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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园儿童游戏权保障一直是幼儿园保教质量的关键环节，而乡村幼儿园教育场域、教育主体、施教对象的特殊性导

致乡村幼儿园不断出现儿童游戏权被漠视甚至侵害的现象。本研究借助于乡村幼儿园办园理念、一日活动安排、量化考核细

则、游戏区域管理制度等一手资料分析乡村儿童在园的游戏权保障现状，发现乡村幼儿园儿童游戏权保障存在时间、空间、材

料、卫生安全及师资五个方面的不足，并据此提出立足乡村幼儿园实际的具体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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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 to play in kindergartens has always been a key link in the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educa⁃
tion. However,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educational field, the object of education, and the subject of teaching, the problem that
children’s right to play is ignored or even violated continues in rural kindergarten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protection
of rural children’s right to play in kindergartens with the help of primary data such as the concept of running rural kindergartens, ar⁃
rangements for one-day activities,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rules, and game area management systems,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five defi⁃
ciencies in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 to play in rural kindergartens: time, space, materials, health and safety and teacher guaran⁃
tee, therefore proposing specific solution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rural kindergart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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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特别是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

振兴战略”和“幼有所育”以来，党和政府就乡村

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强调了优

先推进乡村学前教育发展。立足当前乡村学前

教育逐渐步入普及化阶段的基本国情，如何建立

有质量的乡村学前教育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

点议题［1］。而游戏权不仅是儿童的一项基本权

利，还是儿童其他权利（如健康、发展和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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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重要方式，和保障乡村幼儿园保教质量的

重要手段［2］。但教育场域的特殊性导致乡村幼儿

园不断出现儿童游戏权被漠视甚至侵害的现

象［3］，有研究者提出必须通过提供足够和适当的

机制来支持和赋权儿童娱乐休闲［4］507，乡村幼儿

园作为理解儿童游戏权政策和直接管理幼儿教

师的中间枢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本

研究试图借助乡村幼儿园办园理念、一日活动安

排、量化考核细则及游戏区域管理制度等资料分

析乡村幼儿园儿童游戏权保障的现状，深入探究

其保障困境并据此提出针对性解决对策。

一、乡村幼儿园儿童游戏权保障的特殊性

（一）教育场域的特殊性

乡村幼儿园包括镇级幼儿园和村级幼儿园，

作为教育场域之所以具备特殊性主要原因在其

地域特征。乡村幼儿园一般地处城市边缘，人口

分散导致乡村幼儿园办园规模相对较小，多数村

级幼儿园为1-2个混龄班，镇级幼儿园为3-6个

班。有的村级幼儿园甚至设在小学内，没有独立

的游戏场域和大型户外游戏玩具，户外游戏时间

也要兼顾到小学正常教学。其次，经济落后导致

乡村幼儿园尤其是村级幼儿园经费相对局限，游

戏玩具、游戏设施等游戏条件配备还不完善。

（二）教育对象的特殊性

乡村幼儿园的教育对象是在镇级和村级幼

儿园就读的乡村幼儿，其年龄在3-6岁（部分乡村

幼儿园是4-7岁）。首先，乡村幼儿生活的自然环

境具有特殊性。乡村幼儿就是生活在田野山间，

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广阔游戏场域，自然环境中自

然材料和农村动植物就是他们的游戏材料和游

戏“伙伴”。但也由于这些材料所表现出的稳定

性，使得乡村幼儿游戏形式较为单一。其次，乡

村幼儿生活的社会环境具有特殊性。乡村幼儿

的监护人大多缺乏对儿童游戏权保障重要价值

的认识及对于孩子学习成绩的强迫性追求［5］，将

游戏视其为无意义的“玩”并认为儿童并不具备

该项权利等狭隘理解，并用这种思想引导幼儿，

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游戏”是不好的状态，到幼

儿园也尽可能抑制自己的游戏行为。此外，由于

乡村人口分散的特点及大量幼儿随着父母外迁，

乡村幼儿平时在家的游戏玩伴很少，以及幼儿家

庭经济条件局促导致其在家游戏材料配备短缺，

乡村幼儿园众多的游戏伙伴游戏材料设施、游戏

指导成为弥补他们在家游戏缺失的重要补充。

（三）施教主体的特殊性

乡村幼儿园的施教主体是镇级和村级幼儿

园教师，作为幼儿在园游戏活动的组织和实施

者，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年轻化和管理松散两

方面。一方面，乡村幼儿教师年轻化。因“特

岗教师”和国家大力兴办乡村幼儿园等政策倾

斜，很多应届学前教育毕业生选择到乡村就

职，但由于乡村幼儿教育处于教育市场的弱势

地位，乡村幼儿教师就成为了一批接一批年轻

幼师的“实践基地”和转岗到更高层级幼儿园

的跳板。鉴于乡村幼儿园大部分（或全部）教

师都是刚毕业的年轻老师，对应其游戏活动的

组织和指导能力也表现得较为欠缺。另一方

面，乡村幼儿教师管理松散。由于乡村幼儿园

尤其是村级园在大多地处偏远，管理部门或对

接幼儿园出于业绩或地理因素的考量下到基

层进行监管的机会极少，乡村幼儿教师也因此

处于自由散漫的无政府状态。

二、乡村幼儿园儿童游戏权保障的现状

分析

为获得幼儿园层面对儿童游戏权保障现

状，笔者针对其特征从游戏时间保障、空间保

障、材料保障、卫生安全保障、师资保障五个维

度出发编制了幼儿园调查问卷，并通过三次预

测结果对原问卷进行了修改完善。最后通过

分层抽样和方便抽样的原则在贵阳市南明区、

贵阳市息烽县、贵阳市开阳县、贵阳市清镇市、

遵义市红花岗区选取了54所乡村幼儿园作为

调查对象，其中包含14所村级幼儿园和40所镇

级幼儿园（详见表1）。共发放问卷54份，回收

54份，回收率100%。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地区

贵阳市
南明区

数量

9

百分比

16.67%

地级

镇级

村级

数
量

4

5

幼儿园性质：
公办园（教育
部 、集 体 办
园）、民办园

公办园

民办园

数量

2

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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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

息烽县

贵阳市

开阳县

贵阳市

清镇市

遵义市

红花岗区

1

28

10

6

1.85%

51.85%

18.52%

11.11%

镇级

村级

镇级

村级

镇级

村级

镇级

村级

1

0

22

6

10

0

4

2

公办园

民办园

公办园

民办园

公办园

民办园

公办园

民办园

1

0

14

24

10

0

4

2

（一）游戏时间保障

本研究所指的游戏时间仅包含户外自由游

戏时间和室内区域活动时间，并不包含教师在教

室所组织手指游戏等集体游戏时间。由于部分

幼儿园将户外游戏时间和体能训练时间合为户

外活动时间，且餐后散步也属于户外活动时间，

所以本研究就把三者统一为户外活动时间，以此

来间接了解幼儿的游戏时间保障现状。

通过计算每个幼儿园提交秋季学期的一日

活动安排表，了解到当前乡村幼儿园游戏活动时

间占比情况如下（详见图1，2）：户外活动时间占

比分析结果表明，满足国家规定的户外活动时间

大于两小时的乡村幼儿园仅占28%，还有78%乡

120分钟以上
28%

60分钟以下
8%

60-92分钟
15%

90-120分钟
49%

图1 户外活动时长占比情况

60-90分钟，
10.64%

90分钟以上，
2.13%

30分钟以下，
34.04%

30-60分钟，
53.19%

图2 区域活动时长占比情况

村幼儿园户外活动时间没有满足要求。户外活

动时间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占比15%，一个

半小时到两小时占比最高，份额达49%。户外活

动时间在一小时以下的还有8%。区域活动时间

占比分析结果表明，区域活动时长在一个半小时

到两小时的占比最大，份额达到49%，接近一半的

幼儿园。区域活动时长在两小时以上的占比

28%，区域活动时长在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的

幼儿园占比15%，区域活动时长在一个小时以下

的幼儿园占比最少，份额为8%。总体上看，幼儿

园区域活动时长基本都达到国家要求的一小时

以上。此外，在将两项幼儿自由活动时长相加之

后，发现自由活动时长在国家规定的三小时以上

仅占比18%，自由活动时长在两小时以下的还占

比15%。

（二）游戏空间保障

本部分研究旨在通过幼儿园问卷调查幼儿

园总面积、户外活动场地面积、班级数量、在园幼

儿人数和户外分区情况了解幼儿园层面对儿童

游戏空间的保障现状。首先，通过乡村幼儿园每

种班额在园幼儿人数除以幼儿园建筑面积，得到

乡村幼儿园不同指标班额生均建筑面积（如表2

所示）。数据表明（如果不在班额规定内不列入

计算，如1，2，5等班额），乡村园在各指标班额平

均值分别是9.21m2.，8.29m2.，12.42m2，12.65m2，除

班额为6的幼儿园外都达到了国标要求。但从公

立村级园和私立村级园对比来看，私立村级园则

各班额生均建筑面积均不达标，公立村级园除6
表2 乡村园不同指标班额人均建筑面积情况（单位：m2）

国标

乡村
园平
均值

公立
乡村
园平
均值

私立

乡村

园平

均值

3个班

8.84-11.20

9.21

21.1

7.29

6个班

10.44-12.69

8.29

8.50

5.86

9个班

11.65-14.22

12.42

12.79

10.19

12个班

11.12-13.63

12.65

12.65

——

注：本次所调查乡村幼儿园中班级数量为6个的幼儿园

都是采用楼房建筑，所以采用的国标参数也是楼房参数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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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额幼儿园外都达到了国标要求，不同性质幼儿

园相差较大。

其次，用乡村幼儿园户外游戏场地面积除

以在园人数得到生均户外游戏场地面积（如表

3所示）。研究数据表明，乡村幼儿园生均户外

游戏场地面积为5.93平方米，达到国家规定的

“室外地面游戏场地人均面积不低于4平方米”

标准。但从村级幼儿园和镇级幼儿园对比来

看，村级幼儿园还有90%生均户外游戏场地面

积在 4 平方米以下，镇级幼儿园仅 18%生均户

外游戏场地面积在 4 平方米以下，82%生均户

外游戏场地面积超过国家规定的4平方米，其

中生均户外游戏场地面积在6平方米以上的还

占比45%。数据结果表明，乡村幼儿园中村级

幼儿园人均户外游戏场地严重不足，小部分镇

级幼儿园还有待完善。

表3 乡村幼儿园生均户外游戏场地面积占比情况

村级幼儿园

镇级幼儿园

2m2以下

30%

14%

2-4m2

60%

18%

4-6m2

10%

23%

6m2以上

0%

45

最后，通过对乡村幼儿园户外游戏场地的分

区情况了解儿童游戏场地质量保障（详见图3）。

研究数据表明，参与调查的54个乡村幼儿园中，

52个幼儿园都在户外设置了大型玩具区（如：滑

梯），占比96.3%，剩下23.7%是由于设在小学内，

所以没有设置户外大型玩具区。其他游戏区域

占比份额由大到小分别是种植区占85.19%、攀爬

区占62.96、沙地72.22%、戏水区53.70%。此外，

乡村幼儿园中户外游戏场地为软硬地面组合的

有35所，占比64.81%，但仍有35.19%乡村幼儿园

户外游戏场地仅为水泥硬质地面。

大型玩具区

攀爬区

戏水区

沙地

种植区

96.30%

62.96%

53.70%

72.22%

85.19%

图3 乡村幼儿园户外场地各分区占比

（三）游戏材料保障

本部分研究旨在通过调查问卷中幼儿园提

交的区域活动要求和量化考核细则中关于儿童

游戏的条款分析，了解幼儿园对儿童游戏材料的

保障现状。研究数据表明，儿童游戏材料保障主

要包含游戏材料提供和游戏材料管理两部分，其

中游戏材料又分为室内区域游戏材料和户外活

动游戏材料。总体目标上，要求幼儿园为幼儿提

供符合幼儿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孩子近期求

知目标、多结构、不同层次幼儿需求的丰富游戏

材料，满足游戏的需要。并且每月需要根据幼儿

的需求，定期更换陈旧材料和补充不足材料。在

收集材料的途径上可以采取幼儿园按需分配、教

师自己收集、师幼共同收集、借助家长力量收集

等多种方式。游戏材料类型上，除了提供幼儿园

购置的一些体育器械外，还需要创造性地制作一

些可供幼儿进行各种动作练习的用废旧材料制

成的玩具，并对教师自制玩具做了量化要求。在

儿童游戏材料管理部分，包含游戏材料整理和游

戏材料维护。幼儿园规定各班教师必须妥善保

管班级的游戏设备和玩具，定期清点。对于户外

共同游戏设施和玩具进行分区，将责任落实到各

班教师或保育员身上。从执行来看，虽然大部分

乡村园都有较为完善的游戏材料相关管理制度，

但由于财政供给的制约部分乡村幼儿园特别是

村级幼儿园游戏材料供给方面仍然十分紧缺，游

戏材料管理方面部分幼儿园由于缺乏督导并没

有落实到位。

（四）游戏卫生安全保障

本部分研究旨在通过对乡村幼儿园“多久对

玩具进行消毒一次？”和“多久对幼儿游戏设施进

行一次安全排查？”两个问题的调查，了解乡村幼

儿园儿童游戏卫生安全的保障情况。从乡村幼

儿园不同行政等级儿童游戏卫生保障情况来看

（如表4所示），总体上，74.07%幼儿园能做到每天

对玩具进行消毒，22.22%幼儿园能做到每周对玩

具进行消毒，1.85%幼儿园是按月为单位对玩具

进行消毒，1.85%幼儿园选择“其他”，备注其幼儿

园对大型玩具是每天消毒一次，桌面玩具是每周

消毒一次。对比村级和镇级两个不同行政等级

幼儿园来看，镇级级幼儿园每天进行一次玩具消

毒的比例最高，占比86.05%，村级幼儿园每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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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次玩具消毒的比例最高，占比72.73%。数据

结果表明，村级幼儿园对玩具消毒的频次远低于

镇级幼儿园。

表4 不同行政等级乡村幼儿园儿童游戏卫生保障情况

消毒

乡村幼儿园

村级幼儿园

镇级幼儿园

每天

40(74.07%)

3(27.27%)

37(86.05%)

每周

12(22.22%)

8(72.73%)

4(9.30%)

每月

1(1.85%)

0(0.00%)

1(2.33%)

两月

0(0.00%)

0(0.00%)

0(0.00%)

每学期

0(0.00%)

0(0.00%)

0(0.00%)

其他

1(1.85%)

0(0.00%)

1(2.33%)

从不同行政等级乡村幼儿园儿童游戏安全

保障现状来看（如表5所示），53.70%幼儿园选择

每天对游戏设施进行一次安全排查，37.04%幼儿

园选择每周对游戏设施进行一次安全排查，

5.56%幼儿园选择“其他”，备注“没有定期进行安

全排查，而是在日常活动时随机检查”。对比村

级幼儿园和镇级幼儿园来看，村级幼儿园选择以

周为周期对游戏设施进行安全排查的占比最高，

达54.55%。镇级园选择以天为周期对游戏设施

进行安全排查的占比最高，达62.79%。数据表

明，村级幼儿园对游戏设施进行安全排查的频次

要略低于镇级幼儿园。
表5 不同行政等级乡村幼儿园儿童游戏安全保障情况

安全排查

乡村幼儿园

村级幼儿园

镇级幼儿园

每天

29(53.70%)

2(18.18%)

27(62.79%)

每周

20(37.04%)

6(54.55%)

14(32.56%)

每月

3(5.56%)

2(18.18%)

1(2.33%)

两月

0(0.00%)

0(0.00%)

0(0.00%)

每学期

0(0.00%)

0(0.00%)

0(0.00%)

其他

3(5.56%)

1(9.09%)

1(2.33%)

（五）师资保障

教师是幼儿园中与幼儿联系最为紧密的群

体，保障师资也就间接保障了幼儿游戏自由平等

权和受指导权。通过数据分析乡村幼儿园保教

人员与幼儿配比情况、教职人员教龄分布情况、

教师学历分布情况、教师职称分布情况四方面，

以了解幼儿园层面师资保障现状。首先，从乡村

幼儿园保教人员与幼儿配比情况来看（详见表

6）。对全日制幼儿园国标保教人员与幼儿比是1:

7-1:9，而本次调研数据显示，只有24.07%的幼儿

园满足条件，其中1:7-1:9范围内的占比20.37%，

1:7以上的占比3.7%。54所乡村幼儿园中有41所

幼儿园保教人员与幼儿比在 1:9 以下，占比达

75.93%。研究数据结果表明，乡村幼儿园在保教

人员的配备上还存在缺额。
表6 乡村幼儿园保教人员与幼儿配比情况

数量

百分比

1:9以下

41

75.93%

1:7-1:9

11

20.37%

1:7以上

2

3.70%

注：由于本次调查对象都是全日制服务类型，故采用的

分类也是按照《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中全日制配

比指标分类

其次，幼儿园教职工的教龄可以间接反映

其教学经验的丰富程度，通过对乡村幼儿园全

园教职工教龄分布情况分析（详见表7），了解

幼儿园层面的师资保障现状。研究数据显示，

教职工教龄在 1-5 年是乡村幼儿园中的主力

军，占比50.65%。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10年以

上教龄占比25.24%，0-1年教龄占比14.01%，5-

10 年教龄占比 10.10%，三者差距细微，分布较

为平均。
表7 乡村幼儿园全园教职工教龄分布情况

数量

百分比

0-1年

86

14.01%

1-5年

311

50.65%

5-10年

62

10.10%

10年以上

155

25.24%

再次，乡村幼儿园教师的学历是间接反映

其教师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对乡村幼儿

园教师学历分布情况分析（详见表8），了解幼

儿园层面师资保障情况。研究数据显示，乡村

幼儿教师本科学历和大专学历是教师学历的

主要组成部分，分别占比45.28%和36.95%。其

次是中专学历占比 13.84%，高中及以下占比

2.52%，研究生及以上占比1.42%。研究结果表

明，乡村幼儿园教师学历基本达到国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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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层次人才相对欠缺。
表8 乡村幼儿园教师学历分布情况

数量

百分比

研究生

及以上

9

1.42%

本科

学历

288

45.28%

大专

学历

235

36.95%

中专

学历

88

13.84%

高中及

以下

16

2.52%

三、乡村幼儿园儿童游戏权保障的困境

分析

（一）游戏时间保障不足

游戏活动在幼儿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

的作用［6-8］，幼儿在户外游戏中能够充分贴近大自

然，了解自然，在自然中探索学习。还能通过攀、

爬、跑、跳等大幅度的活动锻炼，增强幼儿的动作

协调能力。室内游戏能发展孩子的精细动作、创

造力和想象力等，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幼儿的

情绪。但是部分乡村幼儿园管理人员忽视充分

游戏时间对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作用，还存在大

量乡村幼儿园，尤其是民办幼儿园一日活动中游

戏时长不足。一日活动安排中，游戏总时长小于

3小时，户外游戏时间时长少于2小时，或为方便

管理将各年龄段的游戏时间一刀切，时间分配不

合理。甚至存在部分民办幼儿园为迎合家长需

求而将自由游戏时间设置成可调换为集体教学

或其他活动的随机安排，随意侵占幼儿的游戏时

间，侵害儿童游戏权。

（二）游戏空间供给不足

儿童游戏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进行的，游戏

空间及其安排方式对儿童游戏的类型、数量和质

量有着重要影响，其中户外和室内是儿童的两个

重要游戏空间。但部分乡村幼儿园管理人员仅

关注的是游戏空间面积的大小，而忽视游戏空间

的划分等空间质量问题，部分乡村幼儿园户外游

戏场地仅设置大型玩教具区，缺失种植区、攀爬

区、沙土区、戏水区等其他区域划分，大大限制了

儿童游戏的开展。此外，室内游戏空间的大小是

影响儿童游戏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表

明，过于拥挤的环境会增加儿童攻击性行为发生

的可能，降低儿童的社会性交往活动的频率，使

旁观、不主动参与活动的儿童人数增加。我国政

府也认识到室内游戏空间对儿童游戏开展的重

要作用，颁布的《城市幼儿园建筑面积定额》（实

行）中第6条规定，“活动室，每班一间，使用面积

90平方米，供开展室内游戏和各种活动以及幼儿

午睡、进餐之用。如果寝室与活动室分设，活动

室面积不宜小于54平方米。”但在乡村幼儿园实

际操作中，很多幼儿园并没有满足以上条件。此

外，在混龄大班额更是拉低了儿童人均室内游戏

空间，侵害了儿童游戏权。

（三）游戏材料准备不足

大部分游戏是借助一定的玩具和其它游戏

材料进行的，英国学者蒂泽德等人的研究也发

现，学前儿童在自由游戏时间里，有97%的时间

都会使用到玩具或游戏材料［9］，由此可见游戏材

料对儿童游戏开展的重要作用。但当下在乡村

幼儿园中，尤其是村级幼儿园中游戏材料仍然

极为短缺，且结构和难度单一，不能满足幼儿游

戏的需要。此外，部分乡村幼儿园管理人员在

游戏材料的投放上仅以数量为要求标准，忽视

了幼儿的兴趣和需要。乡村幼儿园户外游戏设

施就只有滑梯、秋千等类似的少量设施，游戏材

料也长时间得不到更换，同一类型游戏材料孩

子们玩的时间长了之后就失去了新鲜感，扼杀

了幼儿游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例如，幼儿在

玩滑梯的过程中不断询问老师“还要玩多久”，

这是因为他们天天玩这个游戏已经玩腻了，但

是幼儿园却没有准备其他游戏设施或材料，侵

害了儿童游戏权。

（四）游戏卫生与安全基础不牢

游戏卫生安全保障是幼儿游戏权保障的前

提基础和根本，在儿童游戏权保障中占据首要地

位。调研发现，乡村幼儿园游戏卫生与安全保障

基础不牢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缺乏游戏

卫生与安全的正确认识，欠缺对潜在的危险预知

能力。例如，多数乡村幼儿园对教育部门的“每

年应组织学生进行突发情况的应急演练”要求秉

持不检查不执行的态度、部分乡村幼儿园尤其是

民办园并不具备从正规渠道购置游戏玩教具意

识、乡村幼儿园基本没有配备保健医生，也没有

准备基本的医药物品和掌握基本急救技能等。

另一方面是幼儿园消极保障幼儿的游戏卫生与

安全。部分乡村幼儿园秉持“不求有功，但求无

过”消极观念，为保证幼儿游戏的绝对卫生与安

全，便禁止幼儿参与到一些“脏脏的”及“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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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规定教师不能组织一些冒险性游戏或开

放性游戏，如老鹰捉小鸡、盲人摸象游戏、室外涂

鸦游戏、泥土游戏等。

（五）师资管理体制不健全

乡村幼儿园的游戏管理是教师开展游戏活

动的重要参考指标，直接影响着幼儿教师游戏

活动组织与指导。调查发现，多数乡村幼儿园

忽视了课程游戏化，要求教师提交详细的教学

计划并完全按照教学计划进行教学，否则对其

进行处理。这就给教师根据幼儿具体情况生

成游戏或指导游戏设置了限制，不利于教师灵

活安排与指导。此外，在镇级幼儿园和乡村分

园统一管理的情况下，管理者鉴于镇级各方面

条件更好，也更容易出成绩，把多数的资源都

投放在镇级园，而忽视乡村园的管理。这就出

现部分乡村幼儿园为方便管理封闭部分游戏

活动区域或在幼儿游戏时间做与教学活动无

关的事情等散漫状态。

四、乡村幼儿园推进儿童游戏权保障的

路径

（一）保障游戏时间

充足的游戏时间是保证幼儿游戏权利得以

实现的决定性条件。乡村幼儿园应摒弃乡村

幼儿游戏时间可适度缩短的错误观念，在一日

活动安排中为幼儿提供充足的游戏时间，让幼

儿去自由游戏。第一，保证幼儿园一日生活中

有自由游戏时间。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作息

安排计划上，上午和下午都应安排一段较长的

时间来做幼儿的自由游戏时间，各占一个半小

时左右（部分乡村园下午放学时间早，根据实

际情况适度调整）。第二，保证幼儿充分的自

主游戏时间。幼儿园的游戏时间安排应该以

幼儿的自由游戏为主，教师引导的集体或小组

游戏为辅，以利于幼儿在游戏中的主体地位，

使游戏时间真正属于孩子自己。第三，充分利

用闲散时间。一日生活中的零散时间，也尽可

能的用来给幼儿开展各种游戏，以满足幼儿游

戏时间需求。如：每天离园前的等待时间，入

园后的零散时间等，都可以安排老师做一些小

游戏。第四，幼儿园的其他活动不能侵占幼儿

每天的游戏时间，幼儿园不能为追求显性的教

学效果牺牲幼儿的游戏时间或为完成某项任

务而侵占幼儿的游戏时间或是将游戏时间作

为奖惩的手段。

（二）提供游戏空间

研究表明，游戏的空间密度、地点、结构特

征以及设备的位置对幼儿游戏都会产生一定的

影响［10］，充分的游戏空间是幼儿游戏开展的基

础保障。第一，充分利用幼儿园现有空间。就

乡村幼儿园而言，游戏空间面积基本是既定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提高游戏空间的有效利用率。

从大多数只有三个及以下班级的乡村幼儿园来

看，游戏空间的面积是足够的，空间的有效利用

在于向幼儿开放全部可游戏空间，杜绝为方便

管理划分“圈地游戏”或封闭部分游戏空间的现

象存在。从有三个以上班级的乡村幼儿园来

看，空间的有效利用在于打破现有空间的班级

划分，对幼儿园的公共区域（相邻班级之间的共

有空间，如走廊、楼梯等）进行充分利用，拓宽幼

儿游戏的场地面积。第二，保证室内活动区域

的游戏性。根据幼儿游戏习惯调整现有室内分

区设置，即每个班级室内活动空间利用宗旨要

为游戏服务，游戏区域空间密度、结构等要以幼

儿游戏需求为目标，根据幼儿游戏区域选择的

密度适时调整游戏区域划分，减少利用率低的

游戏空间，扩大利用率高的游戏空间，而非根据

美观、易管理等因素固定游戏区域设置。同时，

还应当允许并支持幼儿在游戏过程中按照自己

的意愿、想象、需求对环境的主动驾驭及改

造［11］。第三，合理安排户外游戏空间。在进行

户外游戏空间整体规划时应注重多样化游戏场

地的建设，做到传统游戏场地、创造性游戏场地

和冒险性游戏场地兼顾布局，使游戏环境所引

发或设置的游戏难度在幼儿的最近发展区内，

以满足幼儿的年龄、性别、性格差异和可持续兴

趣的多样化需求，从而促进幼儿多元化和全面

化发展。同时，乡村幼儿园还可以根据自身的

自然性、民族性等独特优势打造出自身的个性，

例如贵州省黔东南州一乡村幼儿园背后就是一

座封闭的小山，该幼儿园就可以在安全考虑的

前提下将其打造成幼儿的独特游戏空间。

（三）准备游戏材料

Nicholson的零散件理论认为：“在任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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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创造性的程度以及发现的可能性都与环境里

的材料的数量和种类直接成比例。”［12］因此，材料

丰富、多样、动态的物质环境创设是幼儿创造性、

主动性等发展的前提，是幼儿游戏的重要物质保

障。乡村幼儿园在游戏材料投放时，第一，游戏

材料种类应多元化，丰富的游戏材料才能吸引幼

儿兴趣，满足其游戏需求。乡村幼儿园资源缺乏

的现实无法改变，但可通过组织教师自制、发动

家长搜集或寻求社会组织帮助多渠道来扩展游

戏材料的多样性。第二，重点投放低结构游戏材

料。低结构、高开放的材料和不确定的情境中包

含着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能给幼儿提供更

多自主探究、运用经验、思考和创造的空间，而高

结构性游戏材料造型基本与实物相符，比较容易

局限幼儿的想象空间。所以应根据幼儿的年龄

特点、活动区域的属性提供原材料或半成品游戏

材料，满足幼儿多样化的游戏需要。乡村幼儿园

可依托自身的有利的地理条件投放一些较易获

取的低结构材料，如石子、树枝、瓦片、竹竿等。

第三，物质材料投放在考虑到乡村幼儿的特殊需

求的前提下还应及时更新。由于诸多乡村幼儿

的生活经验不同于城市幼儿，乡村幼儿园在游戏

材料投放或更新之前可以充分听取幼儿的意见，

了解幼儿的游戏材料需求［13］。同时，乡村幼儿园

还应根据幼儿的兴趣发展或教师的观察反馈及

时调整、补充游戏材料，以支持幼儿的持续兴趣

和深度探索。

（四）修正游戏卫生与安全观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

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

工作的首位”。首先，乡村幼儿园应掌握正确的

游戏卫生与安全观，提高游戏卫生与安全潜在风

险预知能力。乡村幼儿园作为游戏材料、游戏环

境的提供者，要从源头上确保其卫生及安全。例

如从自然中获取的石头、树枝等自然材料，从集

市淘来的玩具都要做好安全排查和卫生消毒工

作；对于幼儿园环境中容易造成幼儿游戏安全事

故的地方做好防护或隔离。其次，变消极保护为

积极保护，幼儿园冒险性游戏与开放性游戏的利

弊共存，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其对幼儿成长的有益

帮助［14］，不应对幼儿冒险性游戏和开放性游戏一

刀切地阻拦在外。经常组织幼儿教师对可能出

现的游戏卫生与安全事故演练，提高其预知风险

意识和解决风险的能力，对于游戏过程中幼儿可

能产生一些轻伤的情况要保持理性的态度，做好

处理游戏卫生与安全事故的预案，并常备处理常

见游戏卫生与安全的医药物品才是我们对幼儿

负责的正确做法。同时做好家长沟通和制度规

章，形成家园合力助力幼儿快乐且健康地游戏。

最后，在关注幼儿游戏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要注意

到幼儿的心理健康。例如，在进行突发事故演练

时，对曾经经历过类似灾害的幼儿给予更多的鼓

励和关注等。

（五）完善师资管理体制

首先，营造宽松的游戏保教氛围。幼儿园作

为管理者应定期走进乡村幼师的游戏教育实践

中，尽可能去观察了解乡村幼师幼儿游戏保教活

动中的真实需求。定时开展游戏理论与实践教

学研讨活动，将自身已有或园内优秀教师的游戏

经验与知识传授给经验不足的教师，也鼓励老师

们讲出在游戏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帮助教师

排除心理的困难和解决实际困难，在让教师感受

到幼儿园的支持的同时达到排除困难、交流经

验、增进团队感情的目的。同时，关心幼儿教师

生活，在教师工作休息室、食堂、宿舍等非工作区

域上尽可能为教师提供便利，彰显乡村幼儿园的

人文关怀［15］，稳定教师队伍。其次，制定并执行

合理的游戏活动管理规章。为游戏活动的顺利

开展提供行政保障是幼儿园实现以游戏为基本

活动的绿色通道。尽管当前幼儿园管理有比较

完善的制度保障，如晨间制度、安全卫生制度、伙

食管理制度等，这些活动制度科学合理地安排了

幼儿一日生活中各项活动的具体要求，但很少有

幼儿园就幼儿游戏活动制定专门的管理制度。

乡村幼儿园应建立专门的游戏活动管理规章制

度，规范游戏保教活动开展，就全园及各班游戏

时间、场地、环境建设、教师执行方式等方面提出

具体的要求，并且为这些活动的开展给予人力、

物力、财力等方面的保障，为全园游戏活动开展

提供方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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