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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户外游戏是除室内外的幼儿园教学活动，教师通过

对游戏范围的划分，合理创设丰富多样的游戏内容以及

活动环境，借助自然环境以及动态布置，让本班幼儿在

一起展开游戏。户外自主游戏活动过程中，幼儿可以自

主选择喜欢的游戏内容、游戏素材，和其他伙伴一同交

流，积极自主的对游戏活动进行创设。幼儿园户外自主

游戏活动实施的背景下，需要利用科学合理的规划进行

元素整合，通过户外自主游戏的开展，让孩子们在游戏

中学会合作、学会相处、学会交流、学会创造等等，促

使幼儿共同成长。

一、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的特征

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的随机性较强，教育性、选择

性、经验性和创造性等内容也较为丰富。从根本上来看，

户外自主游戏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游戏的

具体形式、内容、参与主体以及应用工具，都属于动态

化的发展过程之中，而户外游戏的形式，让学生也接受

了一些日常生活中从未接触过的新鲜事物，学生通过生

活经验的不断积累，在户外游戏过程中，才能够提升积

极性以及主动性。同时，户外自主性游戏的教育性较强，

游戏过程中，幼儿需要从相关的规则出发，进一步提升

自身的环境适应力。在此过程之中，学生也能够学到更

加多样的学习内容，通过多元化的教育，让学生能够在

游戏中获得教育启发。不仅如此，户外自主游戏的选择

性较强，幼儿能够自主的选择活动，对于此类活动，教

师不能够进行干预，让幼儿自主选择游戏内容，进一步

增强活动的体验感。从人类的社会属性来看，经验性也

是户外自主游戏中一项重要的内容。通过此类游戏，对

幼儿社会交往能力提升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利用游戏中

的经验属性，幼儿也能够提升对于社会交往的重要认知。

许多游戏内容与社会经验也存在一定的关系。除此之外，

自主游戏的创造性也相对较强，从具体层面进行分析，

幼儿的创造力、想象力都在不断的发展和提升，对游戏

内容的全面创新、游戏规则的全面改善有重要的促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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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对幼儿潜能激发有重要意义，并且充分满足了游戏

活动的预设目标。

二、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发展要素

1. 幼儿园措施

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中，离不开幼儿园的参与，同

样的，教师和幼儿也是户外自主游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

内容。幼儿园相关部门需要整合并且改造幼儿园，对园

区的活动空间进行适当拓展，这样幼儿能够获得良好的

自主游戏的场地。

从根本上来看，幼儿园管理者需要正确提升对户外

游戏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户外自主性游

戏创设的过程中，教师需要积极、充足的提供游戏素材，

让幼儿在快乐的游戏中进行自我提升，引导幼儿学习到

生活中的知识，游戏进行的过程中，需要有针对性的对

幼儿进行辅助和引导。户外自主游戏中包括体育、智育

和德育等方面的内容，相应的指导建设会对活动实践效

果提升，有十分重要的促进意义。除此之外，户外自主

游戏设计的过程中，幼儿园管理者需要将游戏模式创新和

方案整合在一起，进一步保障游戏难度的阶梯性，等到幼

儿了解并且熟练的掌握某种游戏后，教师需要不断添加游

戏辅材，将游戏的玩法推向更高的高度。在不知不觉中提

升游戏的难度，进一步激发幼儿对这游戏的参与度。

2. 教师措施

以教师的层面为出发点，幼儿自主户外游戏时，教

师需要确认自身的身份。管住嘴，迈开腿；多观察、多

倾听。因此教师角色定位也因此产生了一定的转变，想要

进一步保障教学有效性提升，教师就需要观察和解读幼儿

设计的游戏内容，为自身设计一个更加专业化的角色。

同时，幼儿园户外游戏活动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培

养自身的优秀品质，其中包括良好的观察能力、解读游

戏的能力以及良好的教育教学水平，确保能够保障对户

外游戏的全过程进行掌握。如果幼儿玩耍游戏过程中，

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教师可以利用拍照片上传到

一体机，让孩子们观察探讨，想出解决的办法。一般来

说，在幼儿自主游戏过程中，教师是游戏的支持者和材

料的提供者。教师起辅助作用，幼儿是游戏的主导着。

因此教师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将幼儿带入或者带出教学情

境之中，合理把控幼儿自主以及介入指导之间的尺度，

在保证幼儿自主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的指引。

除此之外，在户外游戏活动指导的过程中，需要掌

握好合理的尺度，一般来说，户外自主类游戏的主要作

用在于提升幼儿的兴趣，充分发挥幼儿的自主性，如果

教师过多的进行干预，那么幼儿的游戏体验感就会变差，

导致游戏活动的价值也因此受到影响。

3. 幼儿措施

对于幼儿而言，想要进一步确定户外游戏活动的主

体。首先，要从心理学原理的内容出发，不难发现幼儿

更想参与自主选择的活动，在面对自己喜爱的活动时，

幼儿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日常生活中，教师需要帮助幼儿共同积累生活化的

素材。比如，借助班级活动区域设置的方式，利用讲故

事、玩具制作以及观看视频等方式，帮助幼儿丰富经验。

同时，借助和幼儿的交谈，能够实现对游戏活动主题的

创设，当幼儿提出相关主题时，教师需要尊重幼儿的意

见，减少干预。如果幼儿在主题选择的过程中，产生了

冲突，教师需要放手，让幼儿自主解决。

除此之外，对于游戏角色的分配以及材料选择，教

师需要给予幼儿一定的自主空间，幼儿能够借助自主沟

通的形式，实现对各项角色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教师

可以选择一些“小角色”，用以提升幼儿活动中的地位。

游戏材料需要具有一定的目标导向性，不同材料和成品

的投放顺序也需要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材料选择的过

程中，幼儿需要利用活动主题，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

赋予同一种物品多种游戏形式，还可以适当打破游戏规

则，进一步增添游戏的创造性。

三、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的开展及实施策略

1. 游戏主题设置

在户外自主游戏设置的过程中，幼儿园教师需要积

极拓展活动空间，也就是说，将狭小的活动空间向外扩

张。户外自主游戏的实施需要结合现阶段幼儿的发展目

标和全方面的内容，充分借助多样化的游戏活动、学习

活动、运动和生活活动进一步培养幼儿参与活动的热情

和积极性。

从具体层面进行分析，幼儿户外自主游戏之前，幼

儿园教师需要确认游戏活动的主题。比如：幼儿对骑车

非常感兴趣，教师可以抓住幼儿喜欢骑车的兴趣点，教

师可以将这一活动命名为“骑行之旅”，这对于幼儿积极

性提升有十分重要的帮助。在培养幼儿兴趣的同时，丰

富了幼儿的情感体验，对游戏活动预设效果提升有十分

重要的促进意义。

2. 合理规划场地

在选择合适游戏主题后，幼儿园教师需要对游戏场

地进行合理规划。一般来说，只有建立完善的游戏场地，

才能够让幼儿投入到游戏活动之中。户外自主游戏的实

施效果也能够得到有效提升。场地的合理规划对幼儿户

外游戏的体验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会影响幼儿参

与的持久性、专注性和积极性。对于户外游戏场地而言，

多样化资源是其中必须拥有的内容，在保障拥有了适合

有的游戏场地后，还需要教师进行统一规划，设置幼儿

园消防通道、草地、大操场等多个区域。比如，由于幼

儿园的大操场地势较为平坦，且拥有的空间较大，可以

将这部分空间设计为儿童乐园，并且结合多样化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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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设计具有较强挑战性和高难度的大运动量游戏项

目。除此之外，在幼儿经常玩耍的区域之中，能够看到

大型滑梯，教师可以将此区域设置为“儿童乐园”，将水

果、蔬菜种植较多的区域设置为“种植区”。在这样多元

化的区域之中，幼儿能够创设较为多样的游戏。教师还

可以将草地区域等自由空间设计成休闲区域，幼儿能够

进行适当的休闲和放松。对幼儿园区域进行划分后，教

师也能更加有针对性的设计游戏活动，进一步提升幼儿

的游戏水平。

3. 户外游戏计划设置

从游戏活动的区域性来看，教师户外游戏计划也是

不同的，对于不同的活动空间，也需要有针对性的实施

计划。

首先，针对“骑行之旅”的教学活动来说，在活动

设计前，配备了不同种类、不同型号、不同款式的自行

车。在游戏过程中，每为幼儿都是专业的司机，并画有

双行车道和斑马线，还有红绿灯标识。也设有警察和交

警指挥交通。有拖斗的自行车可以载人或者运货。为使

游戏真实和深入开展，老师还和孩子们探讨游戏如何深

入发展，还开设了洗车房。这一活动创设的主要目的是

让孩子学会骑不同类型的自行车；学会给超市送货；掌

握简单的交通规则；学会和同伴交流。在骑行中学会交

流学会。快乐游戏。

其次，在“儿童乐园”的活动中，教师需要和幼儿

共同准备多样化的活动内容。在此区域之中，教师可以

和幼儿一同设计多样化的游戏活动。从根本层面进行分

析，在活动进行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设置闯关赛，只有

幼儿通过一关就会获得一关的礼物。

再次，云梯附近，教师可以让幼儿也自由创设云梯

的各种不同摆法。丰富游戏内容、增加游戏难度。从游

戏规则出发，幼儿需要走过自己设计的高低不同的云梯，

当幼儿到达云梯尽头时，可以直接从云梯上跳下来。为

避免幼儿轴伤腿，教师和幼儿探讨后，在云梯的尽头摆

上安吉泡沫垫子，保护孩子不受伤。鼓励和引导幼儿参

与的同时，让幼儿能够学会勇敢从高处跳下来，增加幼

儿的胆量。对幼儿生活经验累积和安全意识提升有十分

重要的促进作用。

4. 教师专业指导

想要进一步提升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的质量，就需

要教师在幼儿玩耍的过程中，进行专业化的观察和引导。

对于此类游戏的整体设计，教师需要为幼儿提供良好的

游戏环境，还需要为幼儿进行积极的引导。在幼儿的户

外活动中，教师需要提升及时指导和善于观察的能力，

对幼儿的感受和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并且正确回

应幼儿的行为，促进幼儿整体运动实力提升。

户外游戏开设的背景下，教师需要擅于运用幼儿园

有限的活动空间，充分发挥户外游戏的宽松和自主、自

由等优势。这样一来，幼儿在自主游戏过程中，能够充

分发挥自身的实力，通过多样化游戏形式的创设，进一

步增强幼儿的情感体验，加深幼儿对于生活的感悟，让

幼儿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比如，幼儿园利用本园现有的活动场地“小山坡”，

在小山坡上提供一些做饭的锅、碗瓢、盆等等，孩子们

会在山坡山玩起过家家。孩子们会利用山坡上的土、草、

石头等等当成过家家的食材，做出美味的饭菜，幼儿孩

子还能给老师做出一杯香浓的咖啡。上面还用草做成装

饰。形象而又生动。有的小朋友还用石头做成红烧排骨，

放点小草当成调料，看着都流口水。生活即游戏，游戏

又来源于生活。孩子的成长源于生活。

5. 游戏故事

教师可以利用手机，对幼儿在游戏行为中表现较为

优异的部分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记录，这样能够利用这

些记录，制作观察以及分析量表，教师可以更加全面的

了解游戏过程中幼儿的游戏行为以及发展情况。教师不

仅需要进行自主评价反思，还需要引导幼儿进行自主评

价以及相互评价，扬长避短，进一步提升评价的质量。

教师还可以让孩子画游戏故事，把孩子们游戏通过

绘画呈现出来，再由幼儿自己口述，老师或者家长将幼

儿口述用文字记录下来，图文并茂的游戏故事就呈现在

大家面前。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

同时也提升幼儿之间的交往能力。弥足珍贵的东西永远

保留下来了。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阶段幼儿园为幼儿创设了丰富多样的

户外自主游戏，想要进一步增强活动的有效性以及实时

性，教师需要积极考虑活动的相应流程，借助多样化的

活动形式，进一步促进幼儿的成长和发展，提升幼儿在

此活动中的参与意义，为幼儿健康成长提供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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