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设有机的户外游戏环境
——一项关于幼儿园户外环境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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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园学习环境与幼儿发展密切相关。“亲生命性”和“动允性”强调，自然的、有机的户外环境能有效促进幼儿身体、

认知、社会和情绪情感等多方面的发展。在与参与教师和幼儿协商后，为幼儿重新开发户外游戏区域，以叙事形式记录教师和

幼儿对新环境的反应，并将其反应反馈于户外游戏区域持续开发行动中。实践证明，这种迭代行动研究能够有效推动幼儿园

自然户外游戏环境开发，进而促进幼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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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 Outdoor Game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Outdoor Game Environment in Kindergarten

ZHEN Li-na
(School of Edrly Childhood Education，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kindergarten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ccording to“biophilia”

and“affordance”, natural and organic outdoor environment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body, cognition, social emotions and feelings. After the discussion with the teachers involved,the outdoor game space isredeveloped, the

response of the teachers and children to the new space is recorded in narrative form with their agreement. Their response is applied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ir outdoor spac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iterative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is effective in motiv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outdoor space environment in kindergarten,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arning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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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社会进程的推进，幼儿越来越

缺少在家里或周边社区进行户外游戏的机会。

其原因主要包括幼儿越来越多地使用新技术，

家长和管理者越来越强调避免风险。很多人指

责房地产的开发减少了幼儿游戏的公共空间。

学前教育领域的专家不断呼吁幼儿需要与自然

建立户外联系，以实现自身最佳的身体和认知

功能发展。

幼儿发展与学习环境息息相关，现代的幼儿

教育理论都十分重视物质环境在幼儿身体、认

知、社会和情绪等方面的种种影响[1]13。如弗约托

夫特（Fjortoft）发现，当幼儿活动区域有“多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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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不同地形”时，幼儿更可能进行积极的身

体活动，如跳高、跑步、攀登和爬行[2]。在另一个

研究中，弗约托夫特比较了两组幼儿的游戏：一

组幼儿每天在平坦的操场上玩，另一组在高低不

平的自然地面上，周围都是岩石和树。两组每天

的游戏时间相同。一年后，后者中的幼儿在平

衡、灵敏和一般运动适能方面的测试得分高于前

者中幼儿的得分[3]。格兰（Grahn）对比了两种幼儿

园游戏区域：一种是草坪和树林环绕的果园，一

种是高楼环绕，有低矮植物和砖砌小路。他们发

现，与后者中幼儿相比，前者中幼儿的运动协调

性和专注力更高[4]。富兰克林（Franklin）观察到，

最为多样化的扮演游戏往往出现在自然特征明

显的户外游戏区域，比如有树木、青草、枝条和卵

石。绿色植物和树木的出现也能提高幼儿游戏

的创造性[5]。泰特曼（Titman）发现，幼儿游戏活动

明显受到自然颜色的变化；树木、林地和地形的

变化；明暗区域的交错等因素影响[6]72- 73。洛伊

（Louv）认为，直接接触自然对身体和情绪监控非

常关键。接触自然环境的幼儿总体上压力水平

更小，认知能力得以提高[7]151。户外是幼儿理解周

围世界的平台，适当的户外游戏有助于促进幼儿

社会关系的和谐、提升幼儿解决问题的技能[8]339。

高质量的自然户外游戏区域能提供一个安全场

所，让幼儿探索“生死、危险和安全、力量和控制

等早期群体文化主题”[9]19-20。

自然、有机环境对幼儿的这种积极影响可以

从“亲生命性”的角度来理解，即人类普遍具有的

对自然生命的亲近性[10]。科勒特（Kellert）将其定

义为“微弱的重视自然的基因倾向所构成的一种

情结，这些倾向有利于人类身体、物质、情绪、智

力和道德上的幸福”，如果这些倾向未得到满足，

就会导致幼儿对自然的不适甚至厌恶，将自然视

为可支配的资源[11]50。

吉普森（Gibson）提出的“动允性”（affordanc-

es）也有助于解释自然有机环境的这种积极效

应。动允性概念探讨的是环境特征对个体的功

能性价值或意义，不仅是从物质特征来描述环

境，而是为了解释环境特征所允许的行动具有哪

些潜在经历或机会。这一概念可用于解释灌木、

树木、崎岖地面等自然特征所提供的多种身体活

动和经历。比如，利用树木，幼儿可以攀爬，隐

藏，从上向下或从下向上看，从树叶中间看，观看

斑驳的光线等等。崎岖地面有助于掌握平坦地

面所不能提供的特殊运动技能。动允性尤其能

够解释自然有机的“松散物体”，如树叶、树枝、青

草和石头，如何促进幼儿的想象游戏。这些材料

充足易得，便于搬运和分享，具有很好的抽象性，

可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变化，从而成为幼儿开展扮

演游戏的理想资源。动允性也提出，自然有机的

材料和现象，比如水、尘土、树叶、植物、阳光和

风，能够为儿童提供丰富多变的、复杂的、慰藉的

感官经历。

所谓“有机环境”，主要是指有水、大量植物，

包括树木、灌木、花草的环境。幼儿可以在其中探

索，与花鸟鱼虫、沙石草木等互动。环境中色彩丰

富、结构多样、材料充足，有多种方式体验季节、

风、光线、声音和天气的变化，可坐躺靠站，也能欣

赏风景，能遮阴避雨，高低错落、曲径通幽。既可

满足幼儿社交，又为幼儿提供相对私密空间。空

间结构多样。各种设施和材料能真实变化，或能

激发幼儿想象，尤其是有大量“松散物体”[12]。

本文讨论了一个户外游戏区域重新开发的

个案，分析了样本幼儿园中18位（中班8个，大班

10个）幼儿对自然有机的环境特征的反应。这个

幼儿园属于新建幼儿园，位于自然环境优美的秦

岭山边，地处山边与城市环山路之间。参与者涉

及该园的教师及园长。重新开发户外游戏区域

目的是要创建一个更自然、更生态的有机户外游

戏区域空间。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在自然有机

的游戏区域的开发过程中，幼儿对大量自然有机

因素引入的反应以及教师对这些反应的看法和

其关注的内容，以此结果探索有机环境创设的策

略和方法。

本项目使用行动研究循环，旨在与教师和幼

儿协商的基础上为3-6岁幼儿重新开发户外游戏

区域，并探索教师应该如何看待幼儿对新环境的

反应。在行动研究过程中，会了解教师和幼儿倾

向于看到户外游戏区域里有哪些新事物，以及幼

儿和教师在愿望得到满足后的反应。

二、、户外游戏区域开发的行动研究

（一）参与者

本研究参加者包括幼儿园（主班）教师Z、（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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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师P和园长Y。行动研究小组还包括一名

研究者，负责通过行动研究循环来收集和整理数

据。两位教师均具有大专学历，职后均有为期两

年的华德福教育培训经历，主班教师Z拥有近10

年的从教经历，配班教师P具有两年的从教经历，

这两位教师及其园长均有积极的意愿参与本行

动研究。

（二）步骤

行动研究循环包括计划、行动、观察和对行

动结果的反思四个阶段，共同构成螺旋形进程

(Holly et al. 2005)。一个循环完成后，以研究成果

为基础又开始新的循环。本个案研究将是一个

持续的行动研究，旨在户外游戏区域建设好后，

行动研究循环能继续维持和完善。

1. 计划阶段

在计划阶段，对教师Z、教师P和园长Y进行

了个人访谈，了解他们对户外游戏区域创设的期

望。教师Z和教师P负责了解幼儿对户外游戏区

域的期望。研究者鼓励幼儿把户外游戏区域中自

己觉得重要的部分拍下来，并解释为什么这些部

分非常重要。同时，要画出自己理想中的户外游

戏区域。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在两天里画两幅画，

回答一个问题：你能把你想要的户外游戏区域画

出来吗？在拍照片时，教师Z和教师P陪着每个幼

儿使用相机拍照。在幼儿拍照后，教师在集体活

动时为幼儿回放所拍摄照片，确保幼儿所拍摄的

照片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同时，教师Z、教师P和

研究者与幼儿进行一对一的对话，了解他们喜欢

在户外游戏区域里玩的材料。而后，将每个幼儿

表达中的每个特定设计特征作为一个数据单位，

对18名4-6岁幼儿的反馈进行整理分类。设计特

征包括植物、水、动物/昆虫、石头/岩石等等。

在教师Z和教师P收集到足够信息后，研究

团队分析参与者和幼儿的反馈，以整理的数据为

基础，设计出户外游戏环境重新开发的行动计

划。研究者与教师Z和教师P讨论该计划，确保

其反映了他们的开发建议。行动计划也在幼儿

园主题墙上进行展示。教师Z和教师P和幼儿共

同讨论改变现有户外区域环境的途径和方法，并

说明改变的原因。

2. 行动和观察阶段

根据前期调研和重建计划，对户外游戏环境

重建实施时间为6周，每周末实现一个特定的户

外游戏区域特征。实施阶段与观察阶段同时进

行。教师Z和教师P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观察幼儿

对这个特征的反应。在创设户外游戏区域6周

后，使用2周时间来观察幼儿的游戏行为，了解幼

儿对新环境的反应。而教师在10天内每天对幼

儿进行5个小时的观察，总计50小时。教师参与

者采用开放式提问的方法，了解幼儿在有机环境

中的活动及其反馈。

3. 反思阶段

首先，研究者收集了教师Z和教师P在观察

阶段所做的所有书面观察记录，也分别与教师Z

和教师P分析其观察记录，让两位教师描述她们

对重新开发情况的观察和反思，向她们提出开放

问题，鼓励她们对自己的答案进行拓展，也让她

们反思自然户外游戏区域特征的实施所带来的

积极或消极效果。

（三）研究发现

1. 教师和幼儿的户外游戏区域特征倾向

研究发现，成人参与者和幼儿都希望户外游

戏区域的开发能包括一系列的开放学习经历，包

含丰富的自然因素，如绿色植物、花朵和自然材

料。教师Z、教师P和园长都认为，更多的树木、

植物、岩石和自然材料，更少的结构化人工材料

和装置将更有益于幼儿发展。他们认为，自然有

机的因素能提供感官刺激，丰富幼儿的游戏，增

加他们对自然的关注和欣赏。此外，她们也提出

了两个特别的建议。教师Z认为，她想用自然的

可循环的材料搭一个帐篷。教师Z和园长都想在

一段宽阔的水泥路铺上植物护根。

幼儿的反应也明显表现出对户外游戏区域

中自然因素和亲生命性的倾向。虽然有些幼儿

指出自己想要非自然的因素，如商业玩具和攀爬

设备，但只占幼儿反馈的9%。幼儿最喜欢（36个

反馈）的因素是植物，比如水果、蔬菜、花朵、小

草、树叶和其他植物。其次最受欢迎（各17个反

馈）的是水和土壤/泥巴。

户外游戏区域的设计尽可能地结合了参与

者和幼儿所表达的倾向，如教师Z关于帐篷的建

议和园长用护根铺路的建议，栽种绿色植物和

花，加入自然的低结构材料，如护根、岩石、卵石、

松果、贝壳和木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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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户外游戏区域的自然特征的幼儿反馈

（1）帐篷

教师Z和教师P都报告说，帐篷促进了更丰

富和更持续的想象游戏。教师P描述了幼儿们对

帐篷的反应：

帐篷很成功，因为它激发了非常深入的戏剧

游戏。帐篷可以有很多变化：房子、狗窝、迷路小

猫的家、船、火山和火箭船。有时它成为幼儿们

快速聚集的避难所。有时它会非常危险的，谁敢

靠近就会喷出熔岩、大火或毒气。

教师P也认为，固定位置摆放的帐篷培育了

一种安全感、熟悉感以及包裹感，鼓励幼儿持续

开发和推进自己的游戏。

（2）护根铺路

教师Z 指出，这个变化带来了更多的对幼儿

更为友好的开放空间。教师Z和教师P都报告

说，在水泥路上铺上护根后，幼儿们的身体活动

增加了，如教师Z所述：

幼儿们一直非常积极，活动很多。玩球、追

逐、奔跑等积极的运动游戏明显增加。这种变化

培养了幼儿的运动发展。

教师P表示好奇之处是幼儿们是否会更喜欢

在护根上，而不是在水泥地上探索自己的身体技

能。而教师Z发现，在护根上活动时幼儿更有信

心。这种身体信心也使焦虑的幼儿更加放松，打

破了原本包裹自身的“硬壳”。

（3）绿色植物

教师Z和教师P都发现，在引入绿色植物后，

幼儿似乎更为安静和放松。教师Z解释道，幼儿

的游戏节奏变慢，停下来仔细观察树根或树叶的

频率增加。幼儿更为平静，压力或焦虑水平明显

降低。教师P解释道：

男幼儿之间推挤、踢打少多了。多动的情况

更少了。在被绿色植物环绕时，幼儿们非常放

松。他们喜欢紧贴着树叶呼吸，看着树叶随着呼

吸晃动。这让他们慢了下来。

（4）花朵种植

教师 Z 和教师 P 都发现，幼儿非常关注花

朵。花盆的环绕非常有助于其开展积极的小组

互动。教师Z指出：

幼儿们的游戏慢了下来，都坐了下来，仔细

观察自然的细节。一旦有两个及以上的幼儿看

花，他们之间必然会发生对话，通常是关于花朵，

但之后也会说到其他事情。

教师P觉得，幼儿们围绕花盆进行的互动“比在

其他区域的互动表现出更尊重他人、安静和充满爱

心”。她也描述了幼儿如何体验花盆里的土壤：

幼儿们把手伸进花盆的土里，再浇上水，了

解干土和泥巴之间的区别。他们知道了泥巴是

如何形成的，如何将不同量的水和土壤混合，做

出不同粘稠度的泥巴。

（5）自然的低结构材料

教师Z和教师P指出，幼儿普遍喜欢自然的

低结构材料。在仔细观察材料时，他们的活动节

奏放慢。教师Z解释道：

我一直在观察一群男孩。这些幼儿一直只

玩粗大运动和打斗游戏。有一个幼儿发现了挖

掘区新出现的卵石。他把卵石对着阳光，邀请其

他男孩过来观察卵石在阳光中如何发亮。其他

男孩原本在绕着圈跑，现在都停下来看这块卵

石。每个男孩都去找卵石来观察。男孩站成一

个圈，评论卵石之间的区别。这些男孩们在奔跑

和打斗时，却能停下来专心于另一个事情，这让

我很惊奇。

教师P描述了幼儿如何搜集卵石，在地上摆

出复杂的形状，或者脱掉鞋袜，光脚踩在松果

上。有时，幼儿们并排坐在木桩上，数木桩上的

年轮。

教师Z和教师P也评论说，幼儿们一直要求

把自然的松散物体带回家，通常是给父母。教师

P解释道：

幼儿们都把自己找到的这些小小的宝物交

给我，让我替他们拿好，放学时再拿回来。这样，

他们就可以带给父母。树叶、甚至有趣的树皮，

他们都会一脸恳求地交给我。似乎如果不能把

这些东西带回家，他们就非常伤心。有两三个幼

儿一直存在分离焦虑。自从把这些宝物拿回家

后，他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分离焦虑了。现在，当

他们眼泪汪汪要找妈妈时，我就建议他们去找一

些宝物带回家。几分钟后，他们就带着特殊的树

叶和有趣的卵石回来找我。

教师Z和教师P也发现，在引入自然的松散

物体后，戏剧游戏明显增多，也更加深入。教师Z

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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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游戏以及幼儿们在其所展示的想象深

度都有了明显增加。幼儿们会变成恐龙，卵石就

是他们的食物。幼儿们会变成小宝宝，枝条是他

们的奶瓶。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教师P也描述了幼儿们如何接触并探索大大

小小的材料，包括松果、卵石、木桩和干草堆，而

且在戏剧游戏中经常使用到这些材料。

（6）负面效果

教师Z和教师P提到了户外游戏区域的自然

化开发对幼儿行为造成的两个负面影响。教师Z

提到，幼儿有时会藏在帐篷里，有时会玩一些禁

止的危险活动，比如用木棍“射剑”。而且，幼儿

们有时也会攀折树叶和鲜花，踩踏植物。类似行

为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教师焦虑和困惑。

三、讨论

在何谓理想的户外游戏环境方面，成人参与

者和幼儿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教师Z、

教师P、园长和幼儿都强调，幼儿的户外游戏环境

应该本质上是有机的，有着各种各样的自然材料

和亲生命性因素。

对于幼儿们攀折鲜花树叶、踩踏植物的问

题，有两个解决方法：一是对种植的植物进行保

护，使其不太容易采摘或踩踏，二是教育幼儿保

护植物。

但研究者也认为，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待幼儿的

“破坏”行为，它可以被看作是幼儿应对自然的一个

发展阶段。学龄前儿童处于“支配”或“掌控自然”

的阶段，这是亲生命性发展的必然阶段。幼儿攀折

鲜花和树叶就是这种行为的典型表现，说明他们产

生了对植物的掌控行为。根据科勒特（Kellert）的

观点，幼儿必然要经历这个阶段，才能逐渐成长，学

会欣赏自然，建立与自然的适当联系。

四、、研究和实践建议

本研究中，成人参与者一致认为，重新开发户

外游戏区域，引入有机的自然特征，能够产生一系

列教育价值。这些新的自然特征是基于园长、教

师和幼儿所表达的共同需求。教师和幼儿的期望

应该成为幼儿户外空间的设计或开发中的关键因

素。教育管理者和教师也有必要探索户外环境的

园林化和自然而有机的材料之于幼儿发展的教育

价值。同时应该不断探索有机的游戏环境如何用

以代替人造的、商业化的和固定化的地形、材料和

设施。这些研究需要幼儿教育工作者建立行动研

究群体，开发更多的自然而有机的户外游戏环境，

实现幼儿真正的幸福、学习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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