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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安吉游戏在幼儿园活动中的创新策略
韩洮宁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幼儿园，甘肃 定西 743000）

摘要：游戏是幼儿园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点亮幼儿智慧，促进幼儿沟通能力、合作能力发展的重要形式。伴随以“游戏点

亮生命”为核心思想的安吉游戏的出现，幼儿园游戏教育掀起了一场持续性的教育革命。安吉游戏是安吉幼儿园开展的游戏类课程活动，

能够放飞幼儿天性、体现幼儿生命本质，使其在教师信任下进行放手操作，创设游戏情境。本文对安吉游戏的特点进行分析，结合幼儿

园游戏教学现状，提出安吉游戏与幼儿园活动融合的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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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角度看，玩游戏是幼儿天性，对其生理、心理机制

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在幼儿教育实践中，幼儿自主活

动的权利容易受到干预、影响，甚至缺少自主创设情境的机会。

通过开展“安吉”游戏，能够突出以幼儿为核心的活动理念，

要求教师放手任由幼儿去自由发挥和挑战，任何游戏行为均是

在充满安全感、自由感和没有成人干预的前提下产生，为幼儿

勇敢地进行自我挑战、自我活动提高了有利条件。为了发挥安

吉游戏精神、活动对幼儿发展的促进作用，幼儿园和教师应注

重户外活动资源、软硬件资源建设，为幼儿户外游戏活动提供

良好的空间和资源支持，使其在多形态环境、氛围中展现个人

天赋和潜能。

一、安吉游戏的特点分析

（一）游戏材料取自自然

从安吉游戏的出现和发展角度看，安吉幼儿园位于具有良好

风景条件的城区。在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安吉游戏能够

支持幼儿在游戏中接触自然，在与自然相处中感受游戏的乐趣。

同时，在安吉游戏的材料上，主要取自原生态的板材和道具，如

泥土、滚筒、木板、稻草等。在以上天然材料的支持下，幼儿们

可以自由地展开想象，通过自由拼接、组装、搭建等形式制作出

游戏道具，将自然材料转化为玩具。在整个游戏活动中，幼儿能

够在自然万物中解放个人天性，不再需要关注衣服是否会被脏污、

教师是否会责备等。

（二）游戏活动归属幼儿

安吉游戏活动强调，幼儿是具有无限潜能的个体，需要教师

给予幼儿自主游戏充分的信任感，使其成为游戏中的“小主人”。

在整个游戏组织和管理中，幼儿起着主导、开始、合作的作用，

其可以自由决定游戏活动开展方式，游戏活动内容和流程，以及

合作参与人员等。通过开展组装、动手搭建类的游戏活动，多名

幼儿可以形成默契的伙伴关系，在无形中分工合作、优化活动流程。

最重要的是，教师不会对幼儿行为进行干预，只是作为观察者和

记录者角色出现，只有出现问题时才会进行干预。

（三）管理形式走向创新

安吉游戏形成了全新的教育管理方式。在教师管理方式上，

要求教师控制对幼儿的言语管教，不应过多地约束幼儿的语言和

行动，而应多去观察幼儿状态、关注其内心想法。在教师管理角

色上，要求教师将游戏活动的主动权交回给幼儿，使其能够自由

选取游戏方式、内容，在相对宽松、不受约束的氛围中进行自由

表现和发展。在教育管理思路上，要求教师做好全过程的观察，

在分析幼儿观察、活动的想法时，及时为其提供所需的原材料，

保障好游戏环境。

（四）强调幼儿游戏探索精神

基于自然生态游戏环境、自主自由游戏活动的前提，安吉游

戏强调幼儿对环境、事物进行分析和探索。这样，对不同事物感

兴趣的幼儿可以不断地进行寻找、探究，在思索、行为活动中锻

炼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培养其冒险精神。这时，为了保证游戏

的挑战性、冒险性，教师不会组织和干预幼儿参与冒险活动的想法，

挑战高难度游戏的行为，而是做好保护和环境支持。

二、幼儿园游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未能打造本土资源游戏

在游戏活动设计和开展中，部分幼儿园未能专门开发本地游

戏资源。在游戏内容上，往往未能形成游戏园本课程，缺乏具有

一定当地特色的游戏模式。同时，由于环境场所的限制，很难形

成与自然互动的氛围。在诸多幼儿园的游戏环境中，往往围绕操场、

教室开展，并未提供接近大自然的活动环境，幼儿难以充分地进

行探索。这样，幼儿很难与生态进行互动，对天然游戏场所的开

发缺乏重视。

（二）教师干预方式不科学

在给予幼儿游戏指导时，教师很难精准地把控干预程度。若

未能树立以幼儿为中心的理念，就难以让幼儿成为游戏中的主人，

导致幼儿游戏活动积极性、参与程度受到影响。同时。部分教师

容易担心幼儿的游戏过程，出现过度干预的现象，很难为幼儿提

供大量的自主活动空间和时间，更无法使其进行独立思考和研究。

在幼儿游戏活动结束后，教师未能及时地对幼儿行为进行评价和

反馈。此外，处于全程教师支持的幼儿游戏，很难起到锻炼幼儿

肌肉群的作用，更无法创设具有冒险性、挑战性的环境，不利于

培养其不屈不挠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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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戏活动缺乏新颖性

诸多幼儿园对游戏资源开发、活动设计投入了大量精力，在

游戏活动时间、数量上达到较高水平。但是，诸多游戏内容局限

在单一的活动模式上，缺乏一定的创新内容和元素。部分教师缺

乏对游戏活动的创新开发，其游戏理念与先进理念存在一定差距。

在长期处于同类型游戏环境的影响下，幼儿的个人兴趣容易受到

影响，限制了其技能水平、情感水平的提高。

三、安吉游戏在幼儿园游戏活动中的创新策略

（一）争取家长活动支持，实施自由生态活动

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诸多家长认为幼儿教育应侧重技能的

学习，而不是一味地玩乐，主要是部分家长认为游戏活动会影响

幼儿安全，甚至浪费原本的学习时间。为了更好地促进安吉游戏

活动的开展，教师要实施针对性的工作，争取获得家长的支持和

认可。比如，可以让家长对儿时游戏进行回忆，激发其情感认同。

同时，可以运用网络平台和智能终端，将幼儿们自由组织、参与

安吉游戏的行为活动记录下来，在视频上对幼儿各个游戏活动环

节的意义进行解读。再如，可以抓住家长开放日、亲子活动体验

日等时间节点，让家长进行参与体验、观察观摩活动，真正感受

安吉游戏给幼儿童年发展的作用，从而建立起对教师的认同感。

在基础上，幼儿园和教师可以根据安吉幼儿园的活动计划，每天

为幼儿提供 2 小时的户外游戏时间，让幼儿在活动时间内进行自

由活动，选取游戏形式、参与人员和游戏地点。这样的游戏空间

和时间，能够打破教师对幼儿的约束，使幼儿获得更加真实的游

戏体验。

（二）放大自主活动空间，激发幼儿内在潜能

安吉游戏要求幼儿活动的主动性、自由性，教师应树立幼儿

为主的游戏观念，在不过多干涉的前提下支持幼儿发挥个人潜能。

因此，教师应注重自由活动空间的创设，适当地结合园区条件扩

大活动空间，不应因过于关注幼儿安全进行干预。在具体的活动中，

教师要从旁对幼儿行为进行观察、记录，从教育角度进行行为分析，

为后续的分享点评关键事件提供依据。同时，观察工作需要教师

形成计划性方案，评价环节也要切实围绕幼儿的游戏经验，需要

教师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和应变能力。在教师的观察下，幼儿们

能够获得安全感和信任感，更加自如地参与或组织活动。通过扩

大幼儿活动空间，能够让更多幼儿发挥主体能动性，确保其保持

自由活动和游戏的状态，顺利地激发个人游戏潜能。

（三）调用本土自然资源，创新游戏活动思路

打造具有一定挑战性、冒险性的游戏环境，能够使得幼儿获

得本土特色的游戏体验。在安吉幼儿园，教师们十分善于转变教

育理念，将教育前沿的方法和内容引入到游戏活动中。鉴于此，

教师首先要对最新的学前教育政策、法规进行了解，通过参与研

讨会关注前沿理念，并逐步地取代固定的活动组织形式和管理理

念。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根据国内外先进理论经验，结合地区本

土资源、幼儿园实际，对安吉游戏的开展形式进行创新。同时，

幼儿园教师也可以共同开展自然资源开发研讨会，对周边可利用

的自然环境资源进行改造，打造充满冒险感、挑战感的天然游乐场，

让幼儿们尽享冒险的体验，使他们在活动中提升避免和应对危险

的能力。比如，幼儿园教师可以从安吉幼儿园“竹乡”自然资源

开发中汲取思路，将地区独有的落花、枯树枝等材料运用到游戏中，

让幼儿选取天然资源进行玩耍，也可以让家长陪同幼儿参与冒险

活动，拓展安吉游戏的开展形式。

（四）突破户外混龄活动，鼓励幼儿积极冒险

在幼儿户外游戏活动中，幼儿们的对话、交往活动往往局限

于同年龄段幼儿、同年级的教师。这样的活动氛围下，幼儿参与

活动的积极性很难得到调动，不利于发展幼儿的社会性能力。因此，

教师要打破固定组织模式的限制，让不同班级、年龄段的幼儿开

展合班游戏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幼儿走出教师支持、

带领的限制，更加轻松自如地参加活动，促使幼儿自主性、独立

性得到发展。同时，在混龄游戏活动中，幼儿能够接触到更多的

新伙伴、新老师，自觉地在人际交往中调节自我，学会与其他班

级的幼儿和谐相处。例如，在组织合作类冒险活动时，原本与同

龄幼儿合作，需要幼儿们进行共同设计和组织。在组织混龄游戏

活动后，年龄略大的伙伴可以承担起活动设计者、领导者角色，

更加科学地组织和参与活动。对于具有冒险性质的安吉游戏活动，

如秋千、探索未知领域、尝试新奇事物等，以混龄活动形式开展

上述安吉游戏，能够让幼儿们在互相鼓励、相互支持下锻炼身体

素质和胆量，促使其在冒险活动中获得更好地发展。通过开展挑

战性游戏活动，能够让幼儿间相互交流、互相支持中收获友谊，

学会勇敢地战胜困难、不断探索，促进幼儿树立战胜困难的自信心。

四、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安吉游戏与幼儿园活动的融合，是促进幼儿

游戏自主化、自由化，培养幼儿开拓、冒险精神培养的重要路径。

因此，幼儿园和教师要积极地学习和更新前沿学前教育理念，将

先进育人理念运用到安吉游戏中，创新幼儿游戏活动形式和思路。

具体而言，要通过争取家长支持、放大游戏活动空间、开发地方

游戏资源、开展混龄户外活动等方式，探索出契合幼儿园游戏活

动开展的游戏模式，促进幼儿在多元游戏类型、自由活动环境下

得到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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