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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儿童天生就知道在大自然中进行游戏，但是现

代社会中的钢筋水泥与橡胶草坪似乎将儿童与大自然割

裂开来，更不要说让儿童在大自然中进行游戏。自工业

革命开始，社会现代化的脚步就不曾停下，与此同时，

城市化与工业化也在不断发展，电子产品成为日常生活

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与自然渐行

渐远，他们逐渐远离了江河湖泊、山川大海。[1] 因此，

年幼的儿童相较于他们的前人与自然的联系已经越来越

少，更别提在自然中探索、游戏。让儿童重归自然游戏

活动在工业化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

一、相关概念

1. 自然

在中西方，“自然”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自

然一词最早是由老子所提出，其后不断发展。自然在词

源学上源于拉丁文的“nature”和“nasci”，其含义为整

个物质世界的客体与表象。从各种词典中寻找自然的词

源学的解释来看，他们的含义基本相同。《文史哲百科辞

典》[2] 是这样解释的：“自然是指非人为的或相对于人类

社会而言，不受人为干扰而存在的状态，即离开人的意

识而独立存在的事物的原来状态。另外，在指客观事物

的具体对象时，自然是指处在宇宙万物、天地山河、生

物之类事物。《当代汉语词典》[3] 的解释较为全面，即：

①天然，非人为的。如：自然景色。②不经人力干预而

自由发展。如：自然消亡。③不勉强，不拘束，不呆板。

④犹当然。因此，本文所说的自然是指没有人的力量加

成，在世界上自己存在或在宇宙中自动形成的所有存在

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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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游戏

关于自然游戏这一概念和“游戏”一样，并没有一

个统一的并且被大众普遍接受的界定。根据自然的概念，

自然游戏是指在含有自然元素的室外空间进行的各种游

戏形式，与游戏设施一起进行沙子、水、树木和树叶等

可利用的室外环境中进行的游戏，以及在非人为设计的

空地、公园、森林等环境中进行的游戏活动。通过这种

在自然中的游戏，幼儿运用五感来体验、认识和探索自

然，亲近自然。

二、自然游戏活动的价值

卡普捷列夫在其《教育心理学》一书中曾经提出：

“儿童应从小长时间接触、亲近自然，并尽早形成对自

然的印象；只有亲眼看过日出日落以及月亮的变化，才

能体验自然给予心灵的激荡与感触。”卢梭也曾提出：

“儿童是大自然的学生”，三岁以前的儿童应该生活在乡

下，因为乡下更接近大自然。[4]

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存在一种“自然缺失症”的现

象，其原因是现在的儿童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大城市中，

他们并没有失去自然，因为他们不曾拥有过。“自然缺失

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医学诊断出的结果，而是教育工

作者通过长期观察与研究发现儿童因为远离自然，可能

会产生感觉迟钝、注意力不集中、生理和心理疾病高发

等各种表现。[5]

能够感受自然的魅力并在其中自由玩耍的儿童，不

仅能够提升自身的审美水平，还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

儿童需要通过自然游戏来开发他们的器官、培养他们学

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自然游戏能够让儿童与自然的互动

更丰富，让儿童在心智、身体和情感上都投入其中。自

然游戏对儿童的发育结果有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想象

力、创造力和戏剧玩耍的认知领域。[6] 想象力、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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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戏剧性是儿童发展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们通过让孩子

发展复杂的思维来帮助他们发展周围的世界意识，情商

和社交技能。

1. 丰富儿童对自然的认识与生命体验

大自然是未经雕琢的游乐园，是心灵的栖息地，哪

怕是最简单的自然游戏，也能让儿童获得与城市游乐场

截然不同的体验，通过自然游戏，儿童不仅能领略自然

的神奇、生命的伟大，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儿童

在逐渐感知并建立起自我与世界的链接。

与被现代社会困顿的儿童相比，被自然感染的儿童，

更具活力，身心也涌动着蓬勃的力量。当与自然的相遇

是直接和日常的，幼儿就会把自然中的生命体当作一个

生命来看待和珍视。因此，教育应向大地扎根，向自然

靠拢；儿童更要回归自然，和自然做游戏，在与自然互

动的过程中，体验游戏的趣味性与愉悦性，感受自然的

美妙与和谐。

通过自然游戏，幼儿有机会使用五感来体验、认识

和探索自然，亲近自然。[6] 更何况，自然游戏是利用自

然物本身进行游戏，让幼儿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经历

与亲近自然的同时，拥有了确认有生命的事物存在及其

价值的机会。

自然所包含的山川湖河、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以及

游鱼爬虫都具有无与伦比的美；也是世间所有美的发源

地，是不经修饰便能令人心驰神往的圣地。自然滋润着

万事万物的生命，陶冶人的心灵，让儿童回归到自然的

怀抱，与自然游戏，不仅能够真切感受它的大美与灵气，

也能逐渐培养出质朴的浪漫情怀，滋生出以感动生命为

基调的审美情趣。

而且，在自然中进行游戏，儿童能够积累大量与自

然有关的经验，经历与工业现代化社会截然不同的故事。

不仅如此，在长时间与自然的接触之中，儿童可以获得

对自然界中动植物发展的直觉。这些能够激发儿童对自

然的保护欲，了解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更能激发儿

童今后因同情心与同理心而不断探究并保护自然的动机。

随着儿童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早期所拥有的自然

游戏的经验会转化为了解、探究更多更深入有关自然知识

以及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的热情。当他们了解、认

识到目前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巨大鸿沟，即环境污染日渐严

重，生态逐渐失衡，这些冲击与幼时所形成的浪漫情怀形

成强烈的反差，这将激发他们对自然的关心和爱护。

2. 促进儿童感觉器官的发育和生理发展

儿童的身心发展始于感官所受到的刺激，儿童通过

游戏了解周围世界的相关知识，掌握技能、态度，进而

带动身体、智力和社会情绪的发展。

由于接触环境、安全、时间和竞争利益等多种原因，

儿童沉迷电子产品、学业负担加重，儿童获得与自然接

触的机会持续减少，在强调认知发展的教育环境中，幼

儿教育也通过开发运营以室内活动为主的项目，儿童大

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封闭的室内，这样的生活造成了儿童

肥胖、过敏、近视等健康问题。相比之下，农村的儿童

他们具有更加健康的体魄，儿童的生存、健康和发展离

不开自然。自然游戏无疑是儿童接触自然、徜徉自然、

浸润自然最好的方式。

社会生物学鼻祖爱德华 . 威尔森曾说过：“人类唯有

亲近生命才能活在进化的舞台上。”而且，处于成长阶段

早期的儿童具有“吸收性心智”，他们就像海绵一样吸收

周围的一切。自然具有适宜的温度、多元的环境和丰富

的刺激，能够吸引儿童主动进行游戏活动，从而促进儿

童感觉器官的发育与生理发展。

自然游戏之所以对儿童感觉器官的发育与生理发展

有促进作用，其一是因为自然环境的构成要素（空气、

水、土壤、温度等）相较于人造环境，更加适合儿童，

也更有利儿童的身心发展；其二是自然环境是动态的、

能够为儿童的自然游戏提供人造环境所没有的丰富多样

且温和的刺激；其三是自然游戏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游戏，

因为它发生在户外，发生在自然环境中；是非结构化或

结构松散的；并涉及与自然的交互作用。

3. 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等认知发展

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远比让儿童学习知识更

重要。因为知识是间接的、已知的、穷尽的，而想象力

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儿童期是想象力最丰富的时期，儿

童的游戏充满着想象力，而游戏过程中的开放、活力和

新鲜感对于创造力至关重要。在游戏中，儿童完全沉浸

在当下，他们的创造力得到了释放，变得快乐，充满活

力。

创造力的本质是人们改善生活的自然渴望，在自然

游戏中，儿童可以体验到最高层次的自我，体认到不断

改善、甚至变换的生活周遭。儿童的游戏活动是他们的

生活本身，即便儿童是独自呆在自然环境中，也能自己

找到乐趣。例如，小女孩会利用花草树木置办一桌丰盛

的家家酒；儿郎也能与一块石头、一只蚂蚁嬉戏不止。

自然中多样性的、生命性的或非生命行的存在成就了多

元、立体交互的互动游戏情景，在这样的环境中，儿童

能生成大量充满想象力、创造力的游戏，更能激发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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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力、观察力、创造力等认知发展。

自然游戏通过多通道的游戏方式强化儿童的想象力、

直觉力、推断力、同理心、爱心、动感知觉和感官察觉，

使他们更能欣赏和理解大自然。

4. 提高社交技能与自我调节能力

自然游戏还表现为能带来幼儿自我调节能力的提高，

幼儿在与同龄人合作中探索自然物，与同龄人积极分享

自己的心情和感受的经验，能够增强解决问题情况的自

我调节能力。在开放、多样的自然环境中游戏，能打破

性别、年龄和气质之间的栅栏，让儿童敞开心扉，勇敢

的表达自己的情感；能激发儿童的主动社交，与他人形

成亲密关系，儿童的社交技能与自我调节能力在这一过

程中能够逐渐提升。

儿童在自然中游戏，能缓解因接触环境、安全、时

间和竞争利益等所感受到的同辈压力与家庭压力。儿童

在自然环境中因自己独特的发现或心情的愉悦也能增长

其自信心，不断扩充自己的探索范围。儿童在从事自然

游戏活动时，可能更活跃、社交和心理弹性更大。

三、开展自然游戏活动的路径

游戏可以为儿童打开一道通往全新自我的大门，一

个更贴近自然世界脉搏的通道。在自然游戏活动中，儿

童会尝试更多新的想法与行为，会更加解放自己的天性。

没有儿童生来不喜欢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蓝天大

海，让儿童重归自然，在自然中做游戏，去体验人与人、

人与自然以及自然本身原有的和谐与平衡。

1. 改善自然游戏活动的物理环境

为了儿童积极地进行自然游戏活动，必须改善物理

环境，以建立更多的自然游戏活动场所，这将取决于社

会的关注和支持。可以考虑建立社区、幼儿园、家庭三

位一体的联动关系，借助、利用社区丰富多元的自然资

源，融入幼儿园的教育目标，以此丰富儿童对自然的认

识与生命体验，推进儿童自然游戏的开展。

2. 提升教师自然游戏活动技能

提供有关自然游戏的相关培训信息，增加教师的进

修机会，以便教师转变理念、创新思维、提升技能，能

够更积极地给儿童带来更多的自然游戏的机会。利用自

然资源进行游戏教学能增加游戏的趣味性，提升儿童的

积极性，让儿童在学中玩、玩中学。

3. 家园携手共育

开展家长学校教育活动和家园联动项目，让家长意

识到游戏以及自然游戏的重要性，并获得关于自然游戏

的实际内容和知识。在认同自然教育理念与理解自然游

戏活动的基础之上，陪同孩子走进自然、亲近自然，让

儿童在自然中进行创造性的游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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