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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津游戏环境创设具有善用自然资源&创设生态游戏环境"巧用废旧材料&创设创意游戏环境"妙用现代资源&创设挑

战游戏环境等鲜明特点"具体表现在设计游戏主题&体现幼儿特有学习方式"科学组织游戏&合理安排幼儿一日活动"创建游

戏生态"回归幼儿园教育本义"研发自制玩具"有效支持幼儿健康发展等方面"对于有效预防和纠正我国幼儿园教育,小学化-

现象"引领广大幼儿园教育工作者研究游戏&支持幼儿发展"让幼儿获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具有现实意义'在学习借鉴利津

游戏的同时"还需进一步思考并明晰集体游戏与自主游戏&游戏与课程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而因地制宜地创设支持幼儿发展

的游戏环境并努力提高游戏质量"使幼儿园真正成为幼儿健康成长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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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津游戏-是,山东省利津县幼儿园户外游戏

活动-的简称"由利津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园长赵兰会

及其团队历经
#"

余年实践探索和总结而形成'在

目前一些地区还普遍存在,小学化-,成人化-&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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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王丽娟"沈建洲"王晓丽%利津游戏经验的合理借鉴与反思改进

游戏和幼儿快乐童年的今天",利津游戏-的成功做

法为广大幼儿园及其教师认识理解幼儿园&回归幼

儿园教育的本义"让入园有接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借鉴的榜样'

一"利津游戏的主要成功经验

#一$善用自然环境%创设生态游戏环境

环境是幼儿学习的主要载体.

#

/

"幼儿对环境的

反应往往比成人更为积极'在自然环境中"他们总

是能够发现高低&远近&软硬&明暗&刚柔&方圆&多少

等概念或现象"并对此充满好奇"而他们用来探索这

些概念&现象的客观物体又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并

强化其学习的乐趣.

!

/

'对于幼儿来说"户外有阳光&

空气&水和动植物44这一切都充满诱惑和挑战"与

之交流&互动有利于幼儿身体发育和心理健康发展'

因此"幼儿园户外游戏场地不仅是一个接触阳光和

空气&娱乐和玩耍的地方"更是一个具有教育功能的

场所'

利津二幼占地面积
A"

亩"幼儿园充分利用这一

大环境开辟创建适宜的游戏环境'其保教楼的左侧

有一片茂密的小树林"他们以树干为支撑&绳索为材

料"编制成长约
!"

米的攀爬游戏区!树林里"蜿蜒的

水渠&松软的土地&高高的土坡&密密的木桩&清澈的

小池塘&精致的小桥构成了自然的游戏场所"既保留

了自然的静逸"又兼顾了幼儿游戏和发展的需要"处

处都能激发幼儿游戏的兴致'土坡的下方有山洞"

池塘的上方有绳索&木梯等"可供孩子们钻爬&攀登

44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尽情穿梭在树木间&草丛间

的幼儿"或三五成群玩打仗游戏的幼儿!也可以看到

静静蹲在沙池中玩沙或以沙为材料探究天平的幼

儿!你既可以听到孩子们的欢笑声和呼喊声"也会听

到他们在窃窃私语'利津二幼将园内环境充分且合

理的规划利用"形成了一处又一处鲜活而灵动的生

态式游戏环境"处处透露出,人文化成-与,自然天

成-的游戏环境创设理念'

保教楼后面的植物园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弥漫

着果蔬的清香"沁人心脾'植物园的中间有一条被

绿植覆盖的长廊"两侧是通往不同年龄班种植园地

的甬道"园地里果蔬丰富多样'在这里"幼儿不仅能

体验各种植物从播种&浇水&除草到收获的全过程"

也能在自然而然的养护过程中认识各种植物&了解

不同植物的生长规律&懂得植物生长的条件&品尝自

己的劳动成果"体验着,全收获-的喜悦'这些植物

和农副产品的果实&籽粒&杆茎&叶子等作为幼儿游

戏或学习操作材料"广泛运用在不同游戏或操作活

动之中!植物园的旁边还有幼儿最喜欢的小动物园"

这里饲养有许多动物"有兔子&还有小马"在饲养员

和老师们的组织关照下"幼儿可以零距离接触"还可

以乘坐小马车观光'这些润物细无声的自然生态渗

透在教育环境之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让幼儿

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双手去探索&用自己

的耳朵去聆听&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总之"利津二

幼珍视游戏和生活的对幼儿的独特价值"创设丰富

的教育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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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幼儿

创设了一个极富田园诗意的实践园地和精神家园"

这正是#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

%@C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所倡导的

#二$巧用废旧材料%创意设计游戏环境

利津二幼善于利用废旧材料创设的游戏环境&

制作的玩教具无处不在"不仅美观而且实用"并充分

考虑到幼儿的操作互动与适宜性发展'该园利用轮

胎研发并制成了各种规格和样式的飞机&坦克"而且

在幼儿的推动下都能转向和行进"幼儿对此乐此不

彼'还有废旧轮胎制作的蹦床&爬行区&攀爬架&攀

岩墙&投掷圈"平衡区44除了将轮胎做成具有一定

功能的游戏设施设备外"还将许多轮胎整齐的排列

在墙边"供幼儿游戏活动时自由搭建或玩耍'

利津二幼玩沙池分为干湿两个区域"分别设置

在保教楼左右两侧'在湿沙区"不仅有各种玩沙工

具"还配有制式挖掘机"沙池的一侧设有自制小水

车"想要用水"幼儿可以自己踩动小水车来提取"多

余的水会自然流淌到水渠中!在干沙区"沙池里设置

有天平和自制的简易小挖机'玩沙也需要探索和付

出"可以借助机械设备"但要玩爽&玩得,有意思-却

需要幼儿动脑筋&想办法"还要有创造性'

利津二幼保教楼左前方的木质长廊也是引人瞩

目的地方"循着有节奏的敲击声"不由你不去关注和

观望"走进你会发现"许多孩子在这里有序游戏'原

来"长廊的两侧挂满了各种材质的盆盆罐罐"既有大

小不一的废旧钢制盆"也有制式不同的塑料桶&食品

罐等"聆郎满目'幼儿在这里可以尝试运用不同的

击打工具"来探索声音和节奏的奥秘'饮水桶和

F>N

管的完美结合"也会形成诸多意想不到的创

意"其玩法多种多样'饮水桶做成小火车"四五名幼

儿踩着饮水桶前行"脸上洋溢着喜悦而自豪的笑容!

饮水桶做成的小推车上坐着一名乘客"另一名幼儿

专心致志地推着乘客前行!饮水桶做成滚筒"幼儿推

着滚筒快乐地奔跑着44诸如此类的创意设计随处

可见"诸如此类的游戏场景随时可见'

利津二幼游戏环境的创设&游戏设施设备和操

作材料的制作"在最大程度上支持幼儿自主游戏"并

且在游戏过程中能够满足幼儿创造性,玩-的需求"

不断生成新的游戏主题与玩法"进而根据游戏进程

与结果再设计(改进)&实施新的游戏设施设备和形

式!同时"教师对幼儿游戏过程进行充分观察"发现

幼儿的最近发展区"使幼儿游戏水平得以有效提高'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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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妙用现代资源%创设挑战游戏环境

具有野趣的挑战性游戏环境更能唤起幼儿游戏

的欲望"激发幼儿战胜自我的信心和潜能"磨炼幼儿

的意志&挑战意识和能力"大班幼儿在此方面的愿望

尤为突出'在利津二幼"富有挑战性的游戏环境创

设随处可见'在池塘两侧安装两根铁链"一高一低"

幼儿手抓上面的铁链&脚踏下方的铁链"从池塘的一

边走向另一边"利用自身力量"手握滑索从池塘的一

边滑到另一边等"其难度和挑战性对于幼儿不言而

喻!在一个长约
#"

米的
8

型坑槽上方悬吊一根大

绳"幼儿抓住绳索从一头荡到另一头"期间还有几名

幼儿从两端不断跃抓大绳"最多的时候"大绳上有三

四名幼儿在悠荡!不借助任何工具"仅靠双手和双脚

爬树"甚至一些能力较强的幼儿能够利索地攀爬高

高的钢管(专为幼儿攀爬设置的)"这项活动即使是

成年人也具较高难度"然而孩子却身手敏捷!从树屋

上下来的方式也可谓多种多样"既可以顺着一根光

滑的钢管滑下"可以踩着木质的阶梯走下来"还可以

踩着安装在支架上的小木桩&绳网慢慢爬下来!自制

的攀爬墙有
#"

多米高且坡度陡"攀爬的方式有踩轮

胎攀爬&踩木桩攀爬&拉着一根绳索攀爬或在绳网上

攀爬"攀爬方式&难易程度各不相同"不论何种攀爬

方式"幼儿都能勇敢地挑战"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

行三次'富有挑战性的游戏活动不仅锻炼了幼儿的

体魄"更使他们在活动中克服了胆怯心理"变得更加

坚强和强壮'可以想象"这代孩子长大成人后"或开

动坦克"或驾驶着战机"或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尽

力'利津二幼这一景象与当下许多幼儿园和学校取

消一些具有挑战性户外活动&技巧性体育活动相比"

更显其超前先行的睿智'

二"合理借鉴利津游戏成功经验

#一$学习其游戏环境创设理念

席勒认为"游戏状态是一种克服了人的片面和

异化的最高的人性状态"是自由与解放的真实体现'

,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

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

.

%

/游戏既是幼儿的一种

存在方式"同时也是幼儿教育的一种存在方式'利

津游戏为什么会吸引幼教工作者的眼球2 这些问题

的答案都隐含在利津游戏之中'概括地讲"利津游

戏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或者说是从朴素的实

践认知来理解游戏%玩'这不仅回归了幼儿园的本

质"为幼儿创设丰富多样的游戏场所"更是从支持幼

儿成长出发"以促进幼儿发展为基本诉求'

游戏环境的创设"是引发幼儿自主游戏的最直

接因素.

&

/

'有研究发现"在中国"儿童游场地往往简

单地划定为长方形"基底采用硬质材料铺装"鲜有地

形的起伏变化"毫无趣味可言'游戏场所的设施设

备多是活动强度大的混凝土和金属运动器械"这些

器械固定在一处"且不能根据儿童的需要进行调整

和变化'游戏过程中"教育者往往强调的是结构化

的体育锻炼"而不是游戏过程中的自由发挥"忽略了

儿童认知学习和身心发展的诸多方面44相比之

下"中国城市的儿童游戏场更注重以体育锻炼来增

强体质"而忽视了玩耍的多样性及其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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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

是说"众多幼儿园游戏场地设置&游戏环境创设忽视

了为谁及其创设的初衷'然而"利津二幼的做法不

仅用事实回应了这一研究"同时也为广大幼儿园树

立了学习借鉴的榜样'因此"对利津游戏的学习"须

理解,懂得幼儿-和,玩-的真正含义&以及二者的关

系上"读懂利津游戏所内隐的支持幼儿发展的游戏

精神'若能从这个角度思考并看待利津游戏"那么

无论是园长还是教师"都会结合区域环境资源"结合

幼儿园自身特点&幼儿发展需求"创设出具有区域特

色&符合幼儿身心发展和学习特点的&渗透着游戏精

神的游戏环境'

#二$学习其研发创新游戏玩法与材料的精神

在利津二幼"最吸引观摩者眼球的莫过于丰富

多样的游戏以及游戏材料'正是秉持,传统的东西

也要体现时代脉搏-的游戏创新理念"利津二幼在继

承传统游戏玩法和功能意义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教

育思想"结合地域特点&生活环境和幼儿的兴趣&发

展需求"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编与创新"不仅体现

在玩法翻新&规则创新上"还体现在场地规划创新和

玩具材料研发的创造发明上'比如%大班,踩高跷-

游戏"就有头顶沙包&跨轮胎&独木桥走"还有平步&

蛇形&绕
$

字等走法'玩法的创新在不同程度上给

幼儿带来了难度有别的刺激和挑战"使他们在一次

次的尝试和超越中获得满足和发展"逐步成为游戏

的行家里手'正是这种满足"不断地激发他们的探

究欲望和兴趣"不断迸发创造的火花"使得游戏具有

了生命的意义"并不断生成新游戏'对于具有较强

故事色彩的,老狼老狼几点了-的传统游戏"小班幼

儿尤为喜欢"但经常玩一定会厌倦'利津二幼在传

统玩法基础上"对游戏场地的规划与布置进行创新"

在游戏场地设计并布置了钻山洞&跨小河&采果子等

游戏情境"既增强了游戏的趣味性和游戏进程的神

秘性"更发展了小班幼儿的钻爬&跑跳等灵敏和动作

协调能力"而且小班幼儿玩起这个游戏乐此不彼"在

游戏中完成了#纲要$#指南$健康领域所要求的基本

内容"实现小班幼儿动作发展的具体要求'

三"利津游戏实践反思与问题改进

#一$如何看待集体游戏与自主游戏的关系

较之安吉游戏具有较多基于低结构材料的自主

建构生成游戏"利津游戏则与此同时存在着一些基

于高结构材料的集体游戏'目前看来"有些高结构

材料对于支持集体游戏是必要的"有些高结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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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支持集体游戏则未必是必须的'更为值得关注

的问题"在以游戏材料丰富见长的,利津游戏-中"各

类低结构材料与高结构材料之间的互补关系是什

么2 各类不同低结构材料之间以及不同高结构材料

之间的关联关系又是什么2 特别是其各类集体游戏

与幼儿个体或分组自主游戏之间的有机衔接关系是

什么2 根据大家的现场观摩情况来看",利津游戏-

对此尚难见清晰的逻辑关系揭示与程序化规范说

明'此外"幼儿游戏的自发&自主与自愿如何体现"

如何避免自主游戏被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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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如何把握各类游

戏中自由与规则&自主与组织&支持与指导之间的关

系2 对于上述问题"利津二幼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

厘清和研究"应重点挖掘各类游戏活动的内在逻辑

结构及其教育价值'

#二$如何处理游戏与课程之间的关系

杜威指出"从儿童早期开始"就没有全部游戏活

动时期和全部工作活动时期的区别"而只有重点的

不同'即使很小的儿童"他们也期望一定的结果"而

且尝试要达到这个结果'游戏不等于儿童的外部活

动"它是儿童全部能力&思想&以具体化和令人满意

的形式表现的身体运动&他自己的印象和兴趣等的

自由运用和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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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在#课

程的游戏中心$一书中提出%课程是一个拥有三个层

次的同心圆结构"三个层次从内到外依次是游戏&日

常生活活动和教师计划的学习活动"而游戏又包含

自发游戏&引导游戏和指导游戏"且三者存在于一个

以儿童发起的游戏和成人发起的游戏为两端的连续

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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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课程结构"不但对不同类型的活动

做了有意识的安排"而且兼顾到不同类型游戏之关

系的处理"是从系统层面以游戏为中心来构建幼儿

园课程体系的'或许是由于观摩时间较短的原因"

参观者尚未明确发现,利津游戏-与幼儿园园整个课

程体系的内在结构及其内在关系'如何用明确的课

程理念这条,精致的线-把散见的,一粒粒珍珠-即各

类游戏活动串成特色鲜明的整体课程体系"应是,利

津游戏-今后的努力方向'

#三$如何科学评价与积极改进游戏活动质量

游戏质量可理解为游戏的优劣和有效程度"从

游戏的主体幼儿来说"游戏的有效程度可以通过游

戏对幼儿身心发展有效性的程度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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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

从利津游戏的推广还是对其借鉴学习"对游戏质量

的评估与考量理应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

换言之"学习利津游戏不仅要关注其游戏理念和实

践"更要审视游戏内在的质量'这不仅关乎利津游

戏的影响与发展"也关乎广大幼儿园及其教师学什

么&怎样学的问题"更关乎幼儿的发展'从游戏指导

与支持上看"教师不仅是游戏活动的设计者和实施

者"同时也是监控者和评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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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戏效果评价

方面"目前尚未见,利津游戏-做出明确程序计划安

排并有相关评价指标体系介绍'在新西兰访学期

间"笔者参观并观察了
2̀L:.2*:;V2+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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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游戏活动'这个幼儿园规模和占地面积

不大"硬件与国内幼儿园相比不算好"但环境创设充

分体现了,园-的要求"特别是教师在游戏过程中给

予幼儿高水平的支持与引导值得我们学习'当幼儿

在游戏中感到索然无味或无所事事时"教师会敏锐

地观察到"并采取必要的手段&恰当的时机加以引

导"及时根据游戏发展为幼儿投放新材料'因为有

了新材料"游戏内容产生变化"游戏情趣得到加强"

幼儿游戏得以持续与发展'正是
'(

<

K4SK_4**(+

教师基于有效观察"才能够准确判断出游戏中幼儿

经验的进阶阶段"才能给予有效的指导'因此"高质

量的游戏是适宜的幼儿自主和教师有效指导共同建

构的'目前看来"在各类游戏活动中"如何全面深入

地处理教师指导与幼儿自主之间的关系"科学评价

各类游戏活动质量"特别是如何有效解决幼儿对目

前游戏方式感到乏味倦怠的问题"迫切需要,利津游

戏-今后去进一步探究'

关于利津游戏"国内外幼儿园一方面要学习借

鉴其在游戏生态环境创设和玩具研发的成就"及其

利用游戏环境和玩具促进幼儿发展的做法!另一方

面"也要审视&反思利津游戏"并以利津游戏为,镜-"

审视和反思自己所在的幼儿园的游戏活动"取其精

华并发扬光大"创设支持幼儿发展的&适宜的游戏环

境"努力开展,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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