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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幼儿户外混龄自主游戏活动的观察及支持策略 
◆温彩霞 

（深圳市龙华区爱义幼儿园  518109） 

 
摘要：幼儿户外混龄自主游戏活动可创造一个将同龄人活动与混合年龄

活动相结合的活动环境，提供丰富的游戏素材，打破年龄和班级界限，

可以满足小班幼儿与不同年龄的同龄人交流和扩大交往的需要。本文主
要介绍了幼儿户外混龄自主游戏活动的观察方法与相关的支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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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幼儿普遍缺少兄弟姐

妹，独生子女的社会化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只能与同班
幼儿或不同年龄的幼儿交往。许多进入幼儿园的小班幼儿经常面
临着许多沟通难题，如自我定位困难、不同年龄段缺乏沟通、缺
乏沟通技巧等。创造一个将同龄人活动与混合年龄活动相结合的
活动环境，提供丰富的游戏素材，打破年龄和班级界限，可以满
足小班幼儿与不同年龄的同龄人交流和扩大交往的需要，从而享
受游戏的欢乐和愉快，促进游戏的发展，促进社会发展，有效提
高小班幼儿的沟通能力。 

二、幼儿户外混龄自主游戏活动的观察方法与策略 
（一）有针对性地观察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水平 
在户外混合年龄自治游戏中，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在年龄特

征、交际能力、理解能力、爱好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所
以教师在观察过程中应注意这些差异，观察和分析不同年龄段幼
儿的情绪变化、沟通方式、合作能力、规则意识，并找出相关因
素，户外混合年龄独立游戏活动的评估。在活动中，教师可以使
用定点观察来了解幼儿活动的表现。例如，在角色扮演中，教师
可以观察大一点的幼儿的能力，观察他们是否能在游戏中扮演领
导者的角色，他们是否能合理地划分小一点的幼儿的角色，他们
是否能及时照顾幼儿，以及他们是否能有意识地解决问题。 

（二）阶段性地观察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需要 
在户外混合年龄独立游戏活动中，教师应根据游戏的阶段对

幼儿进行深入观察，以了解幼儿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在第一
阶段的观察中，教师应注重幼儿对环境、游戏素材、游戏规则和
不熟悉的幼儿的熟悉程度，及时发现那些在短时间内难以融入环
境的幼儿，通过积极的引导和鼓励，让幼儿们克服胆怯，独立参
加游戏。在观察的第二阶段，教师应该重点观察年龄较大的幼儿
是否能够在混龄游戏中负起责任，并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所扮演
的角色，引导其逐渐适应自主游戏，并学会分享、体验与合作。 

（三）幼儿户外混龄自主游戏活动的观察策略 
一是整体观察。在户外混龄自主游戏活动中，教师并非是发

号施令的权威者、忙碌的穿梭者，而是幼儿背后的观察者，要通
过观察准确获得幼儿和环境材料之间、和同伴之间的信息，敏锐
捕捉幼儿的实际需要，并及时作出适当的调整。这就要求教师要
整体观察幼儿户外混龄自主游戏活动的环境、材料以及活动水
平。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物质环境和预先创造的游戏
情境是否刺激混合年龄幼儿的参与兴趣，是否适合活动的发展。 

二是细微观察。微观检查涉及幼儿参与户外混合年龄自主游
戏的兴趣、同伴交往与合作以及幼儿自主性，微观观察兴趣是指
教师在活动过程中观察幼儿的表情、情绪和行为，以了解幼儿心
理，尤其是个别幼儿的活动，包括主动性较弱的幼儿。过度运动
的幼儿、活动能力弱的幼儿等。细微观察同伴之间的交往与合作
则是指教师要注意发现幼儿在活动中发生的纠纷，通过观察对纠
纷的成因加以分析。 

三、幼儿户外混龄自主游戏活动的支持策略 
（一）规则支持 
如何维护幼儿户外混合年龄自治游戏的秩序是一个关键问

题，因为不同年龄的幼儿在活动中可能会因为争夺玩具和同龄人
而产生冲突。如果问题解决不好，很容易阻碍幼儿人际关系的维
持，也可能导致安全问题。所以，在开展幼儿户外混龄自主游戏
活动之前，教师务必要依据活动实际合理建立游戏规则，通过规

则支持幼儿安全开展游戏活动。同时，教师要支持混龄幼儿贯彻
游戏规则，帮助幼儿尽早养成规则意识，并遵守规则。此外，教
师还应观察幼儿是否积极参与活动，以及他们是否能感受到大班
幼儿的关怀。通过这样的观察，教师在设计游戏活动时会更有针
对性和目的性。教师也要对幼儿之间的相互帮助的机制，鼓励并
表扬幼儿间的相互帮忙。 

（二）物质支持 
一是支持幼儿跨区域交往。在幼儿园的户外场地，教师无需

划分游戏活动的区域，要给予混龄幼儿充分的自主选择权，自由
选择材料、玩法，支持幼儿同时进行类型不同的游戏活动，从而
使年龄不同、个性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的幼儿能自主选择游戏、
自由互动。二是支持幼儿自主移动游戏材料。由于混龄幼儿在经
验、认知和思维发展上存在差异，教师应为其提供低层次的材料，
以避免对游戏方法的过多限制，使混龄幼儿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
水平设计自己的游戏方法，支持幼儿移动材料。独立的活动，并
发挥各种新的模式。 

另外，幼儿教师要关注活动材料的支持。在材料方面要注意
观察游戏活动材料能否满足幼儿需要，能否将幼儿的主动性与积
极性调动起来。而观察活动水平则是指教师要根据整体活动水平
对游戏活动内容的适宜性加以衡量，进行适当地调整。 

（三）精神支持 
教师在幼儿户外混龄游戏活动中应加强记录和评价，为幼儿

提供精神支持，从而指导幼儿的游戏活动，以便找出更多针对性
强、适合幼儿需要的游戏指导策略。教师应注意记录活动过程，
可以使用纸张和笔记，摄影和其他手段进行记录，反映幼儿在户
外混合年龄独立游戏中的真实实践。定点指导一两名幼儿，将其
参与游戏活动的环节记录下来，对幼儿的发展情况作出分析和评
价。 

四、总结 
综上所述，户外混龄游戏活动的开展，使幼儿的的活动空间、

老师的教育空间和幼儿的创作空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幼儿园
要根据教学目标，对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情况进行观察，从幼
儿的合作能力、自主意识、交际能力、语言能力、身体状况、创
造力和想象力等方面引导不同年龄的幼儿在一起和谐活动，让每
一个幼儿在原有的基础上都能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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