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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沙池我做主

———浅谈幼儿户外教育

●许　萍

　　

[摘要]沙池作为幼儿园必备的户外活动场地,一直是孩子们乐而忘返的场所.但是绝大多数园所的沙池都

是设计者们已经设计好了的,留给教育者自主思考的空间不多.本文旨站在教育者和孩子的立场,探讨如何

利用现有的有限资源,最大限度促进幼儿自主性和主动性的发展.

[关键词]沙池游戏;亲密接触;有限资源;最大限度;释放天性

沙
池游戏以其独特的自然性、包容性、开放性，为幼

儿提供了一个自由探索、尽情玩耍的空间。 沙子的

特性，如流动性、可塑性、松散性等，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

科学探索机会。 幼儿可以通过观察沙子在不同条件下的形

态变化，感受干沙与湿沙的区别，洞悉沙子的物理特性。

他们在沙池中倒水，观察水与沙的融合过程，感知液体与固

体的相互作用，从而激发对科学现象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促进幼儿感知觉的发展和科学思维的启蒙。 沙池游戏可以

帮助幼儿初步认识一些数学概念。 例如，幼儿在使用不同

大小的容器装沙子时，会直观地比较容器的大小和容量，理

解“多”与“少”、“大”与“小”等概念；在将沙子分成若

干堆或者排列沙堡时，涉及到数量、分类、排序等数学活

动，为幼儿今后学习数学知识积累了感性经验。

幼儿在与沙子的亲密接触中，不仅能够获得愉悦的体

验，尽情释放天性，还能在不知不觉中实现身心各方面的发

展，对其成长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当幼儿在沙池中共同

搭建大型沙堡、挖掘沟渠等复杂工程时，需要与同伴分工合

作。 他们会互相商量、分配任务，如有的负责运沙，有的

负责堆砌，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倾听他人意见、表达自己想

法，逐渐培养起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 同时，幼儿也会分

享自己的工具和发现，如“我找到一个漂亮的贝壳，我们一

起玩吧”，这种分享行为有助于他们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

增强社交能力。

沙池游戏是幼儿释放情绪的一个良好场所。 当幼儿感

到开心时，他们会在沙池中欢快地奔跑、跳跃，用笑声表达

喜悦；而当他们遇到困难，如沙堡倒塌时，可能会感到沮

丧，但在继续尝试修复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面对挫折和调

节情绪，培养了坚韧不拔的品质和积极乐观的心态。

沙子的可塑性为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 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沙子塑造成各种形状，

如城堡、山脉、动物等，还可以通过添加贝壳、树枝等材

料，丰富自己的作品，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游戏场景。 在这

个过程中，幼儿不受任何限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

内心的想法和情感通过沙子表达出来，展现出独特的创意和

艺术天赋。

在沙池游戏中，幼儿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如沙子太干

无法成型、沙堡的结构不稳定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

需要思考并尝试不同的方法，如加水使沙子变湿、改变沙堡

的形状或加固底部等。 这种不断尝试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能

够激发幼儿的创造力和创新思维，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为今后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积累经验。

但各地幼儿园因自身各种条件制约，导致沙池在开放过

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有的沙池面积过小，难以满足多个孩

子同时玩耍的需求，容易导致孩子间的争抢；而有些沙池则

过大，影响了孩子的社交互动。 此外，部分幼儿园在沙池区

设置过多叠加设施，挤占了幼儿玩沙的有效空间。 同时许多

幼儿园没有定期清洁和维护沙池的制度，沙池在闲置时都是

敞开的，长期受到日晒雨淋，沙子容易“结板”变硬，灰尘也

较多，沙池的安全和卫生情况堪忧。 此外，一些幼儿园对沙

池的利用仅限于简单的堆沙、挖沙等活动，缺乏创新性和趣

味性。 教师往往过分强调规则和纪律，忽视了对幼儿个体差

异的关注，导致幼儿在活动中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

沙地游戏问题的解决方法

针对这些问题，幼儿园应根据自身有限资源合理规划沙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教学实践　　Jiaoxue Shijian

５０　　　　　 前卫 　２０２４．３５

池空间，确保沙池面积适中，既能满足多个孩子同时玩耍的

需求，又不会过大影响孩子的社交互动。 同时，应减少沙

池区内的叠加设施，扩大幼儿玩沙的有效面积。 此外，我

们可以即时生成谈话性活动，大家畅所欲言，请孩子们设想

出自己心中的沙池，因为只有孩子成为沙池游戏的主角，才

能挖掘出孩子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同时幼儿园应建立完善的沙池清洁和维护制度，定期清

理沙子和消毒工具，防止细菌和疾病的传播。 同样，我们

也可以请孩子成为管理沙池的小主人，即时生成主体性教育

活动。 例如，怎样让我们的沙池更清洁？ 在清洁沙池时，

可以使用哪些工具？ 孩子在劳动的过程中，不仅可以认识

各种工具，还能逐渐形成一定的规则意识和自律意识。 孩

子在使用耙子等工具梳理沙子时，既可以锻炼孩子的手部肌

肉，又培养了孩子的劳动意识和专注力，真是一举多得。

《３~６岁幼儿发展指南》指出：要重视幼儿的学习品

质。 幼儿在活动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良好行为倾向

是终身学习与发展所必需的宝贵品质。 要充分尊重和保护

幼儿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帮助幼儿逐步养成积极主动、认

真专注、不怕困难、敢于探究和尝试、乐于想象和创造等良

好学习品质。 幼儿在沙池中挖掘、搬运、堆积沙子等动

作，需要运用到手臂、肩部、腿部等大肌肉群。 例如，他们

用铲子用力将沙子铲起，这个过程锻炼了手臂肌肉的力量和

协调性；在搬运装满沙子的容器时，腿部肌肉得到了锻炼，

有助于增强幼儿的体力与身体平衡能力，为其今后参与更复

杂的体育活动奠定基础。 同样玩沙过程中，幼儿会用手

抓、捏、搓沙子，或者使用一些小型的沙池工具，如沙漏、

模具等，这些操作能够锻炼手部的精细动作。 如幼儿用手

指将沙子装进小模具中，小心翼翼地压实并倒扣成型，这一

过程可以提高手部肌肉的控制能力与手眼协调能力，对幼儿

日后的书写、绘画等技能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因此幼儿园应充分利用沙池的教育功能，引导孩子自主

研发多样化的沙池活动，如堆沙、挖沙、造型、沙画等，以

提高幼儿的参与兴趣和创造力。 同时，教师应关注幼儿的

个体差异，采用灵活多样的指导方法，激发幼儿的自主性和

创造性。

在投放游戏基本工具时，为满足幼儿基本的挖掘、堆建

需求，幼儿园可以投放一定数量的小铲子、小桶、水壶等，

还可引导幼儿选取自己喜欢的低结构材料进行游戏。 如小

班的孩子可以让他们自由选择塑料瓶、瓶盖、纸盒、小勺、

小碗，与沙子进行亲密接触，中大班孩子可以和家长进行亲

子合作，按照自己的意愿用废旧物品制作小工具。 孩子们

在使用过程中通过比较，就会分辨出哪些工具更经久耐用，

更易于收纳整理。 教师还可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年龄特

征指导孩子对材料进行合理收纳。 这样不仅能很好发挥孩

子的主动性，减轻教师的工作强度，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

还大大提高了师幼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在投放游戏材料前，我们可以引导孩子设定明确的主

题。 小班孩子对汽车感兴趣，语言和动手能力差，我们可

以引导孩子设置感兴趣的主题。 如纸盒和瓦楞纸压制的路

面和桥梁，再配上小车模，一定会让孩子流连忘返的。 而

中大班的孩子则可以设定建造“小小动物园”、“米奇游乐

园”、“魔法城堡”、“沙画制作”等主题，引导幼儿围绕主

题，讨论会用到哪些材料，再由孩子自主决定如何准备相应

的材料，如此便能很好地培养培养孩子们的目标意识、责任

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 例如在“小小动物园”主题活动

中，孩子们会主动说出动物园中有哪些动物，教师再适时投

放孩子们用粘土制作的小动物，孩子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在沙

池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小动物说话，借助巧妙的环境暗

示，培养孩子的感受力，释放情感。 中大班的孩子可以通

过扮演建筑师、雕塑家、厨师等角色，理解角色所处的社会

性定义，从而增强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

虽然说“我的沙池我做主”，但这并非意味着在沙池游

戏里就放任孩子自由发挥，老师不予干涉。 这里的自由都

是相对的，必须教师的提前谋划并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

沙池游戏按照一定的模式有序开展后，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

能力及年龄特征，设置快速闯关、创意挑战任务，如“用沙

子制作最高的塔”、“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一个沙雕作品”等，

激发幼儿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思维。

总之，教师在沙池活动中应细心观察幼儿的表现，了解

他们的需求和兴趣点，适时给予引导和帮助。 确保幼儿在

安全的环境中玩耍，同时引导幼儿在游戏中学习新知识、新

技能。 及时表扬幼儿的创意和成果，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

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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