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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活动的多角度开展对策分析
杨煜鑫

（威海市环翠区恒大幼儿园，山东 威海 264200）

摘要：随着课程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有效教育的研究逐渐成为各学层的重点。对幼儿园教育来讲，户外自主游戏活动是其中的重

点探索内容，其对于幼儿多元认知以及素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导致游戏活动的教育效果

难以被充分发挥，幼儿也难以在兴趣的支持下主动加入。基于此，教师需要重视自主游戏活动的开发，结合新时期的教育要求，落实有

效措施，借此来推动幼儿教育发展，为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打造全新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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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素质教育的关键组成部分，幼儿教育对幼儿整体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在这其中，户外自主游戏是关键内容，而关于这一

内容的研究也成为提升幼儿教育效果、推动幼儿教育发展的重点所

在。但传统教育理念下的户外游戏活动受多种因素的限制，难以充

分发挥自主游戏的价值，导致幼儿的参与兴趣较低，难以主动加入

游戏过程。基于此，教师需要把握户外游戏活动的研究必要性，并

找到其中存在的不足，随后针对这些不足落实有效措施，从而开展

更为有效的游戏活动，促使幼儿多元能力以及认知的发展。

一、对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活动研究的必要性

（一）促使幼儿多元发展

在全新的教育背景下，幼儿整体素养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幼

儿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多数教师转变自身

的教育思想，开始重视户外教育的研究。一般而言，多数户外活

动包括主题明确、活动目标把握、活动方案制定、落实以及评价，

通过这样的开展形式，幼儿会在活动中体验乐趣，从而在兴趣的

支持下主动加入活动过程，实现自我多元能力的发展。

（二）拓展活动空间，丰富活动内容

一些幼儿园受自身教育情况、教育资源的限制，不能在活动

空间、活动内容上幼儿带来更多的体验，而通过相关内容的研究，

利于教师开展更为有效的户外自主游戏活动。在全新教育理念的

引导下，教师对户外活动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且对活动的不同环节、

意义有更为清晰的认知，这对于之后户外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作

用，可以在保证幼儿参与兴趣的同时，进一步达到新时期下的教

育目标。

二、当前幼儿园自主游戏活动中存在的不足

（一）户外活动形式较局限

当前，随着教学理念的进一步完善，各种有效的理念以及教

育引导思想进一步推动了幼儿教育的发展，如户外自主活动的开

展为幼教的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为此，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重

视户外活动的开展。但在实际的开展过程中中，受教师自身教育

理念的限制，户外游戏更多的是教师全程为主导，不是幼儿自主、

自发、根据自己意愿开展的，所以这里违背了“幼儿在前教师在后”

的放手追随、发现儿童的教育理念。

特别是现阶段幼儿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他们对事物的认知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过于单一的户外活动及高控的方式导致幼儿

不爱学、学不会、不理解。幼儿的兴趣没有被调动起来，学习效

率自然不高，户外活动对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价值也难以被充分

体现。

（二）户外活动目标不开放

在幼儿教育阶段，教师开展户外自主活动的主要任务是为了

强化幼儿的各领域的认知，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团队规则

意识、思考探索过程、解决问题方法等，从而实现综合发展。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教师在《指南》的指导下确定幼儿在实

际年龄阶段的发展特点来衡量户外自主游戏开展的有效性，户外

游戏的环境和材料也要随着幼儿游戏水平的提升进行调整。实际

上，通过相关的资料来看，多数教师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仅是围

绕活动主题开展相关的户外活动，活动空间局限不说，活动内容

也较为枯燥，导致户外活动难以顺利进行，幼儿的认知也得不到

很好提升，新时期下的户外活动开展目标难以实现。

三、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活动开展的对策

（一）重视游戏材料的选择

户外自主游戏的开展需要教师紧紧围绕幼儿的心理认知特点、

行动能力等因素，通过这些内容的研究，在游戏材料的选择上要

遵循生活化、低结构的原则，来增加游戏材料的多变性和可塑造性，

切实提升他们的参与意识，从而改善之前户外活动中幼儿不愿参

加、活动单一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沙水和积木是幼儿永远玩不

腻的游戏材料的原因。

立足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幼儿教师在活动开展之前重视游戏

材料类型的进行甄别筛选，尽可能选择一些趣味性强、能够提升

幼儿创造兴趣、符合不同阶段幼儿认知的游戏材料，以此来确保

活动的顺利开展。不仅如此，幼儿教师同样需要站在户外自主游

戏的运用价值进行分析，这样可以在把握幼儿认知情况基础上，

打造材料联动、整体培养的户外自主游戏的形式，确保幼儿整体

认知的发展。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户外自主游戏中幼儿的经验

以及掌握技能越来越丰富，且他们在活动中的表现，也是存在差

异的。同高结构材料相对应的是低结构材料在区域活动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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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是幼儿自主发起的，活动需要结合幼儿的兴趣以及需求

为基本导向，进一步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和发散思维，这一过程

可以引导幼儿重构该材料的玩法以及用途，其想象力以及创造力

得以发展。

例如，“熊出没”这一动画片在幼儿口中仍处于顶流的存在，

一次的户外活动中，将动画中故事、人物、材料被幼儿巧妙地迁

移到了游戏中，在没有教师任何主导和分工的情况下，幼儿根据

动画情节分配角色，借助平衡木板、玩具运送拖车、大型拼插积

木、玩具箱等游戏材料来代替伐好的木材、运送车、伐木的电锯、

监督台等，将生活经验在游戏中体现得淋淋尽致，这是一场不是

在特定表演区进行的一场非常完美的角色表演，幼儿将这些低结

构材料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功能，同时也启发我们对户外活动的区

域名称的反思，如：搭建区、运动区、平衡区等，难道积木只能

拿来搭建、平衡木材料只能用来练习平衡吗？通过对孩子表现的

记录分析，我们最终将这种带有功能限定的区域名称用材料名字

来代替，采用了积木区、滚筒区这些材料命名的区域，将这种功

能局限性打破。

（二）侧重游戏前安全教育，强化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以安全教育为主题的游戏，可以强化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使其意识到安全出行、遵守规则的重要性，这对于塑造幼儿健康

人格具有重要作用。结合目前的形式来看，生活中存在较多的安

全隐患，从幼儿时期对其进行安全教育，能够树立他们正确的认知，

进一步丰富教育内涵。而游戏又是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将其与

安全教育进行融合，能够强化他们的安全意识，达到“寓教于乐”

的效果。

例如，在游戏活动开展之前，为了确保游戏的顺利开展，并

保证幼儿的安全，教师需要带领幼儿熟知游戏环境、所需游戏材

料以及游戏规则，幼儿的认知能力并不成熟，教师若不能表达清

楚游戏规则，很容易影响游戏进度，甚至影响幼儿的安全。为此，

这一环节的落实在保证游戏进度的同时，能够强化幼儿的安全意

识。如，在进行“娃娃家”游戏时，考虑到各季节在户外游戏区

域环境中安全因素，如夏季草地上蚊虫较多，为了尽可能地保证

户外自主活动的顺利进行，教师可以设计蚊虫驱赶、除草的活动。

在活动之前，教师需要为孩子们做好防护措施，如为孩子们贴好

驱蚊贴、提前将水多的区域清扫，避免蚊虫对孩子带来的伤害。

再次，教师也可以设计座椅板凳安全系数调查的集体教学活动，

引导幼儿一起识别、处理，看其中是否存在钉子外漏、连接松动

等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幼儿自我保护意识，切实提升游戏安

全性。再如，教师对游戏安全规则、游戏材料的正确使用的叮嘱

强调，也是保证幼儿在户外游戏中有质量进行的有效措施。

（三）借助体育教学，提升自主游戏中幼儿最大化的自我保

护意识

幼儿园游戏活动有多种，为了确保活动的有效进行，体育游

戏作为户外自主游戏中的一种补充，可以让幼儿在活动中获得快

乐，在快乐中实现身心健康发展。为此，教师需要结合幼儿的认

知特点，以及户外游戏中对幼儿游戏行为观察记录时出现的错误

动作行为以及动作的合理运用进行记录整合，并落实转变在体育

教学中的针对性活动，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游戏设计。例如，为了

规范幼儿的动作，教师根据每日户外自主游戏时拍摄的大量案例

进行分析，掌握他们在游戏活动中存在的动作、姿势等的不足，

并落实有效措施。如，一些幼儿在进行高空跳跃动作时，较容易

出现膝盖着地、没有缓冲的情况，为此教师可以将相关的技术动

作演示，或者将动作拆分，引导幼儿掌握基础的活动动作，保护

他们的安全性，降低他们的损伤几率。再如，幼儿在进行投掷类

游戏时，一些孩子的整体手脚协调能力较差，为此教师可以设计

益智类游戏，让幼儿在自主愉快的户外游戏中得到更好的认知发

展和水平提升。

（四）引入生活材料，培养幼儿创新思维

在户外活动中，教师同样需要重视幼儿正确价值理念以及认

知的培养，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活动中教师要把握学习资源

的运用，通过设计活动材料，促使幼儿动手能力、探究意识的发展。

来自于生活中的材料可以实现旧物利用的效果，同时也可以在这

一过程中培养幼儿的应用意识，充分体现活动育人的价值。合适

的活动材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调动幼儿的参与主动性，这也充分

说明材料是户外活动开展最基本的保障。材料的选择可以从以下

几点思考，首先，侧重活动主题区域的明确，例如，涂鸦区生活

材料对区域的填充后幼儿的利用和整体呈现，针对当前日益严重

的环境污染问题，教师可以以“爱护地球母亲”为主题，让孩子

们思考如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在问题的引导下，可以让

他们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其次，设计活动的开展。教师可

以组织幼儿寻找班级内的废旧物品，也可以组织幼儿到户外捡垃

圾，如矿泉水瓶、垃圾袋等，随后组织他们进行设计，这就需要

孩子门面开动脑筋、发挥想象，教师则要做好自身的引导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幼儿教师重视自主游戏活动的研究，有利于打造

全新的户外游戏活动体系，让幼儿在兴趣的支持下主动加入活动

过程，实现他们多元能力以及正确认知的发展。基于此，为了顺

应新教育时代的到来，幼儿教师需要转变自身的育人理念，重视

活动的设计以及开展，从而充分调动幼儿的参与意识，进一步达

到新时期下的幼儿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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