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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自然——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的开展策略分析
陈慧莹 

（泰安市泰山区直属机关幼儿园，山东 泰安 271000）

摘要：幼儿对大自然天然有着探索欲望。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也使得人与自然的联系不断被阻隔，幼儿

与自然渐行渐远，由此带来一种“自然缺失症”。基于此，探索在幼儿教育中开展户外自主游戏有了越来越多的现实意义。户外自主游

戏基于自然教育理念而产生，以自然环境为游戏环境，以自然材料为游戏材料，促进游戏与大自然融合，满足幼儿自然探究欲望。本文

本着自然教育理念探究了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的开展策略，希望依托自然教育唤醒幼儿对自然的情感，充盈幼儿的自然生活体验，促进

幼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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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自主游戏将幼儿置于户外自然场域中，让幼儿在学习兴

趣、需求的推动下自然发生游戏、探索活动，带给幼儿快乐的学

习体验。户外自主游戏能够充分调动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生活

认知，让幼儿创造性地反映生活、解决问题。将幼儿自主游戏扩

展至户外，在自然生态场域中发生游戏活动，使得幼儿得以充分

应用自然物，引发幼儿学习活动的自然生成，充分彰显人与自然

的亲近性。大自然中场景开阔、游戏资源丰富，使得幼儿自主游

戏更为开放、自主，呈现多元创造性空间，充分调动幼儿的主观

能动性，激活幼儿创造思维，发展幼儿的想象能力。

一、以自然环境为游戏场地

户外自主游戏的环境不应是程序化的空间载体，而应当是体

现兼容、开放、动态、自然性的环境，凸显自然性。户外自主游

戏让幼儿得以在大自然中展开探索，幼儿尽情地与自然环境互动，

享受大自然带来的乐趣。

（一）增加游戏环境的可选择性，应用多元自然环境

户外游戏环境体现自主、开放，让幼儿回归自然，与自然环

境互动。因此，户外自主游戏需要教师打破游戏设计与组织的固

化做法，不将游戏场地局限于某个空间，应是尽可能扩大游戏场

地，草坪、土坡、小木屋、沙池、水池、滑梯下的隔断空间等都

可以作为户外自主游戏的场地，给幼儿自主权，让幼儿自主选择

在哪里开展游戏。游戏场地的拓展使得自主游戏发展出更多元的

可能性。在草坪观察小昆虫、在土坡挖坑、在沙地建城堡、在水

池泼水等等，游戏形式更为多元。幼儿可以根据自主游戏的需求，

在大自然中充分寻找游戏材料。

（二）支持幼儿自主创设环境，避免环境程序化

将创设游戏环境的自主权交给幼儿。程序化的游戏环境创设

会束缚幼儿的想象与创造，幼儿只能在限定的环境中进行探索，

无需进行思考，玩法被限制，创造性也削弱。如果将环境创设自

主权交予幼儿，就能打破程序化，幼儿任意创造，满足自己的有

效需求，自主规划场地、设计游戏环境，在游戏里自主创造，做

更多元的玩乐，思维的新火花不断迸发。例如幼儿决定共同开一

家“商店”，他们一起商量，自主寻求商店布置、商品陈架，小草、

小花、落叶、石头都可以作为商店布置的材料。这种环境创设追

随幼儿的游戏需求，让户外探索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让活动更

为精彩。

二、以自然材料为游戏材料

游戏材料对于幼儿自主游戏的开展至关重要。户外自主游戏

充分利用大自然丰富的物产，各种原生态自然材料都可以作为游

戏材料，幼儿发挥想象力，将低结构、本土化的自然材料变成能

够支持高层次探索的优质游戏材料。游戏材料的自然性密切幼儿

与大自然的联系，凸显自然教育，让幼儿在观察中、探究中不断

发展，与大自然展开真实互动，让游戏更具生命力和生长性。

（一）选择原生态的自然材料

幼儿园的户外环境中蕴藏着丰富的原生态自然材料，幼儿园

户外环境在设计时，尽可能保留生态性，让幼儿活动的场域中有

随手可用的原生态自然材料，如沙石、泥土、花草、落叶、水等。

这些取自于大自然的原生态游戏材料，让幼儿与大自然的联系变

得密切，为幼儿开展开放自主、野趣生态的户外自主游戏成为可

能，让幼儿教育活动更贴近生活、亲近自然。在幼儿园户外环境

设计中保留原生态自然元素，使得户外自主游戏得到了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原生态自然材料，让幼儿教育活动变得丰富。

幼儿调动五感，对原生态自然材料展开观察，分析其特性，

并创造性地加以应用。如挖草坪上不同种类的小草，将其想象成

蔬菜；选用比较坚硬的小树枝充当筷子；用树叶当小碗等等，有

的幼儿还用树叶做“创可贴”贴在伤口上。在自然馈赠的游戏材

料中，幼儿做一个充满新奇感的“野餐”，幼儿用石头垒灶，用

树枝当柴火，用落叶、果实当食物，烹煮鲜美的“野菜果子汤”。

在大自然中取材，让幼儿得以享受生态自然带来的乐趣。原生态

化的游戏材料让自主游戏变得野趣十足，给幼儿提供了丰富的观

察机会，他们能够展开充分的观察、探索，发挥创造力，对游戏

材料进行想象、替代、应用。以自然真实的生态材料取代人工塑

料玩具，教育回到原始生态的状态，教育工作扎根于大自然，让

幼儿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展开和谐、自主的活动。

（二）促进幼儿与材料互动

要让游戏材料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发生联系，让幼儿运用生活

经验对自然材料加以创造性应用。能促使幼儿找到游戏思路。幼

儿经过自发地思考以后，将本土生活经验融入户外自主游戏中，

丰富游戏开展的方式方法。

幼儿只能能够与游戏材料展开充分互动，才能在自主游戏中

得到成长和收获。教师可通过引导的方式，助力幼儿与游戏材料

的互动，启发他们将低结构材料转变成能够支持高层次游戏探索

的材料。比如，对于超市买东西得到的纸盒，幼儿可以将其当成床、

微波炉、冰箱、洗衣机……用开放化的思维审视游戏材料，可以

给幼儿提供更多自主游戏的思路，他们能够将游戏向更高层次推

进、让游戏内容更加充实，使得自主游戏得到了无限创意的可能。

三、幼儿自主选择伙伴，自然结伴

游戏也是幼儿与同伴展开交流互动的机会，自主游戏打造了

宽松、自主的平台。在自主游戏中，幼儿自主结伴，根据自身的

社会性交往需求寻找伙伴，共同讨论游戏的开展方式、游戏材料

的应用方法，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寻找解决问题的对

策。自主游戏打造的自主探索空间使得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得以提

高，在真实自然情景中互动，同伴经验得以互补，获得同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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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同伴的资源，在互动中得以发展。

（一）以自然结伴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户外自主游戏产生的自然结伴让幼儿存在兴趣相同的伙伴，

使幼儿萌发集体意识，在合作、分享中收获乐趣。幼儿可以与同

伴分享材料。如在小水池开展捞小鱼游戏，幼儿与同伴交换各自

的捞鱼工具，感受不同工具的特点，促进幼儿学习经验的生成。

同伴之间分享捞鱼的小方法、小窍门，共同获得成长。比如，小

美用一张四四方方的大网兜鱼，她一手抓着网的两端，张开双臂，

胳膊太短，网不够长，她弯腰去捞，但因为渔网不平，软乎乎的，

根本捞不到鱼。小万见状，抓着渔网的另一端，两人合力，各自

抓住网的一边。两人手持渔网，在偌大的池塘里来回穿梭，瞄准

鱼群最多的区域进行捕捞。网边软绵绵的，鱼掉进了水里。小万

在运动器材区找到一个套子，将渔网套在套子上，然后双手抓着，

做了一张有硬板支撑的网，对准鱼群捞过去。

之后，其他幼儿被他们吸引，也纷纷去寻找“支架”制作渔网。

他们找到了呼啦圈、椅子支架等，把渔网套在支架上，放在水里

捞鱼。但是渐渐小朋友们发现这样做成的渔网不牢固，渔网与呼

啦圈连接部分不牢固，渔网总是跑出来；于是小朋友们提出要固

定渔网，他们用扭扭棒将渔网与呼啦圈固定在一起，这样再捞小

鱼时，很轻松就捞到了鱼。

整个游戏过程中，幼儿是游戏的主人，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

自发生成游戏、自主设计渔网、自主搜集寻找材料亲历制作，并

能主动与同伴互动合作探讨解决问题，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在捞鱼游戏中，幼儿由于共同的兴趣自然地结成了游戏伙伴，共

享材料，共同游戏，在其中学会了合作、与同伴交流互动，社会

性交往能力得以提升。

（二）以交流合作促进幼儿丰富经验、积累知识

幼儿们的智力发展多元化，在户外自主游戏中，幼儿应当发

挥自身的优势智能，让自然结伴的优势得以发挥，经验、特长互补，

幼儿相互之间学习借鉴，汲取优势经验，在思维碰撞中共同进步，

提升能力。如捞鱼游戏中，有幼儿可以将捞上来的鱼售卖给没有

捞到小鱼的小朋友，让他们用一些捞鱼工具换自己的小鱼。小朋

友们讨论后，决定开展售卖，力气大的小朋友搬运桌椅、货架；

有巧思的小朋友装点鱼摊；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售卖宣传……游戏

中，幼儿展开合作，相互帮助，学会协商，共同将游戏想法实践，

发展了良好的合作能力。游戏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大家共同讨论，

群策群力，优势互补，各自都在自主游戏中得到发展，更充分地

享受游戏的乐趣。

四、以自然生成促进游戏深入

（一）调动幼儿生活经验让游戏自然生成

日常生活经验是幼儿户外自主游戏灵感的来源。在户外自主

游戏中，幼儿在大自然赋予的空间里，应用原生态材料，用游戏

的方式探索、表达、创造，获得生命体验。

教师是幼儿自主游戏中的观察者和支持者，善于发现幼儿在

游戏中的需要与兴趣点，善于启发幼儿获得新的游戏思路和灵感，

善于促进幼儿产生新的经验。要提高幼儿在户外自主游戏中的表

现，就需要尽可能让幼儿在生活中体验、感受，这样幼儿才能获

得创造和表现的灵感。鼓励父母多带幼儿去社交，诸如去花店、

小吃店、理发店等，可以开展周边游，参观家乡周围的景点，了

解一些家乡地区特有的社会生活，如和爸爸妈妈登泰山摄影，动

植物养殖，民俗文化旅游等等，这样就能让孩子们自然而然地产

生具有家乡地方特色的自主游戏内容，真正地参与到社会交往中

去。幼儿观察到的店内布置，体验消费社交活动，都为他们开展

自主游戏铺垫。

（二）尊重多样性，在启发中促进自然生成

因为幼儿的生活经历、认识经验的不同，所以他们对于角色

的认识和感受也不同。因此，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要求幼儿，而应

该通过启发的方式，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经验，主动地设计游戏方案，

推动游戏深化，大胆地想象。如过生日的幼儿将自己的生活经验

迁移到娃娃身上，为娃娃庆祝生日，并带娃娃去拍生日照，于是

自然生成摄影馆，摄影馆的情节根据顾客的需求不断完善与丰富。

在拍生日照中，生成了内景摄影、外景摄影。在寻找外景摄影时，

幼儿利用建构角建构场景—泰山索道、十八盘，生成了登泰山外

景摄影。游戏情节根据幼儿的游戏需求不断更新、深化、推进。

教师给予幼儿充分自主的空间，允许幼儿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中自然深化游戏情节，让自主游戏成为幼儿自我表达的自然

媒介。

（三）助推游戏真创新

维果茨基指出：孩子真正呈现的高水平、复杂游戏，一定是

孩子在自身发展水平上的更进一层。真正的游戏并不是肤浅、流

于表层的浅层游戏，而是要持续地跟随着孩子们的探索，让游戏

变得更加自然，同时也要关注幼儿在游戏中的体验，让他们能够

持续地思考，持续迸发思维的火花，让他们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地

发挥，在游戏中深入地探索。

游戏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机械、重复的动作上，而应该鼓

励幼儿不断地去发现、去思考。在玩法上不断创新，推动游戏不

断深入，玩得越来越有意思，玩得越来越聪明。在捕鱼游戏中，

孩子们用收集到的各种工具去捕鱼。随着捕鱼游戏的不断深入，

孩子们已经不能满足于机械地摆弄自己带来的捕鱼工具了，他们

不断地想出新的点子，不断地改进捕鱼工具，让游戏变得富有挑

战性，从而实现了对游戏材料的创造性应用。

教师要认真观察幼儿在自主游戏中的表现，帮助幼儿拓展思

维，分析事物前后的情况，分析事物发生的原因，比较异同、迁

移经验等，支持幼儿在自主游戏中理解和建立新的体验。

教师也应当合理筛选、设计教育内容，在新旧的知识之间建

立连接，引导幼儿对生活经验进行迁移应用，将不同阶段的教学

内容建立一定的关联，使得幼儿能够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联系到

旧知识，进而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结语

户外自主游戏是一种依托于户外环境、户外材料开展的自主

游戏活动，体现了自然教育理念，让幼儿享受大自然、探索大自然。

户外自主游戏打造的广阔的探索空间、丰富而又原生态的游戏材

料让自主游戏别具一格，充满乐趣。将自然教育贯穿户外自主游

戏，以自然环境、自然材料调动幼儿的经验、引发幼儿的自然生成，

在自然中释放天性，与大自然互动，获得成长，这种游戏方式也

让教育回归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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