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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活动的开展

◆王希萍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第九幼儿园, 新疆 克拉玛依８３３６９９)

【摘要】幼儿园实施户外自主游戏活动,既能培养幼儿的自主性,又能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同时也反映出了以学生

为本的教育思想.幼儿园和教师是幼儿教育中的引领者,应当对户外自主游戏活动的有效开展进行探究,营造出一个

良好的环境,为幼儿提供充足的活动资源,保证游戏器材的安全性,为幼儿进行协作和交流创造平台.目前,在幼儿园

户外自主游戏活动开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就要求教师积极开展教育创新改革工作,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户外自主游

戏活动的开展,为幼儿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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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在早期教育中，主要通过“玩”来进行学习，户外

自主游戏注重幼儿的自我意识和独立行为，主张促进幼儿积

极地参加各种活动。 但在实际游戏活动中，很难实现幼儿

能力素养的有效提升。 由此可见，对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

活动进行调整与创新十分必要。

１　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活动的意义

１．１　促进幼儿学习品质的提升

户外自主游戏活动具有开放性、灵活性等特征，它打破

了教师干预下的传统游戏活动的局限性，极大地推动了幼儿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既能够促进幼儿自主互动，又能够给予

幼儿足够的自主创造空间。 户外自主游戏活动突显了幼儿

的主体性，能够让幼儿深入到游戏情境当中，因此，教师的

引导工作需要符合适当性标准，将幼儿的学习品质很好地激

发出来。 当幼儿在游戏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教师可以从多

个角度对他们提供指导，让幼儿独立尝试与实践，从而达到

设定的游戏目标。 通过这种方式，幼儿能够更好地发挥出

自己的学习能力，突显游戏活动的学习价值，增强幼儿的自

主意识，为以后的学习奠定基础。

１．２　有效彰显幼儿的主体性价值

在幼儿园教育中，游戏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而在户外

进行自主游戏活动，则符合了幼儿的发展规律和需求。 户

外环境更为开放，让幼儿独立完成任务，这对他们自我人格

意识的形成以及个性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在进行户外自主

游戏的过程中，幼儿们所展示出来的任何行为，如追逐打

闹、比赛竞争、交流互动等，都属于他们向外进行有效探索

的自然状态。 在此期间，幼儿眼中充满快乐，内心满是喜

悦，脑中激发着无限的创意，他们真正成为教学活动中的

主人。

１．３　丰富幼儿园的育人活动

要想保证教学活动的有效性，不仅要提前了解幼儿的认

知水平，还要充分考虑他们的兴趣，丰富幼儿园教育活动形

式，满足他们的多样化需求。 当幼儿在进行户外自主游戏

时，教师认真观察幼儿的动态，了解幼儿的自主参与性和一

些内在特征。 在游戏设计中，教师充分考虑幼儿的需求，

对游戏的内容进行丰富。 通过观察和分析，对幼儿的游戏

活动情况进行整体掌握。 结合幼儿展现出来的欲望和需

求，来更好地完善游戏活动方案。 实际上，幼儿园户外自

主游戏活动的实施，是教师实现内化提升、发挥引导作用的

一个重要过程。 在整个教学指导过程中，教师通过观察幼

儿动态、分析幼儿需求和特征、研究幼儿教育理念、探究新

型教学方法，选取优质资源，不断地丰富教育活动，为幼儿

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感，有利于教育目标的高效实现。

２　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活动的开展策略

２．１　因地制宜，为幼儿提供开放性和多样性的户外自

主游戏场地

要想顺利开展户外自主游戏活动，就必须选择和设计一

个合适的活动场地。 在此过程中，要充分结合幼儿园建设

的具体情况，根据园内的结构和布置进行设计，创造出一个

具有开放性的游戏环境。 比如，在沙水池旁搭一架木梯，

一方面能够保证幼儿的安全，另一方面可以节省空间，当幼

儿爬完木梯可以在下面玩沙土。 要做到“物尽其用”，对未

利用的和已被利用的场所进行进一步开发，扩大户外活动空

间，为幼儿创建丰富的游戏资源。 另外，在设计户外场地

的时候，还需要保证视野开阔，避免存在教师难以观察到的

区域，这样才能及时、全面地了解幼儿的动态。 根据幼儿

的身体基本素质，创造出适合幼儿体能接受范围内的活动场

地，如攀爬区、平衡区等，使幼儿可以得到充分的锻炼。

户外环境的开放性，不仅仅体现在场地硬件设施的开放上，

还体现在对幼儿自主性的尊重上。 教师在与幼儿沟通中得

知其对户外自主游戏的看法，之后，教师再认真考虑幼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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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对户外场地展开合理的改进，保证活动场地始终符合

幼儿的发展需求。

２．２　提供充分的游戏材料，保障户外自主游戏的有效

开展

要想激发幼儿的自主游戏积极性，就必须为他们准备充

足的游戏材料，为幼儿提供更多的选择，这样才能更好地吸

引幼儿的注意力，从而实现幼儿自我发展。 一般来讲，游

戏素材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采购，二是旧物再利用。 教

师可以将易拉罐放入沙土区，然后组织幼儿开展梅花桩游戏

活动，还可以向幼儿提供不同大小的易拉罐，让他们利用彩

纸、剪刀等工具对易拉罐进行装饰，开展创造性游戏活动。

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游戏活动，满足幼儿们的

差异性需求。 在进行户外自主游戏前，教师要做好足够的

准备，结合幼儿的特点和游戏内容搜集相关材料，并引导幼

儿自主搜集材料，如小木棒、饮料瓶或废旧的生活用品，这

样不仅可以增强幼儿的节约意识，而且还能够锻炼幼儿的收

集整理能力。 同时，教师也可以呼吁家长参与到教育活动

中，让家长搜集一些生活中可用作幼儿游戏的废旧物品，对

户外自主游戏材料进行充实。 具备充足的游戏材料，可保

证户外自主游戏的顺利进行，利于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

而为了将所搜集的游戏材料进行整理和归纳，幼儿园可以设

立一个材料室，由教师进行管理，这样既能保证游戏材料的

丰富性，又能防止资源的浪费。

２．３　基于人本思维，体现幼儿的主体地位

随着幼儿教育的不断发展，人本观念逐渐被重视起来，

身为一名幼儿教师，也应当将人本观念与户外自主游戏活动

相结合，在实践教学指导中，要做到少介入、多指导，让幼

儿根据自己的想法来进行游戏，自由寻找游戏伙伴，并制定

游戏规则。 例如，教师设置了一个户外演出区，幼儿可以

在这个场地中玩过家家，然后自主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

有的幼儿选择扮演妈妈，负责做饭、洗衣等工作；有的幼儿

扮演爸爸，负责招待客人等。 教师则需要随时观察着幼儿

的动态，当幼儿在游戏中遇到问题时，应耐心地指导和教

育，引导幼儿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培养幼儿自主解决

问题的能力。 比如，发现扮演妈妈的幼儿对母亲这个角色

还不太熟练，没有将母亲的职责发挥出来，那么教师就可以

给幼儿一些建议，引导幼儿去扫地、擦家具。 目前，一些

教师对户外自主游戏的内容和时间都作了规定，严重地制约

了游戏的开放性和幼儿的自主性。 每一个幼儿都具有独特

的自主意识，有些幼儿擅长和喜欢模仿和追随别人，而有些

幼儿则喜欢展现自己，他们可以在自主游戏中得到满足。

所以，教师要注意到幼儿的差异化性格，让幼儿在户外自主

游戏中自主地进行合作，充分地发挥出幼儿自身的潜能。

２．４　借助户外自主游戏活动，激发幼儿的游戏创造力

推动幼儿多样化发展是幼儿教育的一项主要任务，创造

力是幼儿展现个性和潜力的主要来源，而游戏则可以增强幼

儿的创造力和创新意识。 在户外自主游戏活动中，其游戏

形式必须具备多样性和创新性，不能单一地开展同一类型的

游戏，这样会使得幼儿产生审美疲劳。 教师应在游戏活动

设计环节中认识到这一点，不断地创新和调整游戏内容，让

幼儿感受到户外自主游戏的精彩。 另外，还可以对幼儿的

创造性进行激励，让他们自主地设计出一些新颖的游戏，从

而推动他们自主意识发展。 例如，在进行跑步活动时，教

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用你们聪明的小脑袋想一想，怎么

才能使跑步更有趣？”在教师的引导下，幼儿积极地进行思

考。 有的幼儿提出可以拿着一个玩具跑，让别人跟在他的

身后追，如果后面追的人抓住这个玩具并抢过来，就算追的

人赢；还有幼儿提出跳着跑、接力跑等等。 幼儿们纷纷说

出了自己的想法，可以看出他们经过了认真的思考。 教师

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纳幼儿所提出的游戏方式，可以起到鼓

励幼儿的作用。

２．５　通过积极鼓励，化解幼儿的畏难心理

在户外进行的自主游戏活动，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有很大

的帮助。 户外自主游戏更具开放性、新颖性、自主性，对

于幼儿来说较为陌生，但是可以锻炼到他们的综合体力和心

理素质，尤其是对于那些体力不足或者心理素质比较弱的幼

儿来说，他们在进行户外自主游戏时，极易产生紧张、畏难

的心理。 因此，教师要对幼儿进行激励，不能强迫他们参

加游戏，而是要遵循从易到难的原则，逐步地帮助他们战胜

畏惧心理。 例如，在玩夹物游戏的时候，有些幼儿总是害

怕摔倒，所以不敢参与。 教师发现了这种情况，就可以让

幼儿进行简单的跳跃，等幼儿对跳跃动作已经完全掌握了，

然后再去尝试用双腿夹沙袋，帮助幼儿掌握运动技能，慢慢

地将这个过程扩展到双腿夹球，从而提高幼儿的胆量和自

信。 当幼儿进行“老鹰抓小鸡”游戏的时候，有些幼儿担

心自己会被“老鹰”抓到，有点畏惧和抗拒，这时教师要对

幼儿进行安慰，让幼儿认识到本次游戏的趣味性，并营造一

个宽松的环境，使得他们在这次游戏中获得真正的乐趣。

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有些幼儿的心理比较脆弱，不愿意接

受新的事物和挑战，教师应该与家长进行交流，了解幼儿的

真实情况，并指导家长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让家长在

日常生活中多鼓励幼儿独立完成某件事情，锻炼幼儿独立能

力，并对幼儿进行肯定和赞赏，提高幼儿的自信心。

２．６　结合幼儿的个性和兴趣，组织户外自主游戏活动

幼儿之间性格和兴趣都存在着差异，如有些幼儿喜欢

跑，有些幼儿喜欢跳，而有些幼儿喜欢安静。 教师在组织

户外自主游戏中，要根据幼儿的这些特点，展开具体的指

导。 例如，有些幼儿胆子大，身体素质也比较好，那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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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就可以将这类幼儿分为一组，组建“小兵训练营”，向他

们分发玩具枪、迷彩服、沙袋等游戏材料，让幼儿分别组成

敌我两军展开游戏，然后各自构建指挥所，小组内部挑选团

长，通过侦查、射击等方式，开展战争比赛，激发幼儿的胆

量和斗志。 对于那些喜欢安静环境的幼儿，教师可以为他

们设计“沙滩拾贝”的游戏，教师提前将贝壳埋在沙土中，

并通过音响播放海浪和海鸥的声音，创设一个真实的情境，

让幼儿在沙滩上寻找美丽的贝壳，同时可制定游戏规则，谁

捡的贝壳数量多谁就获胜。 但是，教师应注意到幼儿的性

格和兴趣是不断改变的，所以这就需要对幼儿进行主动指导

和训练，让幼儿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游戏活动来实现自己的

发展。 如即使性格内向安静的幼儿，也可以报名参加“小

兵训练营”这一游戏，这样也可以起到锻炼幼儿开放性格的

作用。

２．７　增强幼儿安全意识，保障户外自主游戏活动的

安全

在户外自主游戏中，安全是一个重要因素。 幼儿对危

险的预测能力较弱，教师的精力有限，很难照顾到每一个幼

儿，所以，增强幼儿的安全意识十分必要。 在正式开展游

戏活动之前，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利用多媒体向幼儿讲解安全

知识以及一些注意事项，利用播放动画的方式使得学生直观

理解和感受掌握安全技能的重要性，提高幼儿对安全的认

识。 然后，幼儿在进行自主游戏时，教师要加强巡视，以

便及时发现幼儿身边存在的危险隐患。 当发现幼儿做出了

危险的动作，教师应给予指导和纠正。 当发现游戏器材出

现老化、尖锐物品的时候，及时提醒幼儿注意安全，或者让

幼儿远离这里。 特别是在进行一些具有挑战性的游戏活

动，如跳跃、跨越和平衡练习时，教师需要时刻保持对幼儿

的关注。 在游戏设计中，要注重安全问题，不能为了追求

多样化的运动体验而忽略安全因素。 除此之外，还可以选

择幼儿参与到安全管理工作当中，组织做事细心且有耐心的

幼儿充当“小小安全员”，对其他幼儿的游戏活动展开全面

的监督，一方面能够提高安全管理工作质量，另一方面可以

锻炼幼儿的管理能力，使得幼儿变成安全保障的关键一环。

２．８　提升教师能力，强化幼儿管理水平

在户外自主游戏中，教师是重要的实施者和参与者，因

此，他们必须提高自身的组织能力，不仅要给幼儿提供充足

的自主权，还要强化对他们的管理，通过交流、观察等方

式，对幼儿进行全面的了解，积极地与幼儿共同开展游戏活

动。 转换教师这一角色，与幼儿成为伙伴，拉近与他们之

间的距离，这样可以对幼儿展开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

户外自主游戏的开展难度较大，这就要求教师坚持以学生为

本理念基础上，对幼儿进行针对性指导，掌握好主导与引导

的关系。 教师不仅负有传授知识、启发育人的职责，同时

还要对幼儿进行管理，同时还要学习新教育理论，不断提升

自身综合教育能力。

３　结束语

幼儿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自主意识萌发时期，因此，

可以通过落实户外自主游戏活动，促进幼儿自我意识和独立

性的发展。 教师和幼儿园共同努力，为幼儿提供更多的游

戏资源，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原则，以促进幼儿综合性发展为

目的，精心设计户外自主游戏活动模式和评价模式，从多个

角度观察和分析幼儿的发展需求，丰富户外自主游戏内容和

形式，激发幼儿内在潜力的有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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