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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优化农村幼儿园户外区域活动的实践与探索 
◆杨文君 

（山东省胶州市里岔镇中心幼儿园  866324） 

 
摘要：在幼儿园的日常活动中，户外区域活动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可以锻炼幼儿的各项能力，促进幼儿的身心发育等，是不可或缺的一

个环节。因此，农村幼儿园在开展幼教工作中，也应对该活动引起重视，

并要充分的借助农村地区的自然优势，保障区域活动的开展，达到 佳

的活动效果。基于此，本文将以此为话题进行研究，希望对相关工作的

展开发挥出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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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园在开展幼教工作的过程
中，一定要大力的开展一些适合幼儿现阶段发展的体育活动，促
进幼儿的身体发育，使其的认知能力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因此，
农村幼儿园在幼儿教育中，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也应该充分的借
助农村资源开展好相应的户外区域活动，促进幼儿心理和生理的
双重发展，使得幼儿园中的体育活动不再流于形式。 

一、农村幼儿园户外区域活动的现状分析 
《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园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一定要

积极的开展好一些与幼儿现阶段特点相符合的体育活动，达到锻
炼其身心机能的目的[1]。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上看，大部分
的孩子都是在“溺爱”中成长的，在家中常常扮演小公主、小皇
帝的角色，父母对于孩子也有着非常大的心愿，容易出现轻锻炼
而重智育的现象。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上看，相较于城镇的一些幼儿园而言，由
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使得部分幼儿园在教育观
念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偏差[2]。比如，虽然能积极的开展户外区域
活动，但在活动设置、活动环境的创造上还比较缺乏，导致在户
外活动中很难带给幼儿愉悦的情绪，也很难实现幼儿身体发展、
运动能力的提升等。 

因此，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身为农村地区的幼儿园，一定
要积极的转变自身的思想观念，不断的突破诸多条件的限制，将
户外区域活动这一环节开展好，借助于此来磨练幼儿的意志，使
得幼儿能在参与中形成良好的品质和习惯等，为其后续的成长和
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二、农村幼儿园户外区域活动的实施对策 
（一）创设活动环境，保障活动开展 
在户外区域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幼儿园要想保障活动的有效

开展，首先就应为幼儿创设一个良好的活动环境，只有这样才能
增强活动的趣味性、生动性，促使幼儿们积极的参与其中，使得
活动效果达到 佳。 

例如，虽然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是在自然条件、
地理条件这一方面则具有着非常显著的优势。因此，在区域活动
的开展中，幼儿园就可以善于运用自然条件来对户外环境进行改
善，比如在广阔的操场上为幼儿设置一些游戏区、木工区、这样
幼儿的活动范围就会非常充足。另外，在保障幼儿安全的前提下，
幼儿园也可以利用自然优势，如为幼儿模拟小河、树林等情景，
让幼儿以分组的方式开展游戏，给予幼儿指示图，让幼儿完成一
次“冒险”等，通过这样的方式锻炼幼儿的各项能力，促进其本
身得到全面、优质的发展。 

（二）构建心理氛围，促进健康发展 
在开展户外区域活动的过程中，幼儿的心理也是非常重要

的，将对其参与户外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产生直接的影响[3]。
在以往的户外活动中，教师经常性的会发现这一现象，当某位幼
儿在学不会一项技能时就会放弃、或是某位幼儿在赢得比赛之后
就会沾沾自喜等，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教师一定要充分的发挥
好自身的引导作用，来对幼儿进行教育和引导，使其能形成正确
的思想观念，使其得到更加良好的成长和发展。 

例如，在区域活动中，教师可以为幼儿讲述一些生动的故事，
使得幼儿能够懂得应该以良好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失败或成功。
而对于个别幼儿来说，教师也应对其进行更多的帮助和关心，比

如可以运用一些话语进行激励：“你真棒！”“你做的真好！”等，
从而为幼儿们打造一个无拘无束、和谐、轻松的活动氛围，促使
幼儿自信心的增强，为其后续的生活和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三）优化活动材料，发挥整体功能 
首先，培养动手能力。由于农村地区的条件较为落后，所以

在户外活动中很难得到一些优质的体育器材。因此，在这时，就
可以变废为宝、因地制宜，充分的借助农村地区独有的自然资源，
比如绳子、竹子等来自主制作、使用活动材料。譬如，可以将竹
子制作成接力棍、将竹片制作成套圈等，使得幼儿既锻炼了动手
能力，也丰富了活动材料，可谓是一举数得。 

其次，培养创新能力。在户外活动中，教师应倡导幼儿实现
一物多玩。比如，对于竹子制成的竹圈，就可以有非常多的玩法，
比如转圈、跳圈、钻圈、滚圈等，也可以将废纸制作成纸球，进
行投、扔、抛等，这对于幼儿本身创新能力的提升将有着非常大
的效用。 

后，培养意志力。在户外区域活动中，教师也可以对一些
游戏资源进行挖掘，比如“斗鸡”、“抬花轿”等，这样的游戏可
以锻炼幼儿的意志力、持久能力等，对于幼儿的发展有着较大的
助力。但在这其中，教师也应充分的考虑幼儿的身心特点、安全、
并将一些游戏规则潜移默化的融入其中，促使幼儿规则意识的生
成，促使其形成良好的品质和习惯。 

（四）丰富活动形式，展现活动效用 
在幼儿园的户外活动中，也应对锻炼形式进行丰富，促使幼

儿身心、体能的成长，将户外区域活动的价值展现出来。 
例如，晨间区域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可以采用开放、分散的

形式，将自制材料作为主要形式，采用丰富的内容，使得幼儿自
由的选择同伴和区域进行锻炼；体育活动：在体育活动中，幼儿
园也应运用一些形式多样的内容，比如格子游戏、看图形找方向
等，锻炼幼儿的思维、智力，使其获得更多；户外活动：在户外
活动中，教师也可以引入一些竞争类的游戏，来锻炼幼儿的意志
力、自控能力等，符合其现阶段的发展特点，保障户外区域活动
的有效开展。 

结论：综上所述，在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中，户外区域活动的
开展是非常必要的，其不仅能磨练幼儿的意志，也能帮助幼儿形
成较为良好的习惯和品质等，是幼儿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因
此，农村幼儿园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一定要秉持着因人而异、
因地制宜的原则来开展好户外活动，为幼儿的全面、健康发展助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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