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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户外活动，活教育的价值

幼儿园的活动我们总是提倡幼儿走到户外去，走进大

自然，那为什么在室内有同样的活动场所的条件下还要走

到室外？在多次进行户外活动后，教师发现走到户外去还

是有特殊意义存在的，幼儿处于活泼、好动的年纪，因此

根据他们的年龄特点，走到户外去还是很有必要的，也对

他们的发展有意义，正是符合了陈鹤琴先生说的：做中学、

做中求进步。那么到底户外活动对幼儿的发展有哪些好处？

有哪些教育价值呢？

1.1 户外活动加强幼儿社会意识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出：“结合社会

生活实际，帮助幼儿了解基本行为规则或其他游戏规则，

体会规则的重要性，学习自觉遵守规则。”陈鹤琴理论也

指出：做中学，那么学到了什么？进步了什么 ? 第一个便

想到幼儿能在做中学到了、提高了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包

括了交往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幼儿是生活在一个集体

当中，每天和同伴之间进行游戏，需要一定的社会意识才

能更好地进行游戏，在户外幼儿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如我

园为幼儿创设了“户外街区”的活动场地，在这一场地幼

儿能体验各种各样的角色，摄影公司、手工场所、小舞台、

美食，这些地方都是幼儿所熟悉，在现实生活中都去过的

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具体需要做什么，如何经营都是幼儿

所不熟悉的，在游戏进行的过程中，幼儿知道了如何招待

客人，小客人和店家的工作人员遇到了问题如何解决，在

做中发展了一定的交往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2 户外活动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走到户外，走进大自然给了幼儿更多的活动空间，但

是对于安全问题也有了更多的考验。由于幼儿的年龄较小，

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也偏弱，这就需要教师在

活动中不断提醒幼儿加强自我保护能力，为他们提供尽量

安全的场所进行活动，在活动的进行过程中，要求教师不

断加强巡视，眼神要关注到每位幼儿的活动，提醒幼儿注

意安全，在活动中尽可能地增强幼儿的安全意识。如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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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创设户外运动场所时，比室内的场所所提供的体育器材更

加丰富，更加有挑战性：我们提供了攀爬架锻炼幼儿的平衡、

攀爬能力，但是架子比较高，我们在架子下面提供了较软的

垫子，如果有幼儿从下面摔下，也不会造成受伤；我们还在

户外活动场地提供了骑行的自行车等，进行这些游戏的时

候我们为幼儿提供了护具；在场地安排上也尽量安排合理，

各个锻炼项目走跑跳钻爬等方面空间安排合理。相信在提供

场地的安排和多样的锻炼项目中，幼儿能更好地提高安全 

意识。

1.3 户外活动加强幼儿的探究兴趣
  户外活动有更好的场地空间和资源，能真正做到“做

中学”，给了幼儿更好的发展空间，对于他们来说，也能更

好地发展一定的探究兴趣。在幼儿园中，我们在室内和室外

都设置了科学活动探究场地，但是某些探究是在室内无法完

成的，如我们在户外科学中，设置了一条听筒小路，幼儿就

能在场地中探索声音传递的秘密；在春天，我们还能用昆虫

捕捉器走进校园中的大自然，去捕捉昆虫，发现昆虫的秘密；

纸张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在户外，幼儿运用不同的材料制作

出一张完整的纸，发现造纸术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各种各样

的活动中，幼儿发现了不同领域的科学的秘密，在探索秘密

的过程中，增强了探究兴趣和探究能力，得到了多方面的发

展，收获良多。

2 户外活动，活的操作资源

  幼儿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材料的提供也是必不可少的。

有了适当的材料才能保证幼儿活动顺利地进行，才能在做

中，没有了材料的支撑，幼儿的活动也较难进行开展，我们

在活动中，有多种材料能够进行选择，在幼儿生活中，能够

较为常见的就是废旧材料和大自然中的材料资源，提供这些

材料帮助幼儿在活动中更好地进行，提高幼儿活动的兴趣和

操作能力。

2.1 活教育下的自然资源
  陈鹤琴先生提出的走进大自然，在做中学就要求我们

在户外进行活动的时候，选择合适的自然材料，能充分发挥

幼儿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大自然中的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

的，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有许多的材料都能运用到幼儿的

户外活动中去：石头、树枝、花生皮、麦秸、丝瓜筋等等，

都能投放在幼儿的活动区域当中，我们在活动中，也充分发

现幼儿的兴趣所在进行投放。在户外玩沙中，我们发现幼儿

比较喜欢用沙子对城堡，但是城堡需要装饰，应该怎么办

呢？在此情况下进行了简单的讨论，讨论后我们就开始了材

料的收集，幼儿就用树枝、好看的石头等进行了简单的装饰，

城堡做出来的效果也更好了；在户外美术中，我们引导幼儿

其实美术创作也能有不同的方式，不光是在画纸上完成一幅

美术作品，而是能在不同的自然材料或者运用自然材料进行

简单地创作。我们能在树枝上进行画画，能在石头上进行创

作，能用一些花花草草等粘贴创作出作品，在此过程中，幼

儿进行亲自的创作发展了审美等能力。在种植活动中，我们

能利用的自然资源就更多了，在幼儿园的种植园地中，根据

季节的不同，我们播种了不同的植物，南瓜、甘蔗、辣椒、

茄子等等的农作物能提供幼儿进行播种、浇水、翻土、观察、

收获，在每一个过程中，幼儿发现了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与过

程，在种植活动中，培养了幼儿观察探究等的能力。

2.2 利用一些废旧物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除了自然资源的利用，还会利用

一些废旧物品运用到幼儿的户外活动中去，在活动中，幼儿

通过运用废旧物品材料，或将它们直接运用到游戏中去，或

进行适当的制作变成幼儿的活动材料。在户外活动时，幼儿

运用的材料种类能更加丰富，游戏的空间也足够大，在活动

中，真正走进大自然做到做中学。在户外体锻中，一些不能

用的轮胎被我们运用到游戏中去，通过钻、爬、跳等的游戏

发展幼儿多方面的能力；在户外美术中，一些废旧的雨伞、

纸盒都能引导幼儿进行创作，帮助幼儿了解创作的材料是丰

富而又多样化的；在户外玩沙活动中，能运用到的废旧材料

就更多了，可以运用废旧的薄膜来制作一条运河；用废旧瓶

子在玩沙时进行装饰；我们还提供给幼儿一些海洋球，在搭

建沙子等的过程中运用来装饰。对于幼儿来说，一切的废旧

材料都是可以运用到游戏中去的，在做一做、玩一玩的过程

中获得发展才是幼儿活动的本真。

2.3 活教育下的家园合作资源
除了幼儿园中的大自然资源和废旧物品资源，在幼儿

活动的过程中，家长资源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做好家

园共育能更有效地开展相应的活动，更好地帮助幼儿发展，

我们在家园共育的过程中，家长对陪伴的时间其实是比较多

的，也对其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那么如何在家园共育的过

程中做到做中学呢？是不是只要带幼儿去户外就能学到什

么呢？家长在带领幼儿去户外的时候，其实选择性更强了，

比在幼儿园中发现的可能性也越多：如在春天时家长们可

以带领幼儿带户外认识各种各样的花，了解春天的植物的特

点；在秋天的时候，落叶纷纷落下来，家长可以带领幼儿去

收集各种各样的落叶，在收集后，我们也可以和树叶进行各

种活动，将树叶进行树叶贴画和制作书签等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在夏天，在家长的带领下，我们可以去户外发现多样的

昆虫，用放大镜和昆虫收集器找一找，会发现许多昆虫的秘

密；在冬天，是否可以在家长的带领下，去户外感受冬天独

特的季节秘密，去感受冬天的寒冷，争取做一个不怕冷的小

朋友？去寻找是不是下雪了，在雪中发现大自然的神奇，去

玩雪，去堆雪人，幼儿一定十分感兴趣。在家长的带领下，

幼儿对于户外活动更加感兴趣，也有多种的可能对幼儿的做

中学得到相应的发展。

3 户外活动，活的活动场地

幼儿园的户外活动，除了要考虑到幼儿是否有充分的

材料支持，还必须与合适的场地进行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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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幼儿发展。在活教育理论的促使下，幼儿必须走出去，

到适合的场地进行活动才能充分满足幼儿活动的需求。对于

幼儿来说，在幼儿园的户外和走出幼儿园都是不错的选择，

都能获得相应的发展。

3.1 活教育下的幼儿园内的场地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幼儿园

应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他们多方

面发展的需要，使他们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

发展的经验。”对于幼儿来说，不能仅仅满足于在幼儿园室

内的活动，更应该走出室内走到室外活动，才能激发幼儿的

各种兴趣，在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但是幼儿园的面积往往

较大，对于幼儿的每个活动场地没有较好的规划，也无法满

足幼儿活动的需求，因此我们在规划活动场地时，也做出了

相应的思考：我们将户外种植的种植地放在了阳光容易照射

到的地方，以此来保障农作物的生长，幼儿能较好地观察；

户外运动的场地我们则是放在比较宽敞的场地，器材也是能

及时收纳的地方；对于户外美术，我们则是根据幼儿的兴趣

来选择相应的地方，幼儿园户外的一切地方都能随时随地开

展美术活动，都能成为美术创作的资源，引导幼儿去发现美、

感受美，创作美好的事物；在户外建构中，我们在室内室外

都有建构场地，但是室内的场地的局限性，我们将建构的场

地搬到户外比较宽敞的地方，幼儿选择的建构材料和工具也

越来越多样化，保证幼儿的建构想法和游戏的过程；在沙水

活动中，我们选择的场地也应符合沙水活动的特点，要有一

定的空间能够满足玩沙玩水的需求，也要有一定的场所方面

幼儿在玩水的过程中能做到取水方便；在户外科学探索的场

地，我们需要有足够的空间引导幼儿进行科学探索。总之，

所有的场地的设置都是为幼儿的活动所服务的，场地的安排

都要方便幼儿进行活动，在活动中发展，在活动中收获。

3.2 活教育下的幼儿园外场地
  引导幼儿进行活动，我们不光能够利用幼儿园本身拥

有的户外活动场地，还能适当地走出幼儿园进行活动，去发

现更多大自然等的美好，利用社会资源，能让幼儿看到一

些在幼儿园看不见的事物，玩到一些在幼儿园无法进行的项

目，拓宽了他们的视野。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充分利

用自然环境和社区的教育资源，扩展幼儿生活和学习的空

间。”也在强调幼儿要走出去，利用幼儿园外的场地进行活

动。春天我们寻找到油菜花田，引导幼儿感受油菜花的美，

进行写生、拍照等的活动；我们还带领幼儿走进幼儿园旁的

小公园，利用合适的工具捡树叶、测量树木有多粗、去挖“宝

藏”。在带领幼儿走出去的过程中，幼儿能够感受到一些不

同的体验，也算是受益良多。

在活教育理论下的幼儿园户外活动，就是要带领幼儿

走出去，只有走出去了，才能让幼儿拓宽视野，获得更好的

发展，幼儿在户外会获得不同的体验感，收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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