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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游戏化背景下的小班户外游戏活动形式的实践与研究 
赵  莹 

（苏州工业园区新纽顿会心幼儿园  215000） 

摘要：课程游戏化使幼儿园的教学形式更贴近生活,更生动有趣,教学活动形态也更多样化。幼儿动用各种感官探索、交流和展示
的机会也更多一点。幼儿园室外开展各种游戏教学活动,在教学活动具体内容、场所、对象的选取上主要是由幼儿自己掌握,可以自由
选择,而室外开展各种游戏教学活动则给幼儿创造了自由进行各项活动的环境空间,幼儿能够更愉快的进行互动、交流,从而更受幼儿
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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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游戏活动是帮助幼儿促进身心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途

径。在户外课程教育游戏化大潮的背景下,教师们一直在认真思考发
挥游戏教育精神在开展小班户外活动过程中的有效体现。为了更好
地有效开展幼儿户外游戏活动,并促使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幼儿园
通过整合园所现有资源,就地进行改造,从而使幼儿逐渐成为户外游
戏活动的真正主人。 

一、材料选择,丰富有趣 
在小班户外体验活动计划中,首先要求教师必须对每位进行户

外游戏的幼儿提供一套安全、耐用的户外活动设备,这两者既是前提
条件,也是最关键的一方面。其次则需要充分考虑与投放更加丰富而
多元有趣的益智活动游戏材料,并力求使幼儿真正可以根据自身独
特的兴趣爱好、需求心理与愿望, 自由选择自己想玩的玩具、跟谁
一起玩、如何来玩、使用什么玩具,以便更积极地和同伴交流互动。
幼儿是否具备参加多种户外活动锻炼的普遍兴趣和开展活动锻炼
的广泛持久性,这一特点和学习材料的使用有着直接的联系。为了有
效推动幼儿的学习与发展,教师应提供可以充分引发与扩展幼儿兴
趣的资源,使材料和幼儿积极"对话"。这也就要求教师要抓住幼儿的
年龄段特征,以本班幼儿的阶段培养目标为主要依据,并兼顾每位孩
子的发展需求和学习兴趣爱好。只有内容更丰富,形态更多变,孩子
在操作过程中才会更加积极主动。如:在室外体育活动和拓展运动区
设计中,不仅需要配备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的车轮、油桶、竹梯、长条
凳、木板等活动基础材料,同时场地也必须提供辅助活动材料,如用
规格大小不等的纸盒、易拉罐所制成的梅花桩、纸筒、呼啦圈、地
垫等,材料的充足多样化可以促进幼儿的创意发挥,幼儿也能够一边
搭建空间一边创造活动环境,从而调动幼儿的活动积极性。当然这也
需要考察教师所设计投放使用的玩具材料是不是能具有趣味性和
可变性,教师在指导小年龄段幼儿如何制作游戏器械时,一定要先考
虑到一物多玩,同时一个器械也最好能多次重复使用,如此,既可以大
大的减少幼儿不必要的游戏时间耗费,同时,又提高了幼儿在游戏中
的兴趣。比如:当教师要求学生选用由废旧材料制作各种运动健身、
娱乐器械时,可以选择用易拉罐来制作各种小推车,还包括保龄球、
踩高跷等。孩子们就会感受到游戏的趣味性。 

二、营造活动氛围,让幼儿快乐游戏 
由于受年龄特征的影响, 幼儿的注意力还不能长时间的集中在

某一件事情上。因此，在开展户外游戏活动时,外界环境对幼儿的影
响比较大。同时,幼儿对于一些新奇的事物总有着十分浓厚的探索欲
望。面对新奇事物时,幼儿会把其他问题抛诸脑后，绞尽脑汁的想要
知道其中的奥秘。而一旦幼儿对所遇到的事情不感兴趣,任我们怎么
调动，他们都无济于事。这是幼儿所处年龄段的重要特征,而这种特
征决定了我们在举办小班户外游戏活动时,首先要给幼儿营造轻松
愉悦的游戏活动氛围,使幼儿在进入游戏活动之前,就已经对该游戏
产生浓厚的兴趣与探究欲望,使幼儿在一个无压抑、无拘无束的愉快
气氛中进行户外游戏活动。当然,在组织幼儿进行户外游戏活动时,
不要单纯从幼儿愿不愿意玩这一视角来考虑设定游戏,需要考虑该
游戏活动是不是能够充分地促进幼儿的身心和大脑的发展。同时,
随着小班幼儿思维能力的发展,其空间逻辑思维能力水平和想象创
造力等均都在随之日益发育增强。为真正促使每位幼儿获得身心健
康的全面发展,教师们也必须要充分考虑课堂内游戏化训练和开展

户外活动之间的合理有效性以及相互协调性,并能针对幼儿各个年
龄段的身心发展变化特点和具体的活动方式需要,逐步适度提高游
戏化与幼儿运动的难易程度的结合,在充分营造和谐、互动的室外运
动或游戏的环境中,发展每位幼儿的肢体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例如,
在进行"跳格子"的游戏活动时,要想游戏活动过程不枯燥无味,那么
游戏格子装饰的细节设计，我们就真的需要动动脑筋,可以先利用一
些日常生活中废弃的材料来加以装饰,也同样可以用此制作一些小
动物模型，放到游戏格子中装饰,接着我们再开始让幼儿利用跳格子
过关卡的方式为这些可爱小动物喂食。这样一来，活动就可以更充
分地调动幼儿的玩耍欲望和参与的积极性,而幼儿往往对于这种小
的哺乳动物最为感兴趣,当然也完全可以做到使自已最心爱的小动
物不挨饿,而这样孩子们也一定会努力做到不犯规,每一次蛙跳都要
获得成功,从而就让这次活动更好地提高孩子自身的身心和健康发
展。又例如在我们进行"丢沙包"的游戏时,我们就可以要求给场上每
一位幼儿分别戴上自已所喜爱的各种小动物形象的彩色卡通图形,
而彩色沙包图案又可要求制作为各种颜色的食物,如此一来,幼儿就
能够按照自已喜欢的颜色、口味挑选自已最喜爱的食物,进而调动幼
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三、故事引领,创设情境 
户外游戏教学就是要放开束缚幼儿教师们自由的手脚,但却又

绝对不能就此放弃对幼儿教师们的指导。在幼儿户外游戏学习活动
组织中,幼儿园园长是幼儿教学工作的主宰,而幼儿教师们则永远是
所有幼儿户外游戏教学实践教育活动最好的幕后支持者、观察者、
指导者和协助者,幼儿教师强调的就是对过程的正确指导。而小班幼
儿又不同于一般大班的幼儿,怎样针对幼儿的年龄特征来做出恰当
的指导,吸引幼儿更加主动地投入到教学活动当中呢?由于小班幼儿
年纪较小,又特别喜爱读童话、看童话故事,《母鸡萝丝去散步》是
一本中外经典图画书,它的文本和画面构成了一种非常滑稽的比较:
文中叙述的是母鸡萝丝去散步的平凡无奇的童话故事,而绘画中则
还介绍了耳廓狐为了争夺猎物而一再挫败的故事。教师们用很贴近
于幼儿的观察视角，并且认真细致地回答着幼儿提出的一个个问题,
并能得到幼儿的欢迎。但想想既然现在的幼儿如此喜爱听这个经典
童话故事,教师又为何不把这种经典童话情境融合到户外活动的各
种游戏或教学等活动形式中去呢?于是教师便扮演上了小鸡妈妈,小
朋友们也就是小鸡爸爸,一起用轮胎、木料、竹梯、长条凳、梅花桩、
纸棍等构筑路线、设定陷阱,等待着笨笨的"狐狸"们来自投罗网! 

总结 
在户外游戏活动中,要让幼儿按照自身的兴趣选择游戏器材,并

自由选择游戏同伴,在愉快、好玩的环境中与人沟通和分享自己所获
取的信息,这时,孩子们真正变成了活动的主角,玩就显得比较简单、
愉快。老师们只需关注孩子们的情感、心态和活动情况,并稍加指导,
一定不能干涉过多。而在课程游戏化理念的指引下,小班户外游戏活
动就一定会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并闪耀出不一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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