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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然资源开展幼儿园游戏活动现状的调查研究 
——以常州 A 幼儿园为例 

◆陈子筱  张建波

（常州工学院）

摘要：本文运用问卷法和访谈法，对 A 幼儿园利用自然资源开
展游戏活动的现状进行研究，围绕着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
的教育价值、教育内容、教育准备、组织形式和教育效果这五个
维度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通过研究发现，目前 A 幼儿园
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现状还存在着较多不完善的方面：
教师缺乏全面系统的感知和理解、缺少相关专业理论的学习、幼
儿园在游戏管理上存在着偏差、幼儿园缺少相关的组织培训、家
园合作不到位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笔者
提出了幼儿园、教师、家庭三者互相配合、共同改善幼儿园利用
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现状的一些对策，如组织教师理论学习活
动，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等，从而提高幼儿游戏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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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幼儿的天性，也是幼儿的权利。幼儿通过对自然材料
的摆弄，可以学习到很多的知识，享受带来的乐趣，进而可以填
补情感的空白。为了解幼儿园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现状
及现状形成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笔者采用问
卷法和访谈法进行了研究。 

一、研究目的 
通过对常州 A 幼儿园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调查和

访谈，总结本园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经验和不足，并提
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他人提供一定的借鉴。在地域文化浓厚、
有浓厚自然资源的南方地区，推广自然资源融入到幼儿园的各项
活动中，也有利于特色幼儿园的形成。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常州市 A 幼儿园为研究对象，对幼儿园的园长、

教师、部分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以此来全面了解 A 幼儿
园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现状的形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策
略。 

三、研究方法 
1. 访谈法：研究者从幼儿园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

教育价值、教育内容、教育准备、组织形式和教育效果五个方面
设了计访谈提纲，主要访谈对象是幼儿园园长以及本园四位优秀
骨干教师。 

2.问卷法：通过问卷的编制、发放、回收以及分析，更为科
学地利用问卷调查法为研究结论提供相应的支持。问卷发放的的
对象是：教师、部分幼儿家长。教师共计 27 人，回收率达到 100%；
家长中随机发放 90 张调查问卷，回收率为 88.89%。 

四、调查结果与分析 
从 A 幼儿园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教育价值、教育

内容、教育准备、组织形式和教育效果这五个维度出发，对 A
幼儿园的园长、教师和部分幼儿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
结果如下。 

（一）幼儿园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现状
1.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教育价值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无论从幼儿园的角度还是教师、幼儿的

角度来看，自然资源在幼儿园游戏活动中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
用。认为开展游戏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教师比例为 85.19%，认
为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可有可无的教师占 14.81%，没有
教师认为没必要利用自然资源。92.59%的教师认为自然资源可以
帮助幼儿园节约成本；51.85%的教师认为，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

戏活动有利于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81.48%的教师认为，利用自
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更能发挥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85.19%
的教师认为自然资源能改善游戏材料单一的模式。 

2.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教育内容
调查发现，利用沙、土、石、水等无生命物质的自然资源开

展游戏活动的教师占 85.19%，利用植物开展游戏活动的教师占
77.78%，教师利用动物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比例为 18.52%，没
有教师利用自然现象开展游戏活动。虽然幼儿园教师认为应该开
发利用自然资源，但是对于利用哪些自然资源去发展幼儿游戏活
动的认识并不全面。 

根据对该项多选题的调查可以看出，利用自然资源开展角色
游戏的比例为 62.96%；利用自然资源开展表演游戏的比例为
70.37%；利用自然资源开展结构游戏的比例为 85.19%； 利用自
然资源开展体育游戏的比例为为 66.67%；利用自然资源开展音
乐游戏的比例为 40.74%，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智力游戏的比例为
33.33%。 

3.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教育准备
调查发现，A 幼儿园教师通过自己来收集自然材料的比例占

77.78%，通过幼儿收集的教师占 7.41%，通过家长收集的教师比
例为 70.37%，没有教师是通过学校提供来获得的。我们可以看
出，虽然教师收集材料的意识很强，但主要集中在教师自己收集
和家长收集，通过其他方式收集材料的教师较少。A 幼儿园教师
保存自然材料的基本方法中 40.74%的教师选择将自然材料分类
归置于整理箱内；33.33%的教师选择堆放于园内空地；14.81%
的教师将材料带回家，需要用时再带过来；7.4%的教师选择其他。
其中，选择其他选项的教师主要是通过幼儿家庭代保存的方式存
放材料，教师需要用什么材料时再通知幼儿及其家长第二天带到
园内。在主题墙的设计中使用自然资源的比例为 81.48%，在区
角的设计中使用自然材料的教师占 59.2%，在户外自由活动区使
用自然材料的教师占 14.81%，在整体环境布局中使用自然资源
的教师为 3.70%，没有教师把自然资源利用于户外器械区的创
设。 

4.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组织形式
调查发现，选择小组活动的教师占 44.44%，选择个别活动

的教师比例是 33.33%，选择集体活动的教师占 22.22%。A 幼儿
园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组织形式选择有一定的偏向性，
教师更偏向于选择小组活动和个别活动，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
活动的组织形式比较单一，缺乏各种游戏形式的整合。 

5.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教育效果
调查发现，A 幼儿园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效果不

错。第一，激发了孩子探究大自然的兴趣；第二，通过利用自然
资源开展游戏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对动物、植物的认识，而且还
增进了孩子对自然的情绪情感；第三，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
动既有预设的，也有生成的，这些都来自于孩子对自然界事物的
观察。 

（二）幼儿园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现状的原因分析
1.幼儿园方面：幼儿园重视加强对教师的理论学习，但是教

师学习内容中缺少对幼儿园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所以导致 A
幼儿园虽然重视，但是利用自然资源的形式较为单一，培训较少。 

2.教师方面
教师队伍的整体学历水平比较高，本科率达到了 62.96%，

对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认同度比较高。但是教师学习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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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的途径单一，没有与先进的学前教育理论保持同步。非在
编教师工资待遇差，缺乏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利用自然资源开展
游戏活动的实施效果。 

3.家庭方面 
家长的学历水平较高，本科学历及以上的家长达到 67.50%，

家长对幼儿教育有着更加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提升利用自
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水平。但是家园沟通相应比较少，沟通方
式单一，影响了家园合作。 

五、幼儿园利用自然环境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对策与建议 
（一）幼儿园方面  
1.组织教师理论学习活动，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一是

组织全员性的教育理念学习；二是给予教师物质和精神奖励，提
高非在编教师的积极性。 

2.提供多元的支持，激发教师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
动力。一是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些可供利用的自然资
源，将其运用于儿的游戏活动中；二是为教师利用自然资源开展
游戏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提高教师做这项工作的积极性。 

3.提供展示作品的机会，提高教师利用自然资源制作游戏材
料的能力。幼儿园应让教师主动参与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
动，如举行比赛，将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作为教师评先评
优的考核内容，对于表现突出的教师可给予表扬或奖励。也可以
举办现场汇报的活动，展示教师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的教
育效果。 

（二）教师方面 
1.加强自身专业理论学习，.参加相关技能培训。教师要提高

自我提高内驱力，重视纲领性文件精神的学习；也可以在周末、
寒暑假参加一些网课或者翻阅专业书籍，自主学习有关幼儿园环
境创设、幼儿游戏学、手工制作等方面的技能。 

2．加强与同事的交流，丰富自身教学经验。 
教师定期组织开展讨论交流会，如在小组教研活动或者午休

时段，与各位同事讨论在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时遇到的问
题以及如何用自然资源制作游戏材料的方法进行研讨交流。 

（三）家庭方面 

1.家长要明确教育理念，与教师达成共识。家长可以通过各
种平台自主了解自然资源对幼儿游戏活动的益处，积极支持教师
工作，为教师工作提供帮助。 

2.家长要增加沟通方式，加强家园合作。家长应该丰富与教
师的沟通方式，通过网络平台、电话联系等。要支持、认同和积
极配合幼儿园开展的系列活动。 

只有幼儿园、教师、家庭三者互相配合，才能够改善幼儿园
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游戏活动现状的一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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