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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自然游戏活动中教师的角色定位 
◆李淑红 

（深圳市南山区世纪村 E 世代幼儿园  广东省深圳市  518053）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事业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儿童教育事业也不断

发生着变革，不断接受着新的教学思想的影响，近年来，以自然游戏活

动为载体的儿童教育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该教育模式立足于儿童发展
阶段的特点，结合儿童教育的教学目标，在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培养

儿童的创新能力，锻炼儿童思维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现阶段该

教育模式的运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部分教师对该教学模式的理解不够
深刻，对自身在教学中的角色定位不能有很好的把握，本文笔者将从该

教学模式的优势以及教师的角色定位入手进行探究分析 

关键词：自然游戏活动；教学模式；角色定位 
 

 

引言：儿童时期作为人发展的黄金阶段，有效培养儿童的创
新能力、思维能力对儿童日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儿
童自身的不成熟这一过程主要依靠教师的合理引导。教师要有计
划、有方法的制定相关的教学方案，引导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中领
悟并接受课程知识内容以及课程中蕴含的社会意义，让学生在受
教育的过程中获得思维、实践等方面的发展。运用自然游戏活动
这一教学模式，可以有效的完成以上所述的教学目标，但这一教
学模式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要明确自身在教学
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一、教师采用自然游戏活动教学的优越性 
（一）符合教育者的定位 
在现行的大众普遍接受的教育学内容中，教师作为教育者，

其主要的任务是与受教育者一起参与教育活动，并在教育活动的
过程中与受教育者进行互动，对受教育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引导
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行等方面全面发展。这一定义体现
了我国现阶段教师的主要定位，是立足于人的发展实际，符合人
的培养规律的，然而现阶段我国的部分教师并不能完全按照这一
规范来进行教学工作，主要体现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忽视学生的
学习主体性，忽视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等方面，而通过自然游戏
活动这一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师定位的准确性，一定
程度上保证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生本”不“越界”。 

（二）符合儿童的发展特点 
教育学中提到人的发展具有两个特定，即未完成性和能动

性。未完成性即为在人的非特定化前提下，人的器官并没有对人
们的行为进行特定的规定，自然没有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对人们的
行为进行规定，这意味着人是一种具有很大发展潜能的，可被塑
造的动物。在教学中，儿童处于未完成的发展阶段，也处在未成
熟的发展阶段，这是儿童教育具有极大潜力、较强可塑性的生理
条件，这也要求我们对儿童进行教育。在这一阶段开展自然游戏
活动的教学有利于塑造儿童的各方面的良好习惯；人的发展还具
有能动性的特点，未完成性标示着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潜能，但
是人的发展是社会各个部分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需要
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在自然游戏活动教学过程中，儿童在教师
的引导下，自主的进行合作探究，充分发挥其在学习过程自主、
自觉的能动性。 

二、教师在自然游戏活动中的角色定位 
（一）教师是教学活动中的引导者 
意大利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说：“应用我的方法，教师教得

少而观察得多。”[1]教师作为整个教学设计的策划者，应当明确的
自身的引导者定位。教师在自然教学活动中引导者的角色定位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对学生的深入了解、深入观察，
了解学生目前的发展情况、发展阶段以及学生之间发展的个体差
异性，而后结合课程内容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方案，引导学
生朝着更加完善全面的方向去发展；其次，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引
导者的角色定位还体现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探究思考，由于学
生本身发展的局限性，所以在教学活动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理
解不到位、思维局限等问题，这是就需要教师及时的对学生进行
指导，使得学生的理解思考更加完善。 

（二）教师是教学活动中的保护者 
由于游戏教学活动这一教学方式与以往单纯在课堂上进行

教学的传统方式有所不同，更加广阔的教学场地，更加广泛的教
学内容对教师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保护者的角
色定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保护学生在活动的过程中身
体不受伤，由于儿童动手操作能力弱，且部分动手操作对学生人
身安全会产生一定的危险[2]，因此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这就要
求教师在开展自然游戏活动教学前要对活动的场地进行考察，尽
可能排除所有的安全隐患；其次是保护学生的精神方面，在信息
化时代，铺天盖地的信息难免良莠不齐，部分信息对学生的思想
发展存在着不良影响，由于自然活动教学具有开放性，这就需要
教师做好相关的准备，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要到位，引导学生对外
界信息有良好的辨别能力。 

结语：自然游戏活动教学独特的教育功能在于营造宽松空间
促使儿童多种能力的发展, 从而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有利于激
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
这一教学方式可以促进学生多方面的发展，包括提高学生的思维
能力、创新能力、合作探究能力等，从而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但这一教学模式的应用也对教师队伍提出一定的要求，要求我们
重视教师队伍的培养，增强教师队伍对先进教学思想的理解认
知，提升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如此这般，才能保证教学活动的
顺利进行，教学目标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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