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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要

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游戏和体育活动"培养幼儿参

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和习惯"增强体质"提高对环境的

适应能力-'户外游戏活动由于发生空间的特殊性"

它能更好地顺应幼儿身心发展特点"满足其发展需

要'户外游戏符合幼儿的感性与好动"有利于幼儿

与自然的亲近"有助于满足幼儿的模仿与想象"培养

幼儿的探索与挑战精神的特点'

一"户外游戏符合幼儿的感性与好动特征

#一$感性与好动是幼儿成长的基本特质

#=

感性是幼儿的特质

感性在幼儿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将欢笑&愉悦&

兴趣&担心&忧虑与纠结等情感与意愿渗透到他(她)

所感受到的一切事物之中'幼儿与周围事物是浑然

一体&相互渗透的"对事物的认知带着自己的主观意

愿"其眼中的事物很大程度上是对自身的一种,返

照-

.

#

/

'这种主客体相互渗透的非二元化"使幼儿在

学习与成长过程中带有强烈的感性色彩'

!=

好动是幼儿的天性

正常的幼儿都是好动的'如果要求他们安静地

坐着"过不了多久就有疲劳表现"不断地打哈欠&伸

懒腰'如果然自由活动"他们不停地运动&奔跑&爬

上钻下"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不断地活动"却不感到

疲劳'

幼儿的大脑神经系统兴奋过程强于抑制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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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决定幼儿的行为完全由感觉和冲动支配'幼儿

好动的特点"表现在他从事的每一项活动中"好动成

为幼儿的特质"是幼儿的天性'

#二$户外游戏活动符合幼儿感性与好动的特性

第一"户外游戏活动的开放性"允许幼儿感性特

质充分流露与释放'相比室内游戏活动"户外游戏

活动对幼儿的限制性要小得多"游戏的心理氛围更

加宽松"允许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与游戏材料进行互

动"幼儿的感性化色彩能得到充分的流露与释放'

户外游戏的材料基本来源于自然"色形兼具的直观

化形态的雪&泥&沙&树枝等自然材料都是幼儿非常

喜欢的游戏材料'这些结构程度较低的游戏材料允

许幼儿充分发挥想象"幼儿可以用来建构各种造型"

作品中渗透了幼儿的个人情感&愿望"并赋予结构作

品一定的故事情节'例如"幼儿可以把自己建构的

作品用来表演游戏"充分发挥自己自由想象"把渗透

在作品中的故事用自己身体动作&表情等进一步表

现出来'户外游戏活动幼儿为感性的表达与好动的

需求得以充分满足'

第二"户外游戏活动丰富多样"新异刺激多"能

够满足幼儿好动的需求'户外游戏中有满足幼儿大

肌肉活动需求也有不同程度满足幼儿小肌肉运动需

求的各类活动'户外之秋千&平衡木&跷跷板&攀爬

架等材料可以满足幼儿摆动&跳跃&钻爬&平衡等大

肌肉和肢体运动的需求'户外之编织&涂鸦&彩绘等

游戏活动则可满足幼儿手上精细动作的发展需求'

户外自然化的游戏环境蕴藏新异刺激"幼儿会发现

户外事物的细微变化"时常发出,哇-的惊叹声"户外

游戏就是幼儿不断产生好奇和满足好奇的连续过

程'户外游戏环境富于变化"幼儿在重新组合&改变

材料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刺激出现"幼儿可以口&

眼&鼻&舌&手&脑并用去感知和体验'

二"户外游戏有利于幼儿与自然的亲近

#一$幼儿与自然具有天然的联系

古代教育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与成人世界相比"幼儿更接近自然'

,如果说成人代表着社会化"那么儿童究其天性而言

更接近与自然-

.

!

/

"接近自然的幼儿受自然的感应召

唤"率性而动'我国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认为"

,小孩子是喜欢野外生活的-"他认为,大自然"大社

会都是活教材-'所谓,活教材-"教学内容来自大自

然&大社会"教学的方法让幼儿在与大自然&社会的

直接接触中"在亲身观察中获取经验和知识'南京

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认为,儿童是自然的造化"是宇

宙进化历史的产物-",儿童是自然之子-

.

%

/

'儿童是

自然的杰作"也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儿童与自

然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无法割裂的'

#二$幼儿园户外游戏活动适于幼儿与自然的

亲近

第一"户外游戏活动空间的特殊形式"提供幼儿

与自然亲近的机会'幼儿在大自然中活动"有更多

的机会与大自然接触"接受阳光雨露的滋养&呼吸新

鲜的空气"享受着大自然馈赠的各种营养素'户外

的阳光 &空气 &温度和湿度对幼儿的皮肤&呼吸系

统&神经系统等机能也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

'幼

儿身体的生长发育离不开大自然的养育"心理活动

亦然'户外游戏活动能够很好地满足幼儿身心发展

的需求"提供了为幼儿与自然亲近的机会'

第二"户外游戏活动的内容"实现幼儿与自然亲

近的愿望'户外游戏活动材料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

源于自然"是自然界组成部分'在美劳类活动中"陶

艺活动的基本材料是泥&水&火"这些基本原料都是

自然界产物'幼儿进行陶艺活动"实际上就是满足

了幼儿对自然物的亲密无间的接触'户外种植和养

殖活动的活动内容源于自然"在自然中进行'幼儿

在草坪上翻滚"或者找蚂蚁&逮蚂蚱&或者跟着蝴蝶

追逐等等"这些活动满足幼儿亲近与探索自然的需

要'幼儿喜欢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对自然界中虫鱼

鸟兽&花草树木的热爱之情"对大自然奥秘的探索欲

望&求知欲望等能够在户外游戏活动中得以实现'

三"户外游戏有助于满足幼儿的模仿与

想象

#一$模仿与想象是幼儿把握世界的方式

模仿是幼儿期的典型特点"是幼儿最基本的学

习方式'

第一"模仿是幼儿基本的学习方式'幼儿的语

言&动作与行为等方面的掌握主要依靠模仿进行学

习'从日常生活中观察"整个幼儿时期"模仿的痕迹

无处不在"幼儿会效仿父母的言行举止"会模仿教师

与同伴的语言&动作与行为'在游戏中"尤其是象征

性游戏活动"幼儿通过模仿与想象来扮演各种角色'

第二"想象是幼儿理解世界的方式'爱因斯坦

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

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

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

的实在因素'-

.

A

/科学研究离不开想象"科学发明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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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想象为科学假设的提出做

出巨大贡献'我国哲学家冯契认为,如果一个人不

会想象&幻想"也就不可能有科学发现&科学发

明'-

.

A

/想象孕育人类理性思维"想象是人类通往真

理的途径与方式'想象则能组合&改变&再加工过去

经验中的元素"想造出新元素和新事物'想象活动

是一种面向未来&前瞻性的认知活动.

C

/

'幼儿的想

象天马行空"不受事物现实特征与功能束缚"常常将

看起来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幼儿会根据自己

的需要"对活动材料进行改变&重组"创造出自己所

需要的事物'幼儿通过对材料的操作&搭建&创作等

是其已有经验的一种物化与表达'因此"想象不仅

是成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幼儿理解世界的

重要方式'

#二$户外游戏活动满足幼儿喜欢模仿和想象的

需求

第一"户外游戏活动为幼儿模仿与想象提供了

适宜的氛围'模仿与想象活动需要在一个开放&自

由&宽松的环境'没有外界的压力"幼儿可以放松地

模仿身边的事物"可以充分发挥自由想象'户外游

戏中的幼儿高度自主"具有宽松的心理环境"幼儿的

模仿与想象具有自由的游戏氛围'

第二"户外游戏活动为幼儿的模仿与想象创设

了空间'幼儿喜欢模仿成人世界的各种行为和角

色"表达着对童话故事的想象"户外游戏活动为幼儿

提供了一种宽松&愉悦&自主的氛围"幼儿具有充分

自由和高度自主权'这为他们模仿成人行为和角

色"对游戏物品进行自由想象创设了空间'

四"户外游戏有利于培养幼儿的探索与

挑战精神

#一$探索与挑战是幼儿的天性

自卢梭,发现儿童-以来"人们不断地研究儿童"

进一步认识儿童'特别是
!"

世纪下半叶"以皮亚

杰&弗洛依德&斯金纳等为代表的众多心理学家对幼

儿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使人们对儿童的认识进一

步加深'蒙台梭利曾经指出"儿童是,探索者-"是

,上帝的密探-'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

为,儿童就其天性来讲"是富有探求精神的探索者"

是世界的发现者'-在他看来"探求精神是儿童的本

能"儿童会积极主动地认识周围世界'我国著名学

者刘晓东在#儿童精神哲学$中指出,儿童是探索

者-',儿童的生命是主动的&向善的&向真的&向美

的'-

.

A

/因为他们向真"渴望了解宇宙秩序"渴望走出

混沌与困惑'儿童因对世界好奇而进行探索"儿童

对世界的进一步探索需要挑战精神'

#二$户外游戏活动鼓励幼儿探索与挑战

游戏是充满体验的"游戏的体验满足了幼儿探

索的需要.

?

/

'户外游戏活动的体验尤为凸显'户外

游戏活动的高度独立自主性与挑战性为幼儿探索与

挑战的天性得以满足与释放'

户外游戏环境蕴含众多自然奥秘"激发幼儿不

断追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

那样-的问题"进而探索问题的答案"满足幼儿探索

大自然的需求'户外游戏场地上的大型组合玩具"

有爬高&攀登&滑行&旋转的刺激&跷跷板给幼儿带来

高低起伏的变化的刺激&平衡木有左右摇摆而随时

,掉下去-的刺激&荡秋千有上上下下摆动的刺激&过

桥索&爬山坡&钻山洞有挑战自己胆量和能力的刺激

44幼儿在种种充满新异刺激的活动中"幼儿会根

据自己的能力做出个性化回应"以接受挑战"幼儿热

爱挑战的天性因此得以充分释放'

综上所述"户外游戏符合幼儿感性与好动的特

性"有利于幼儿与自然的亲近"有助于满足幼儿的模

仿与想象"培养幼儿的探索与挑战精神'户外游戏

活动契合学前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与多方面的需

要"它是幼儿园室内的任何活动形式都不能替代的"

为户外游戏活动成为幼儿园课程内容和实施途径提

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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