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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儿园户外活动区域环境创设的重要意义 1

1.1 提升幼儿实践能力，有利于大脑发育

学前教育的教育内容主要为基础性启蒙内容，深刻

影响着幼儿后续学习生活的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人

们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随之提高。

户外活动作为幼儿教学中的重要环节，符合幼儿“快乐

教学，玩中教学”的基础理念，有利于儿童自然天性的

发挥以及实践能力的提升。幼儿园在创设了较为优越的

户外活动环境后，可提升户外活动区域的功能性，使幼

儿教师在户外活动中“有所教”，使幼儿在户外活动中

“有所得”。另外，由于幼儿精力有限，注意力集中程度

差，在长时间的室内教学中幼儿易出现疲乏或者走神等

现象，降低幼儿课堂授课效率，在优化扩展了户外活动

区域后，可切实实现“劳逸结合”，有利于幼儿高效学习

与健康成长，促进大脑发育。

1.2 营造良好环境

在社会快速发展下，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度有了明显

的提升，同时也对幼儿园所具备的功能提出了严格的要

求。所以在这一背景下，幼儿园就要做好改革与创新工

作，在完善自身功能与区域功能的同时解决教育中的问

题。户外活动区域属于幼儿园中比较重要的区域，因此

就要做好环境创设工作，在展现区域教育功能的同时吸

引幼儿的目光。首先，需要从幼儿园户外活动区域环境

创设出发，打造出适合幼儿学习与生活的环境。可以说

在适合的环境下能够转变传统教育模式中的不足，从原

有的室内教育转入到户外中，激发幼儿的参与积极性，

为幼儿提供参与户外活动的区域与场所。对于幼儿来讲，

在这一活动中不仅可以提高幼儿的参与积极性，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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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激发幼儿的学习欲望，满足幼儿的健康成长需求。

1.3 提高动手能力

在幼儿教师对幼儿户外活动区域环境创设的过程中，

应该重视对幼儿进行动手能力的培养提升与良好行为习

惯的培养，促使幼儿能够在参与户外活动的过程中能够

不断得到成长与发展。通过在幼儿户外活动区域环境创

设的过程中对幼儿进行环境的创设，并且引导幼儿参与

到环境创设中，能够有效促进幼儿动手能力的提升与良

好行为习惯的培养，促进幼儿快速成长与发展。幼儿教

师应该重视自身的教育工作中的引导作用，能够充分引

导幼儿参与到区域环境的创设中，促使幼儿在参与创设

的过程中得到兴趣的激发培养，同时能够得到能力的培

养提升，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与发展。

2　幼儿园户外活动区域环境创设的具体实践方法

阐述

2.1 户外活动区域环境创设应充分体现功能导向性

功能导向性应贯穿于环境创设的初期计划、中期改

造以及后期应用中。在运动区域环境创设的初期计划阶

段，幼儿园的相关领导人员应充分调查幼儿园幼儿的整

体发展水平，并同时明确幼儿的具体情况，对体质特殊

或有其他特殊需求的幼儿应详细备案，避免在后续活动

出现安全问题。在运动区域环境创设的中期阶段，幼儿

教师应积极总结幼儿阶段性教学需要，在完成室内授课

目标的前提下，改造幼儿户外活动环境，添置新型技术

设施，淘汰陈旧运动设备，强化幼儿园户外活动区域功

能适应性。也就是说，在幼儿的不同发展阶段，应开展

不同的户外活动活动，此时需要相同功能的活动设施进

行适配。例如，在小班的教学活动中，很少有攀爬类活

动，主要语言游戏类活动为主，此时应注意塑造户外活

动环境的“人文气息”；在大班的户外活动活动中，时

常会开展跳跃或者攀爬类运动活动，此时应注意塑造户

外活动环境的“运动形式”。另外，在户外活动环境的后

期应用中，幼儿教师应注意强化运动活动的“兴趣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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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依据幼儿的具体活动兴趣，开展针对性强的运动

活动，进而使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游戏情境中，学习日常

生活中的小知识，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培养幼儿的自

主探究以及实践能力。

2.2 打造多样性区域环境

在开展幼儿教育时需要从引入多样性设施与材料

出发，在启发幼儿思维的同时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展现

教育作用。因此在开展户外活动区域环境创设时，需要

从多样性角度出发，展现环境教育功能。第一，教师需

要掌握教育目标，在开展区域活动时主动为幼儿提供适

合的材料，提升材料趣味性与层次性，让幼儿在操作与

学习中掌握知识。所以在具体活动中，需要针对活动内

容进行分析，针对活动中需要使用的设施与材料进行筛

选，且在选择中还要坚持多样化原则。如在开展“娃娃

家”区域活动时，就可以增娃娃、筷子、弹珠等，锻炼

幼儿的综合能力。第二，掌握幼儿年龄特点，选择适合

的成品与半成品。通过对活动内容进行分析，在选择好

材料与设施的基础上提供相应的服务。借助这一方法能

够对不同年龄段的幼儿采取适合的培养方法，促进幼儿

的健康成长。第三，关注幼儿发展，引入多样化教学方

法，通过使用科学教育手段在营造多样化户外活动区域

环境的基础上来吸引幼儿。所以在具体工作中教师需要

采取适合的教育方法，转变原有教育活动中的不足，增

加多样化的设施以及材料等，让幼儿对户外活动区域产

生出浓厚的兴趣，在积极参与与动手操作中提升自身能

力 [3]。

2.3 提高安全性

在幼儿园户外区域环境创设的过程中，幼儿教师应

该重视对环境进行安全性的充分提升，从而能够保证幼

儿在高度安全的环境中参与运动，最终得到能力的高效

培养提升，避免出现安全事故，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成

长与发展。在进行安全性提高的过程中，幼儿教师不仅

要重视对环境中的地面、四周进行处理，同时应该重视

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通过在户外活动开展前对幼儿进

行充分的安全教育，能够促使幼儿在参与运动的过程中

充分保护好自己，最终则能够得到能力的充分培养提升，

保证幼儿能够以高度的思想认知避免在运动的过程中出

现运动不当等问题，严重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成长与发

展。幼儿教师应该明确室外环境安全性的重要意义，从

而能够在进行创设的过程中对室外环境中运动器材的材

质、幼儿的实际情况等方面进行充分考虑，最终则能够

有效避免幼儿在运动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促进幼儿身

心健康成长与发展。

2.4 合理投放运动器材

器材作为幼儿园户外活动区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投放，才能够保证幼儿园

户外活动区域可以为幼儿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首先，

教师应将小步式投放和整体式投放进行结合，比如，小

步式投放需要教师在开展户外活动活动教学前，对器材

进行分层，然后再将其逐一投放到幼儿园户外活动区域

中。此时，教师可以通过对幼儿的观察得知，对于难度

较高的器材，幼儿会出现无法掌握技巧，或是掌握技巧

后失去兴趣两种情况，导致器材的选择性较低。此时，

教师需要结合整体式投放的方式，进一步满足幼儿的需

求，为其提供更多的探究途径。其次，教师在选择器材

时，需要充分结合幼儿的喜好。例如，教师可以先投放

一部分器材，观察幼儿对器材的选择性，进一步判断器

材是否能够激发幼儿的兴趣，进而不断更新幼儿园户外

活动区域中的器材。最后，由于户外活动活动受到天气

的影响，教师必须根据室外温度的变化选择合适的器材

进行教学，保证幼儿园户外活动活动教学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

2.5 教师充分利用室外走廊，扩大幼儿运动区域

室外走廊也属于户外活动区域环境，教师要创设良

好的走廊环境。根据幼儿教学的任务，教师应该每天带

领幼儿在室外区域进行运动，满足幼儿身体发展和心理

发展的双层需要。然而在比较恶劣的天气下开展室外活

动，明显不利于幼儿的身体健康。下雨天和下雪天会增

加安全隐患，气温骤变，长时间待在户外幼儿会产生身

体状况。冬天如果地面结冰更不利于开展室外活动。因

此，教师要充分利用室外走廊，创设一个丰富多彩的运

动场地。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幼儿依然可以进行一些

户外活动。活动走廊陈列的沙包、跳绳、呼啦圈、毽子、

皮球都可以让幼儿随意取放，教师还可以带领跳格子、

老鹰捉小鸡，进行一些简单的游戏。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加强幼儿园户外活动区域环境的创

设工作，能够更好地开展幼儿园户外活动活动，为幼儿

提供多样化的学习环境，有助于培养幼儿自主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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