure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some	help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kindergart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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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深受幼儿们的欢迎，它与兴趣特点以及身心发展规律相

一致，同时还是幼儿园常用的一种教学形式，表现出一系列的优越

性，例如操作难度相对较小，易学等，有助于提升孩子们的创造思维，

推动他们全面发展 [1]。农村地区有着自身的优势，幼儿能够进一步

接近自然，户外游戏活动是幼儿园一日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

还是他们接触自然界的一种有效途径。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尝试着搜集尽可能多的民间游戏，然后适当进行改造再将其与户外

活动相结合，以更好地调动孩子们的参与积极性，使他们积极投入

到活动之中。教师应当适当指导他们在活动中多与其它小朋友沟通，

学会各项技能，最终使他们得到全面发展。

1 民间游戏引入农村幼儿园户外活动存在的困境

1.1	民间游戏活动缺乏明确的目标

无论是哪一种教学活动，均需要具有自身的目标，确保幼儿

在游戏过程中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探索，使他们学会有关知识和技

能，最终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将民间游戏引入到户外活动中，也

应当设计清晰的目标，使得孩子们在参与活动过程中完成相应的任

务。然而，通过深入研究教学情况我们能够得知，到现在为止，幼

儿园尽管已经尝试着引入民间游戏活动，然而却暴露出一系列的不

足之处，例如流程化、形式化等，一般情况下，老师往往把民间游

戏视为户外活动的一种形式，而并未设计清晰的目标 [2]，从而导致

游戏开展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由于老师对于民间活动的认知水平

相对较低，往往会组织许多比较容易操作的游戏活动让孩子们活动，

然而，设计的目标比较模糊，使得民间游戏对培养孩子们的综合能

力起不到良好的作用。

1.2	民间游戏内容和玩法缺乏创新性

幼儿园户外活动之所以要引入民间游戏，就是为了利用多样

化的教学活动，使孩子们真正体会到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特点，一方

面可以有效调动幼儿的兴趣，另一方面还可以发挥出文化传承的功

能。民间游戏有诸多类型，然而，这些活动的内容以及玩法往往比

较固定，教师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单纯地进行全盘照抄传统形式，使

得活动玩法以及内容比较单一，这样一方面根本无法充分调动他们

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使得他们无法真正领会到背后的文化价值
[3]。通过深入研究农村幼儿园户外活动我们能够得知，通常会组织

孩子们参加“丢手绢”“跳皮筋”等传统活动，由此得知老师对于

民间游戏活动掌握的不是很多，孩子们重复参与类似的活动，其吸

引力肯定会大打折扣。因此，当前教师在开发运用民间游戏资源方

面做得不太好，创新不足，活动形式比较单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到民间游戏价值的体现。

1.3	民间游戏材料和配套设施不足

户外游戏活动主要是为了锻炼孩子们的体质，幼儿园必须具

有足够的场地，以便于孩子们参与各种游戏，到现在为止，幼儿园

设置了一些现代活动器械，例如滑梯、平衡桩等，民间游戏相关的

设施非常稀少，从而阻碍到该类活动的顺利开展。特别是对于农村

地区的校园，由于受制于经费、建设进度等诸多因素，游戏设施严

重不足，在民间游戏融入户外活动中，能够充分调动孩子们积极性

的实物器材就更加稀少了 [4]，例如，“躲猫猫”这一活动中缺少相

应的掩体等材料使得活动的趣味性严重不足。因此，由于民间游戏

的相关设施缺乏，同时活动场地不够宽敞，使得有些活动的效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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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折扣。

2 民间游戏引入农村幼儿园户外活动的困境原因分析

2.1 教师因素

首先，农村幼儿园中新授教师较多，工作经验不足，在这种

形势下，他们常常会采用传统教案来进行教学，为了避免犯错，选

择许多常规活动，以确保活动顺利开展。这样尽管能够充分保障幼

儿的安全，然而，其中却很少融入创新元素，最终导致孩子们不能

产生主观行为动机 [5]。其次，这些校园中从业人员存在着比较严重

的职业倦怠问题，同时他们很少研究民间游戏活动，再就是由于他

们的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较低，根本不知道怎样发挥民间游戏

活动的作用来推动孩子全面发展。不难看出，由于农村地区幼教条

件相对较低，从业者认为个人没有能力对民间游戏进行改造，继而

在户外活动中也缺少了对游戏课程的开发与实施。通过面对面访谈

发现，有些老师认为学校开展户外活动过程中的重点任务是确保幼

儿的安全性，尽管会组织孩子们参加许多民间游戏，然而却没有获

得良好的效果。

2.2	幼儿园因素

到现在为止，农村幼儿园在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难题，

不管是幼儿家长或者整个社会均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学校仅

仅需要将孩子的生活照顾好即可，并未充分认识到其应有的育人功

能 [6]。受此影响，幼儿园在组织许多活动过程中暴露出一定的功利

性，一般不会充分考虑孩子们的需求，一味地追求盈利。例如，通

过面对面的访谈能够得知，部分老师表示幼儿园会定期组织民间游

戏的表演活动，通过这种方式赢得社会以及孩子家长的肯定，表现

出较为突出的功利性，却忽略了孩子的兴趣。不仅如此，农村地区

大部分幼儿园的教师配备相对较少、硬件落后，配备的民间游戏相

关材料严重不足，同时在这方面的投资相对较少，把大量经费投入

到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上。

2.3	社会因素

首先，农村的教育主管单位不注重幼儿园建设，同时一般不

会安排教师进行培训，使得学校不管是在硬件方面还是在软件方面

均比较滞后，根本不能为组织民间游戏活动创造合适的环境。其次，

近年来，信息化日益推进，导致幼儿很早就接触电子产品，一些幼

儿热衷于蹲在屋内玩电子产品，对于户外活动尤其是传统游戏没有

多大兴趣，受此影响，使得常规的民间游戏根本不能发挥出培养孩

子智力的功能。

3 民间游戏在农村幼儿园户外活动中的应用策略

3.1	丰富民间游戏活动形式

到现在为止，幼儿园组织的民间游戏的玩法以及内容比较单

一，根本不能激发孩子们的参与积极性。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教师

应当尝试着合理地整合相关资源，在充分兼顾到教学目标的基础上，

选择合适的民间游戏，然后引入到孩子们的活动之中，以有效提高

活动的成效。民间游戏比较接近大自然，背后蕴含着一定的传统文

化，这些活动往往容易操作，同时还有着良好的互动性以及趣味性
[7]。因此，老师应当广泛搜集各种类型的民间游戏，全面掌握它们

的特征以及形式。在此基础上，以课程游戏化理念为指导思想，在

开展户外活动过程中引入民间游戏的形式与内容，把它们与幼儿教

育有机结合在一起，进一步促进孩子们的沟通与互动，使他们充分

体会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使民间游戏与幼儿户外活动融合教学的优

势得到充分发挥。

3.2	优化民间游戏运用方法

教师应全面了解民间游戏的具体特征，设计科学有效的民间

游戏运用模式，提高民间游戏户外活动的效果 [8]。教师可以尝试着

安排传统民间游戏，例如石头剪刀布，通过这项活动来培养孩子们

的思维，同时使他们从中收获到欢乐，促进他们全面发展。在活动

开始以前，进行换位思考，也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进行分析，想一

下对方要出什么，然后确定自己要出的手势，确保自己能够获胜。

另一方面，指导他们通过参与活动总结规律，使他们养成积极思考

的良好习惯。不仅如此，在活动过程中，教师还应当最大限度地挖

掘其内涵，引导他孩子们自主活动，尽可能地提升他们的参与度。

例如，在组织幼儿参加老鹰捉小鸡游戏时，指导他们彼此密切协作，

使母鸡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尽可能地保护小鸡的安全，让孩子们

灵活应对，防止被老鹰抓住，更好地培养他们各方面的能力。由于

幼儿体力相对较差，因此教师还需要设计较为合适的休息时间，防

止孩子们在活动过程中发生体力不支的现象，形成有效的民间游戏

运用方法。

3.3	改编创新民间游戏活动

到现在为止，幼儿园在开展民间游戏活动过程中，活动内容比

较陈旧、脱离了社会发展，鉴于这一方面的原因，幼儿教师应当以

现代教育思想为指导，合理地改编民间游戏形式与内容，与当前的

社会生活相一致，以有效提升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9]，在此基础上，

通过比赛的方法来调动他们参与的热情，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例

如，民间游戏活动踩高跷，这一项目能够培养孩子们的协调能力、

勇气等，但是，孩子的体力限制，因此会影响到这一活动的顺利进

行，因此老师可以尝试着对其进行适当改编，尝试着开展亲子实践

活动，为孩子们准备有关活动材料，使他们在家长的支持下制作高跷，

为亲子沟通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使他们的动手操作能力得到锻炼，

通过参与高跷的制作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形成新型的民间游戏户外

活动。不仅如此，具体组织游戏过程中，为充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教师还应结合各种活动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防止孩

子们在参与过程中发生事故，构建完善的民间游戏创新模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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