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大自然是幼儿最

初 获 取 知 识 的 丰 富 源

泉。我国著名儿童教育

家陈鹤琴曾经提出：“大

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

材。”可见在自然中开

展活动对幼儿发展的重

要性。笔者所在幼儿园

的自然资源丰富，为了

充 分 利 用 园 本 自 然 资

源，让幼儿在自然中学

习成长，教师将游戏搬

到了户外，希望幼儿能

够在户外游戏活动中健

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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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背景下
幼儿园户外创造性游戏的构建
朱碧玉

一、 开展户外创造性游戏

的意义

《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中明确提出：“和幼儿一起感受、

发现和欣赏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中

美的事物。”大自然是美的艺术品，

是激发幼儿创作灵感的最好素材，

也是幼儿开展游戏最好的材料。在

户外开展游戏，不仅可以让幼儿的

游戏空间更大，也可以让幼儿的游

戏更加自由，有创造力。正好笔者

所在幼儿园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菜园里各种各样的蔬菜、果林里的

树木、池塘、山坡、饲养角的动物、

户外空旷的草地……为了能够让幼

儿的游戏更加自由、自主，有创造

力和愉悦感，笔者所在幼儿园积极

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尝试将创造性

游戏搬到户外。

二、 户外创造性游戏的开

展现状

目前，笔者所在幼儿园开展户

外游戏已经有几年的时间，是以户

外混龄游戏的方式开展，游戏内容

主要有娃娃家、农家乐、小吃一条

街、快递站、糖果屋、水果店、蔬

菜店、小舞台、蛋糕店，还有户外

轮滑、户外自然物拼搭、户外毛笔

画、沙池、户外玩泥、户外积木搭

建等。游戏的种类非常丰富，基本

可以满足幼儿的游戏需求，幼儿非

常喜欢户外创造性游戏。虽然户外

创造性游戏在这几年的时间里经过

不断完善调整，有了初步成效，但

同时存在一些问题。

( 一 ) 游戏材料单一

丰富的游戏材料能激发幼儿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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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游戏的愿望，能引发新的游戏情

节。幼儿在对游戏材料的直接感知

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能发展实践

操作能力和创造能力，游戏材料是

幼儿进行游戏的重要条件。只有丰

富的游戏材料才能让幼儿的游戏

更具创造力。为了让幼儿在户外能

够更加自由地进行游戏，笔者所在

幼儿园投放了很多的材料，但总体

来说材料的品种还是过于单一。如

户外蛋糕店的游戏，虽然看似有很

多材料，但大多是油泥、报纸、蛋

糕底胚、皱纹纸等纸质类或油泥类

的材料。在其他角色类游戏中也存

在这样的问题，材料的品种过于单

一，缺少自然材料和其他低结构材

料的投放。

幼儿是游戏的主人，材料的投

放内容应该根据幼儿的游戏需求和

兴趣进行调整，应该是流动的，而

不是一成不变。例如，有幼儿在参

观了家附近的水果店以后，发现水

果店里有精美的水果盒、水果篮，

提出想要做水果盒或水果篮，教师

应及时投放相应的材料。但目前笔

者所在幼儿园的户外游戏材料更换

不及时，无法及时满足幼儿的需求。

( 二 ) 游戏材料摆放无序

愉快的户外游戏过后，材料

的整理收纳也是游戏的重要组成部

分。幼儿是游戏的参与者，也应该

是游戏材料的整理者。为了解决户

外游戏材料的收纳问题，笔者所在

幼儿园特意定做了几个户外游戏材

料收纳棚。但对于幼儿来说，收纳

棚架子过高，空间布局不合理，材

料与材料之间的区域划分不明显，

幼儿无法自主完成材料的收纳工

作，往往都是教师进行最后材料的

摆放。这不利于幼儿良好习惯的养

成和独立性的培养。

( 三 ) 师资队伍经验不足

幼儿是天生的游戏家，他们总

有很多有趣的想法，但是对于 3～ 6

岁的幼儿来说，将自己的想法变成

实际，顺利开展游戏还是存在一定

的困难，有时需要教师的帮助。因

此，幼儿园师资队伍的建设就显得

尤为重要。在户外创造性游戏中，

教师不仅要及时抓住幼儿的兴趣，

投放丰富、适宜的材料，还要能够

及时发现幼儿游戏中存在的问题，

引导幼儿自主解决并给予适当的引

导。但笔者所在幼儿园的教师都比

较年轻，大多是 5 年以下教学经历

的青年教师，对如何引导幼儿开展

户外创造性游戏存在很多的困惑。

游戏指导中缺乏专业性的知识和实

践经验，不利于幼儿户外创造性游

戏水平的提升。

三、 利用园本自然资源开

展幼儿园户外创造性游戏

活动的策略

( 一 ) 重视园本资源利用，投
放低结构材料

材料是幼儿游戏的重要条件，

建筑师西蒙·尼科尔森曾经说过：

“在所有环境中，无论是创新创意

的复杂程度还是探索发生的可能

性，都与变化的种类和数量息息相

关。”可见丰富的材料才可以激发

幼儿的创作。尼科尔森批评“成品”

材料剥夺了幼儿的想象空间，低结

构材料可以更大限度地发挥幼儿的

创造性。因此，幼儿园应该提供更

多种类的低结构材料，如纸箱、水

管、绳子、毛线、布料等丰富的游

戏材料。

低结构材料也包括自然材料，

笔者所在幼儿园有着丰富的自然资

源：石头、树木、花草、泥土、蔬

菜……因此，教师应该鼓励幼儿使

用园本自然材料进行户外游戏。例

如，农家乐、菜场、水果店等游戏

的位置正好在幼儿园的百果林和菜

地旁边，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利用地

上的落叶、果子、蔬菜等材料进行

真实的游戏，去菜地里摘菜然后送

到菜场清洗、分拣，最后送到菜场

或农家乐进行售卖，增添游戏的真

实性，同时也增加游戏与游戏之间

的互动。

在幼儿园户外游戏活动开展

的过程中，合理投放游戏材料还可

以充分利用幼儿熟悉的环境开展游

戏活动，并及时针对幼儿活动中的

表现进行科学的指导，可以使幼儿

在活动中获得成就感，进而不断增

强幼儿的创造能力。此外，在现代

幼儿户外游戏化活动的开展中，教

师注重园本资源利用的游戏开展形

式，有利于增强幼儿的生活经验。

每一个幼儿都具有对外界事物的好

奇心，教师在幼儿游戏活动构建中

基于幼儿特点，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科学投放材料，可以不断增强幼儿

的想象力。

( 二 ) 师 幼 共 同 制 定 收 纳 规
则，培养幼儿良好收纳习惯

首先，要先对材料棚的内部进

行调整，方便幼儿自主取放。其次，

教师与幼儿一起讨论材料摆放的具

体位置和方便收纳的方法，由幼儿

自己制定合适的方案，如请幼儿一

起讨论如何快速找到材料的摆放位

置，如何整理材料才能充分利用材

料棚的空间。教师要完全尊重幼儿

的意愿，引导幼儿根据自己制定的

方案进行收纳与整理，在收纳的过

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调整方案，最

终找到最合适的收纳方法，养成良

好的收纳习惯。

( 三 ) 尊重幼儿，培养幼儿创
新能力

每一个幼儿都是天生的游戏

家，在游戏中，教师要充当游戏的

观察者，给幼儿自由游戏的空间。

教师应尽量管住自己的嘴和手，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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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充分地自娱自乐，在保证幼儿

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幼儿创

新游戏玩法，允许幼儿在不同的游

戏中随意使用材料。例如，幼儿想

做一个沙发，但缺少材料，提出想

从积木的游戏场地拿积木搭建一个

沙发。教师应该支持幼儿的行为，

允许他们大胆尝试，同时要制定好

规则，要求他们游戏结束后必须将

材料送回原处。

( 四 ) 强化教师理论学习，积
累实践研究经验

“给幼儿一杯水，教师就要有

一桶水”。教师应不断加强有关户

外游戏指导策略的学习，定期开展

小组研讨，采用多种形式分析幼儿

的游戏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共同

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利用

视频、照片等方式记录幼儿的游戏

过程，然后教师一起观看讨论视频

中幼儿游戏的状态，共同寻找游戏

中幼儿存在的问题。同时，幼儿园

还可以邀请专业人士进行指导，邀

请相关专家观摩幼儿园的户外创造

性游戏现场，对幼儿园游戏的现状

提出建议，或者邀请专业人士开展

相关的讲座，提升教师的理论知

识等。

( 五 ) 利用自然资源，创新游
戏形式

在现代自然资源创造性游戏构

建中，教师在游戏中要充分发挥创

新性。为了满足幼儿创新型教学要

求，教师要致力于通过不同的自然

环境设计出不同的游戏工具，从而

使幼儿在运动中不断提升想象力。

面对现代幼儿户外活动的开展，教

师可以实行就地取材的教学方式，

为幼儿设计游戏形式。如在自然资

源的材料使用中，教师可以找到不

同的农作物种子，如花生、小麦、

绿豆、红豆等，并将它们装在玻璃

瓶中，奋力摇晃瓶子发出有旋律的

声音，从而使幼儿感受到音乐的存

在，初步培养幼儿的乐感，进而为

幼儿的个性化发展指明方向。此

外，通过自然资源的利用开展创造

性游戏构建，可以充分发挥幼儿的

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创造性游戏构

建中，教师要引导幼儿以小组的形

式进行游戏构建，进而不断增强幼

儿的想象力。

( 六 ) 依据幼儿自身特点，设
计创新游戏活动

在幼儿园户外教学的开展中，

教师可以根据幼儿自身的情况，引

导幼儿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活动构

思，从而确定游戏的具体内容，进

而实现通过户外创新型游戏增强幼

儿知识学习效果的教学目的。

例如，在玩“公共汽车上”这

个游戏时，幼儿会按照不同的角色

要求，自行选择当售票员或乘客，

教师可以站在旁边观察幼儿的行

为。在角色确定后，幼儿会根据自

己的角色确定游戏内容：扮演售票

员的幼儿会报站名、卖票、给老人

和抱小孩的乘客找座位等；扮演乘

客角色的幼儿会自行投币、找座位。

教师在参加游戏时要注意幼儿指导

语的使用，不要限制幼儿的行为和

创造性。同时，教师要有计划地组

织幼儿参观日常活动，引导幼儿仔

细观察自然界，并通过谈话、讲故

事、看图片、看电视等方式不断扩

大幼儿眼界，丰富幼儿的知识，使

幼儿逐步认识并体验人与人、人与

自然的各种关系，丰富幼儿创造性

游戏的内容。这种幼儿自行构思活

动形式的游戏方式能打破传统户外

活动的局限，充分拓宽幼儿的想象

空间，充分以幼儿想象为中心，从

而更有效地培养幼儿的思维能力。

( 七 ) 划分游戏区域，加强游
戏联动性

首先，游戏之间要进行合理的

区域划分，因地制宜，不同的游戏

选择合适的位置开展。例如，“菜

场”的游戏可以选择靠近菜地，这

样方便幼儿采摘真实的蔬菜进行游

戏。每个游戏场地之间的距离不要

太远，既要给幼儿充足的游戏空间，

同时又要满足幼儿游戏之间互动的

需求。例如，“水果店”“菜场”“娃

娃家”等交往类的游戏可以尽量放

在一起，这样参与“娃娃家”的幼

儿可以同时参与“菜场”“水果店”

等游戏，增强幼儿之间的互动，满

足幼儿社会交往的需求。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创造者，

他们看得到星辰的闪烁，闻得到鲜

花的芬芳，也感受得到生命的神奇。

大自然令孩子们神往，每次开展户

外游戏，孩子们都会很期待。虽然

笔者所在幼儿园户外创造性游戏的

开展还有很多不足，但幼儿园的教

师将继续从心出发，认真发掘园内

自然资源，开展丰富有趣的户外游

戏，让幼儿能够回归自然，将自然

与游戏融为一体，在游戏中度过一

个快乐自由的童年。总而言之，自

然资源在幼儿户外活动中具有积极

的作用。教师在自然资源下的活动

开展中要注重幼儿自身的条件，并

充分结合幼儿心理，创造出符合幼

儿学习的游戏场景，同时不断丰富

游戏活动的内容，进而达到通过游

戏活动提高幼儿能力的培养目的，

不断促进幼儿的身心协调发展。（作

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银龙鑫苑幼

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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