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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中教师指导的价值和措施分析
耿桃花

（东营市东营区文馨幼儿园，山东 东营 257000）

摘要：《指南》指出：“一般幼儿每天至少要参加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其中体育活动不少于一个小时。”“幼儿学习是基于直接体验、

游戏与日常生活，重视游戏与生活的独特价值，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合理安排每日生活，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

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求。”在户外活动中，应努力贯彻《指南》精神，教师应在户外活动中设计大量自主活动，充分发挥

户外活动的教育价值。本文就户外自主游戏的意义、存在的问题以及教师指导策略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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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自主游戏为幼儿创造自由活动机会，引导幼儿自主选择，

培养幼儿自主规划能力，对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

了避免幼儿无目的的进行自主游戏，以及解决游戏持续性不强的

问题，教师应指导幼儿对游戏进行自主规划，结合幼儿的生活经

验和游戏水平，为幼儿提供有效指导，引导幼儿在游戏中积极探索，

从而体现出户外自主游戏的价值。

一、幼儿园开展户外自主游戏与教师有效指导的意义

（一）户外自主游戏促进幼儿个性发展和思维拓展

幼儿园开展户外自主游戏对幼儿个性发展和思维拓展具有重

要意义。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幼儿园教育的改革和优

化也逐渐被提上日程。在以往的幼儿园教育工作中，教师只是简

单地对幼儿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与约束，对幼儿的个性发展、综

合能力的提高、思维发育的重视不够。同时，开设户外自主游戏，

通过游戏激发幼儿参与的兴趣，增强幼儿的思考能力、行为能力

和决策能力，为幼儿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教师有效指导凸显户外自主游戏教育价值

幼儿园在开展户外自主游戏课程时，应重视教师指导。幼儿

园阶段的学龄前儿童无论是生理发育还是心理发育都比较稚嫩，

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能力，而且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大多活

泼好动，喜欢玩，因此在户外游戏活动中，教师必须展开指导，

这样学生才能理解游戏规则和内容。著名教育家皮亚杰曾说过：“学

习是知识建构的过程”。如果把幼儿所学的知识和经验比作建筑

材料，那么教师指导就是这些建筑材料的黏合剂。因此，在幼儿

园开展户外自主游戏时，要发挥教师指导的功能与教育价值。

二、幼儿园在户外游戏指导中存在的问题

（一）幼儿参与意愿难引导

在幼儿户外自主游戏教学活动中，既有积极参与活动的幼儿，

又有不愿参与活动的幼儿。不参加户外游戏对幼儿的智力发育和

情感发展都有不利影响。造成幼儿不愿意参与游戏活动的原因比

较复杂，主要与幼儿自身的心理状态有关，但最常见的原因还是

幼儿不适应群体活动。因此，幼儿园教师不仅要积极开展户外游

戏活动，而且要关注每一位幼儿的情感，提高幼儿参与户外自主

游戏活动的积极性，这样才能达到预期教学效果，提高幼儿教育

质量。

（二）教师的指导功能发挥不全面

户外自主游戏作为幼儿教育游戏的重要组成内容，而自主游

戏不是教师完全放手，教师要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教师在户外

自主游戏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一种是观察者，教师要认真观察孩

子在游戏中的表现；二是参与者，教师在恰当的时间内需要科学

介入和参与；三是指导者，教师要在适当的时机指导和教育幼儿。

然而在现阶段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中，多数教师只扮演了一种或

两种角色，多数教师忽略了参与者这一角色，或直接告诉幼儿应

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或者像观察者一样放任幼儿自由玩耍，

没有任何参与和指导 这不利于幼儿积累游戏经验，也会使户外游

戏的教育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三）教师的观察意识有待增强

虽然户外自主游戏鼓励幼儿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探究和开

展游戏性，但幼儿自主开展游戏更加需要教师细心观察，适时介入，

给予幼儿科学的指导与教育。但是，大多数教师尚未建立起观察

意识，这是由于幼儿园缺乏对教师观察意识的培养，没有给予他

们良好的专业成长平台，导致教师不注重教育观察能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幼儿教师工作繁杂，既要开展日常教育工作，还要应

付各种领导检查活动，负责举办各种形式的竞赛，参加各种培训

学习，导致教师无暇思考教育。此外，多数幼儿教师缺乏专业知

识和自信心，不注意集中注意力，缺乏对观察方法的整体认识。

三、教师指导策略在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中的应用

（一）观察幼儿的表现并设计游戏活动

在户外自主游戏中，教师首先要做好引导，观察幼儿在游戏

中的表现，了解游戏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幼儿。因此，

教师应采取正确的观察方法，多角度观察幼儿，根据教学目的和

内容制定不同的游戏方案，引导幼儿参与游戏，全面观察幼儿的

表现。如教师可采用钟摆式、地毯式观察模式，深入观察区域。

同时，教师要以交叉、平行的方式参与游戏，加强对幼儿的指导，

突出户外游戏的教育性和娱乐性，满足幼儿的兴趣需求，使幼儿

从中获得经验。

例如，教师可根据幼儿的兴趣，以搭建旧楼房为主题设计户

外游戏，激发幼儿的游戏欲望，使他们积极参与游戏，幼儿在教

师的指导下开展游戏，在玩中获得愉快的活动体验，增强自信心，

提高探究欲望，学会主动探究。孩子们想象力丰富，在用积木搭

建“老建筑”的时候，有些孩子想要搭建传统建筑的屋檐上翘起

的部分，这部分像燕子的尾巴一样微微翘起，左右对称。教师可

以展示有关老建筑的图片，让幼儿观察，探索老建筑的特征，并

尝试使用积木进行搭建。在此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幼儿不断尝试，

不灰心、不放弃。通过不断的尝试，幼儿学会固定弧形积木，模

仿旧建筑屋檐的一角，从中获得教师的肯定，感受成功的喜悦。

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户外自主游戏活动，能够使幼儿在游戏中获

得经验，促进其不断发展。又如，在组织户外游乐区自主游戏时，

教师应考虑参与游戏的幼儿能力水平，组织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活

动，如“水的守恒”活动，较适合大班幼儿；此外，教师还应充

分考虑游戏内容的趣味性，增加游戏的挑战性，从而使得游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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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调动幼儿参与的积极性，使幼儿在趣味自主游戏中获得收获和

锻炼。

（二）创设游戏环境，加强隐性辅导

环境因素对幼儿户外自主游戏活动效果有很大影响，教师应

改变传统教育观念，不局限于文化知识教学，营造良好的游戏环

境，给幼儿创设自由活动的空间，让幼儿主动参与游戏，使得环

境发挥隐形指导功能。首先，教师要合理划分游戏区域，为幼儿

提供游戏场地；在户外游戏中，任何细节都会引起周围环境的变

化，从而影响到幼儿的游戏效果，为了避免干扰幼儿游戏，教师

可将园区划分为智力活动区、沙地区、操场区、草地区等不同区域，

开放活动场地、不同游戏区域相互结合，形成区域互补效应，锻

炼幼儿的想象力和能力，引导幼儿探索、创造、提高想象力。其次，

教师在环境中要做好标识，使游戏更有秩序。幼儿活泼好动，在

游戏过程中经常会破坏环境，如乱扔游戏材料、打乱摆放物品等。

教师要提供丰富的素材，以启发学生思维，使他们不断探索，培

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学习能力。总之，在户外游戏中，教师应加强

对幼儿的隐性指导，通过划分区域、标注标识、丰富素材等方式，

使幼儿能够更好地完成游戏任务。

（三）指导评估，提高幼儿经验

在户外自主游戏中，由于幼儿年龄较小，教师往往采取小组

合作的方式来组织游戏活动。例如，在自主游戏过程中，教师可

引导幼儿进行情境表演，让幼儿分别扮演不同角色，从中获得游

戏体验。如“扮演一家人”游戏，孩子们在游戏中可以扮演“爸爸”

和“妈妈”两个角色。教师要从侧面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比如，

教师可以引导幼儿思考父母在生活中会做些什么？经过思考，幼

儿可以更真实地模仿父母的行为，获得生活经验，增强认知能力。

1. 场地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开展户外自主游戏的前提是要科学规划场地，场地设计不仅

影响儿童游戏的效果，而且直接影响儿童参与游戏的积极性、专

注力和毅力。丰富多样的户外游乐场是游戏开发中不可缺少的元

素，科学的场地规划是游戏成功必不可少的保障。幼儿园沙池、

大型滑梯、绿地、大型游乐场、草坪、防火梯等，都可以通过组

合规划来优化利用，比如园内大操场很大很平，那么我们把它规

划成“民俗村”，展示舞龙、舞狮、扭秧歌、大鼓等等民俗活动；

又如，我们可以规划一块露天土地作为“种植区”，种植各种蔬

菜和水果，在种植区周围建立“快乐农场”；再如，我们可以在

草坪上创造一个休闲区域，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自由活动。

2. 准备丰富的游戏设备，设置生活场景使游戏与现实相结合

每个孩子的家庭环境都不一样，因此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成长

经历也是不同的。如果教师想要充分了解每个孩子的性格特点，

那么在游戏开始之前，教师要提前和孩子们进行交流。在游戏开

始之前，教师应该给学生制定一些规则，这样既能有效地帮助学

生遵守规则，又能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自律习惯，让孩子们明白

规则的重要性。教师可鼓励学生把自己当成游戏中的主角和组织

者，使学生更深入积极地参与游戏学习。在游戏活动中，教师可

适当引导学生模仿、开发游戏活动，如组织幼儿玩平时所玩的“游

戏屋”游戏等，让幼儿扮演不同角色。这种游戏更贴近生活，幼

儿可以在其中寻找最真实的体验。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幼儿扮演

的角色必须具有一定的正能量，要尽可能贴近生活，通过不同的

游戏角色，让幼儿充分体会到不同角色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有

效地帮助他们了解生活与现实，这对于幼儿的成长起着重要的影

响作用。

（四）满足幼儿兴趣需求，使幼儿获得成功体验

传统的幼儿教育，主要是由幼师引导儿童进行自我探索，而

幼儿教育小学化，是将知识强加给儿童，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忽

略了幼儿的观察能力、想象力、运动能力、识别能力的全面开发

与发展。教师要鼓励幼儿在自主选择游戏后，要积极与游戏中的

情境、角色进行有效互动，在活动中满足幼儿的探索欲。在户外

自主游戏中，为提高幼儿对游戏活动的参与度，使幼儿更愿意自

主探究，教师就必须抓住幼儿的兴趣点，在满足幼儿兴趣需求的

基础上，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投入游戏活动，从而获得成功的经验，

提高参与游戏的自信心，进一步激发探究的欲望。

比如，用积木建造“老建筑”，有些孩子想用积木做“老建

筑”上的燕尾形状，翘沿既要向上翘起，又要左右对称，为了达

到这种效果，有的孩子试着用弧形积木，但每一次放上去，积木

都会掉下来。教师要鼓励幼儿，引导幼儿重新研究“老建筑”，

经过一番研究后，幼儿用夹子把周围的积木固定住，这样“翘沿”

就不会再掉下来了。此时，教师要给予幼儿表扬鼓励，比如“你

真会想办法！”教师恰当的回应会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满

足自尊心，从而深刻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更积极主动地探究，更

愿意参与户外自主游戏活动。

（五）加强户外游戏安全教育，积极应对危机

在户外自主游戏活动中，安全教育至关重要。幼儿户外自主

游戏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教师应时刻关注幼儿游戏行为，关注

周围的游戏环境，及时应对环境的变化，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安全

隐患。当然，在游戏开始前，教师应该告诉孩子一些安全注意事项，

提前进行安全教育可以减少事故发生。

比如，为了释放幼儿涂鸦的天性，教师可以在户外设置涂鸦墙。

但与此同时，问题来了，一个幼儿拿起颜料瓶，在墙壁上涂抹颜料，

然后用刷子在墙壁和地面上刷来刷去，不仅弄脏了地面，还挥舞

着刷子把颜料溅到别人身上。这个时候，教师要做的就是给孩子

们示范正确的涂鸦方式，让他们明白乱涂颜料会造成多么严重的

后果。在户外自主性游戏中，玩沙子的时候也常常发生意外。比如，

有的幼儿往其他人脸上扔沙子，或者用小手揉眼睛，或者是在大

型的户外积木活动中故意推倒别人的建筑等等，如果教师不能及

时地引导孩子调整和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

意外。

四、结语

综上所述，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不仅要鼓励幼儿充分参与游

戏，还要对幼儿展开有效指导。目前，许多幼儿教师对于教师指

导存在着错误的认知，认为教师参与游戏、进行指导会影响幼儿

的思考。为此，幼儿教师应强化对幼儿户外自主游戏的认识，充

分利用户外自主游戏的积极作用，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在幼儿进

行户外游戏时，教师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梳理和解决幼儿在游

戏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引导幼儿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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