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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自主游戏开展的问题及对策＊

福州市仓山区盖山中心幼儿园　张少雅

户外自主游戏是幼 儿 在 户 外 游 戏 环 境 中 根 据 自 己 的 兴 趣 和 需 要，以 快 乐 和 满 足 为 目 的，自 由 选 择、
自由探索、自由表现的游戏活动。户外自主游戏有助于提高幼儿的运动能力，促进幼儿社会交往、口语

表达、认知等能力发展，形成积极主 动、认 真 专 注、不 怕 困 难、敢 于 探 究、乐 于 想 象 和 创 造、合 作、分

享等良好的学习品质。笔者在任职的幼儿园发现户外自主游戏存在以下问题：重视户外锻炼而忽视幼儿

自主游戏；强调教师的主导与设计而忽视幼儿自主、自发生成的游戏；游戏内容、材料单一，教师不注

重游戏观察等。笔者立足教学实际，开展了户外自主游戏的现状调查，通过研究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现状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希望为广大一线教师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游戏活动提供些许帮助。

一、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开展的问题

（一）幼儿参与户外自主游戏的时间不足

《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强调，要 “保证幼儿的户外活动时间”，“幼儿每天的户外活动时间

一般不少于两小时”。从传统的一日作息时间安排上来看，虽然幼儿户外活动的时间不少，有晨间活动、
早操、户外体育活动，但转换过渡环节较多，花费了不少时间，造成单次活动时间较短，只能进行形式

简单的游戏，无法开展真正的自主游戏。
（二）户外自主游戏的内容及材料单一

户外自主游戏是幼儿 园 户 外 活 动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户 外 自 主 游 戏 的 内 容 和 组 织 形 式 应 该 是 多 元 的。
笔者发现一些教师指导的户外自主游戏以户外体育锻炼为主，活动材料的提供主要为大型攀爬墙、滑梯

等固定的体育器械以及皮球、跳绳等可移动运动器材，户外游戏的内容及材料较为单一。
（三）户外自主游戏的组织形式高控

由于对活动效果的高期望、对户外活动安全的焦虑、对各年龄段幼儿心理特点及游戏行为缺乏有效

的分析等，一些教师组织幼儿开展户外游戏还是以集中活动为主，强调教师的统一设计，注重游戏规则

的遵守以及游戏人数的限制等，忽视幼儿的自主选择、自由表现。
（四）部分教师不重视户外自主游戏的观察工作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２５％的教师对活动观察存在抵触情绪，觉得工作量太大；３８％的教师知道观察

的重要性，但对如何在户外活动中观察解读幼儿的行为存在困惑；近１０％的教师认为户外自主游戏只要

关注幼儿的安全问题就好，没有必要进行观察和指导。调查的结果表明，部分教师并没有真正了解观察

对其专业发展及幼儿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开展户外自主游戏的几点建议

（一）合理规划游戏场地，增加游戏内容及游戏时间

１．尊重幼儿的兴趣与需求，增加多元的自主游戏内容

户外自主游戏的主体是幼儿，户外自主游戏到底玩什么，应该是幼儿说了算，因此在游戏内容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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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上应该回归幼儿的兴趣与需 求。笔 者 曾 对 所 任 职 的 幼 儿 园 不 同 年 龄 段 的 幼 儿 进 行 “我 的 游 戏 我 做 主”
的问卷调查，了解幼儿的真实想法 及 兴 趣 需 求。根 据 问 卷 调 查 的 结 果，笔 者 尝 试 创 设 了 以 “咔 遛 乐 园”
为主题的户外自主游戏活动场地，增加了多元的自主游戏内容。

首先，“生态＋野趣”，让游戏富有生命力。富有生命力的环境是幼儿认识自然界的鲜活教材，因此，

我们利用生态环境设置富有野趣的游戏内容，让幼儿在开阔的场地上尽情奔跑，在蜿蜒的小路上探险闯

关，在灌木丛中穿梭行走，在山坡上攀爬翻越，在翠绿的竹林里尽情涂鸦，在小池塘里快乐嬉戏……在

生态的环境中，幼儿感受自然的神奇。
其次，“创新＋情境”，让游戏更加多元。我们将户外自主游戏情境化，尽可能还原幼儿喜爱的真实

生活情境，如 “麦当劳”“小吃店”“鲜花店”“娃娃家”等，让幼儿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会与同伴交往。
再次，“挑战＋休闲”，让幼儿自主快乐。在 “丛林探险”“运动汇”“冒险岛”“足球小将”等富有挑

战的区域中，幼儿能尽情闯关，体验运动的快乐，发展动作的协调；“陶艺吧”“创意空间”等能让幼儿

劳逸结合。不同能力的幼儿都可以在其中自主选择，满足了幼儿的不同需求。

２．科学规划活动场地，开发多元化的游戏环境

多元的游戏环境才能支持幼儿的自主游戏，发挥自主游戏的独特价值，因此根据游戏内容合理地分

析地理环境、开发多元 游 戏 场 地 尤 为 重 要。开 放 平 坦 的 空 间 有 助 于 发 展 幼 儿 的 大 动 作；幼 儿 园 的 角 落、
封闭的空间对幼儿来说 意 味 着 安 全、自 由 和 个 性 化，适 宜 开 展 个 性 化 的 探 究 活 动 及 创 造 性 的 表 现 活 动。
笔者所在的幼儿园操场面积大，地形宽阔平坦，幼儿可以在其中尽情 “摸爬滚打”，适宜开展体育游戏，

发展大动作；幼儿园的角落位置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能为幼儿创设自由、放松的心理氛围，有助于开展

个性化的探究活动及创造性的表现活动。操场左侧狭长但宽度不大的空间，适合开展角色游戏。

３．调整一日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自主游戏时间

幼儿园一日作息时间可以弹性安排，将户外自主游戏和早操加以整合，将晨间户外活动和早操相对

集中安排，减少幼儿在室内外活动交替、上下楼梯等环节上的等待，从而保证幼儿的户外活动时间。尤

其是一周一次的 “咔遛时间”，幼儿拥有一个多小时的混龄、混班的游戏时间。在此段游戏时间中幼儿可

以自由选择场地、自由选择同伴、自由选择玩法、自由选择内容，满足幼儿个性化的需要。
（二）尊重幼儿的自主选择、自由表现，减少对幼儿的干预

自主游戏是幼儿根据自己的兴趣自愿进行的活动。自主游戏的主导者应该是幼儿而非教师。幼儿自

主游戏的主题、玩具的选择以及游戏的进行与结束都应该由幼儿自己来决定。教师会发现：有的幼儿可

能从头到尾不选择游戏，看似无所事事地游荡；有的幼儿喜欢选择相同的游戏，就会出现有的区域幼儿

扎堆，有的区域无人问津的现象……教师面对这些情况，不要急着去干预，要基于对幼儿游戏的观察以

及对幼儿游戏行为的分析与 解 读，正 确 把 握 介 入 的 时 机 和 方 法。教 师 应 变 “质 问”为 “询 问”、变 “制

止”为 “了解”，尊重幼儿的选择，也要尊重幼儿暂时的不选择，才能让幼儿成为自主游戏的真正主人。
（三）满足幼儿不同的游戏需求，投放富有层次性的游戏材料

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的生活经验和游戏经验越来越丰富，在游戏中表现出的表征、合作、构造等

行为水平随之提高。因此，形象化玩具随年龄增长而递减，低结构材料随年龄增长而递增。小年龄班幼

儿的自主游戏需要有一部分相对稳定的主题环境的预先布置，即固定的空间、固定的玩具材料，有利于

幼儿熟悉游戏环境，使他们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自主游戏。随年龄的增长，游戏环境的构建、内容的确

定、材料的选择，应逐渐转向以幼儿为主，最终应该是由幼儿自主决定。因此，小班阶段的游戏应主题

明确、空间固定，投放的游戏材料也应比较逼真，而中大班的游戏，可以不固定空间和游戏主题，只是

设置 “材料超市”，让幼儿自主选择材料、自主布置环境并开展游戏。
教师要根据幼儿在户外自主游戏中的表现，根据班级幼儿不同的发展水平投放相应的材料，以解决

幼儿在游戏中遇到的问题，维持幼儿的游戏兴趣，支持幼儿游戏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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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教研，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开展户外自主游戏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幼儿玩耍，更重要的是促进他们的发展。户外自主游戏不仅仅

是一种游戏活动，更是一种教育活动。部分教师不重视对户外自主游戏的观察，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没有

认识到观察的价值所在，只是感觉到工作量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户外自主游戏中有太多不确定的

因素，使得教师难以应对，有的教师能捕捉到户外自主游戏中的一些现象，但是缺乏解读、分析幼儿行

为的方法与思路。因此，要有效地提高户外自主游戏的质量，就需要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
对于如何观察幼儿的游戏行为，如何正确把握不同户外游戏区的观察视角，如何对幼儿游戏行为进

行准确的分析与解读，都是教师们十分困惑的。我们着手制订了不同游戏区的观察量表，将观察的要点

转化为教师能够具体操作的、可执行的内容，为教师观察幼儿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我们以教师现场观摩游戏或观看游戏视频的方式，共同聚焦户外游戏区，以定点观察或追踪观察的

方式，采用实况描述法进行记录，并分小组对观察结果进行分析。这种共同聚焦问题、小组形成合力研

讨并分享的方式，能很好地消除教师对观察分析的畏难情绪，帮助他们掌握观察、分析的方法。

幼儿户外自主性游戏活动的开展需要我们每一个幼教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做一个有心人，进一步深

入研究幼儿的生 理 和 心 理 特 征，在 实 践 活 动 中 不 断 探 索，寻 找 更 多 更 好 的 适 合 幼 儿 发 展 的 教 育 途 径 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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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照应其他区域的 同 时 能 应 付 的 只 是 回 答 幼 儿 的 提 问 而 已。第 二，阅 读 区 投 放 的 图 书 题 材 种 类 多、
艺术风格多样，虽然教师在投放绘本前做过绘本内容和教育价值等分析，但无法细致地调查每本绘本内

容是否适合某些幼儿的生活经验。第三，阅读区活动提倡幼儿自主自愿，虽然同样需要教师的支持与指

导，但不必像集体阅读教学活动那样要求每个幼儿理解每个画面的内容。教师可以根据班级大多数幼儿

的年龄特点和阅读能力、兴趣等投放绘本，让幼儿自主地从众多绘本中选择适合自己经验并感兴趣的绘

本。即使幼儿对绘本内容某个细节暂时不理解或者存在 “误解”，只要不妨碍幼儿的阅读兴趣，教师就没

有必要干预幼儿的阅读。在阅读区活动中，教师要相信幼儿自己有能力解决已有经验与绘本内容之间存

在的差距问题。事实上，如果一本绘本中的内容，幼儿没有任何相关的生活经验，幼儿也会缺乏阅读的

兴趣。松居直在 《我的图画书论》中说过：“不明白的地方，就是没有趣味的地方，孩子们不想做没趣的

事情。”这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阅读区有的图书幼儿只是翻翻而不愿与之 “对话”的原因。对于幼儿只是

翻翻、没有阅读兴趣的绘本，教师应在观察的基础上及时撤下，更换其他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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