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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有效介入户外自主游戏的策略
王瑞敏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实验幼儿园，中国·山东�聊城��������

摘要

游戏是幼儿了解世界、适应环境的重要方式，是幼儿在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户外自主游戏占据了很重要的一部
分，幼儿园自主游戏成为促进幼儿身心健康、良好发展的有效手段。在幼儿园这一学前教育机构中，不能忽视教师的重要作
用。论文从强化教师有效介入的价值和意识，提升教师介入的能力和方法来展开，为幼儿园自主游戏中教师有效介入提供参
考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提高户外自主游戏活动开展的效果。

关键词

教师；幼儿；户外自主游戏

1�引言

户外自主游戏是指幼儿在户外区域内自主自愿的游戏活

动，在自主游戏中幼儿可以自由选择游戏材料、游戏伙伴，

并可与游戏伙伴自由交流的游戏过程，为幼儿创造了最大限

度的游戏权利，激发幼儿主体需求与动机的同时，对教师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在游戏中抓住教育契机对幼儿适

当地进行指导。教师的有效介入和指导对幼儿户外自主游戏

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意义和价值，对此，针对教师介入户外自

主游戏的策略展开分析意义重大。

2�强化教师有效介入的价值和意识

2.1�充分认识有效介入的重要性

有效介入能够使游戏顺利进行、促进幼儿自主探索，能

促进幼儿主动解决问题，能够使幼儿在原有水平得到进一步

提高。教师是否介入是首先要对幼儿的游戏进行观察，在幼

儿的户外自主游戏中，教师要有介入意识，有时候老师的介

入是游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在不影响幼儿游戏

过程，以同伴的身份或者以肯定建议的方式介入户外自主游

戏中，都可以对游戏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教师盲目介入会

影响幼儿的发展和游戏效果，但是选择恰当的时机有效介入

游戏中，既能保证游戏的顺利开展，还能有效提升游戏效果。

因此，在不打扰幼儿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以尊重幼儿的方式

介入游戏，是十分有必要的。

2.2�增强教师有效介入的意识

有效介入要以促进幼儿更好的发展为目的，每个幼儿都

有其独特的个性差异，若用同样的教育方法势必会影响幼儿

的发展，户外自主游戏更能顺应幼儿的身心发展，同时让幼

儿获得愉快和满足，教师的有效介入能促进幼儿游戏的开展，

并能向更高层次的提升，同时教师在户外自主游戏中的有效

介入能促进幼儿更好的发展。

【作者简介】王瑞敏（1987-），女，中国山东聊城人，本

科，二级教师，从事学前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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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教师有效介入的能力

户外自主游戏中，教师在介入幼儿的游戏时，不能按

照自己的想法随时介入，需要在介入时考虑以下问题：“幼

儿需要怎样的帮助才能克服当前的困难？他（她）更容易接

受哪种帮助？我怎样介入才不会影响幼儿的兴趣？我采用的

干预方法会引起幼儿哪些可能的反应？我提供帮助之后幼儿

还有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我撤出干预之后幼儿能不能继续

独立完成操作任务？这是最合适的干预时机吗？等一等会如

何？”这些问题能够帮助转变自己的观念，当然在转变观念

之后，教师还要考虑干预的方式方法，要根据幼儿年龄的不

同而不同。主要的干预方式有以下几种。

3.1�把握好介入的时机

������观察幼儿的自主游戏

教师在介入时能够灵活机动的进行指导，并且在应该指

导时给予幼儿恰当合适的指导，幼儿不需要时教师可以只做

观众或是记录幼儿游戏的过程。户外自主游戏更需要教师灵

活机动，用各种方法介入或指导孩子的游戏，在指导的同时

不会干扰到幼儿的游戏，同时又能够促进幼儿游戏的发展，

帮助幼儿在户外自主游戏中学会思考、学会成长。

������适当时机介入游戏

萨顿·史密斯提出介入儿童游戏的程序：①观察并仔细

辨别孩子的兴趣和技巧；②投入参与；③跳出孩子的游戏，

做进一步观察。这个程序可循环与游戏指导方法配合使用。

当幼儿游戏中出现下列四种情形时，教师可以介入幼儿游戏：

①当幼儿并不投入游戏时。②当幼儿产生难以与其他同伴一

起相处的游戏时。③当幼儿进行想象或虚构的游戏时，想一

直重复自己玩过的情节，或是将游戏延续下去有困难时。④

有危险状况时 >��。

3.2�选择适当的方式介入

适当的介入方式能够更好地促进户外自主游戏功能的发

挥，适宜的介入方式成为教师介入自主游戏中的重要环节。

教师可以以自身为媒介、以材料为媒介，作为旁观者、引导

者进行动作、语言的提示或者提供材料等方式进行介入，也

可以作为参与者，鼓励支持、解决问题。

������以自身为媒介的介入

教师以自身为媒介的介入，要考虑是以什么身份介入，

比如，是以幼儿的身份介入？还是以幼儿教师的身份介入？

还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介入？还是以游戏者的身份介入？如果

教师以游戏者的身份介入，那么可以采用平行游戏和共同游

戏两种方式。

������以环境材料为媒介的介入

教师除了自己介入之外，还可以为幼儿提供大量的材料，

以材料为媒介介入游戏，并支持幼儿的学习。

案例：几名幼儿手忙脚乱的搬材料，搭建房子，这时西

西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围个院子好不好！大灰狼来的时

候我们躲在院子里。”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幼儿开始尝试用

工字砖给他们的房子搭围栏，但搭建并不是很顺利，围栏是

连起来了，但总是站不稳，一松手就塌了，教师眼看幼儿已

经满头大汗，尝试了多次仍然没有成功，老师走过去说：“你

们可以这样搭啊。”于是拿起几块工字的积木，在旁边的空

地上搭建围栏，教师拿单卡口和双卡口拼插积木，横竖交替

有规律的进行拼搭，每一个拼插动作完成后，还会用力按压

接口，确保扣合，栅栏保持了平衡，积木稳稳地站在了地上，

幼儿看到后很高兴地拍手说：“老师，你可真厉害。”接着

孩子们开始按照老师的方法进行搭建。

分析：教师可以以多种方式介入，以多种形式介人，如

何介入要根据幼儿实际的情况，本案例中教师的介入恰到好

处，而且以游戏者的身份介入幼儿的游戏之中，直接展示了

拼插积木的办法，也直接向幼儿展示了新的玩积木的技能，

因此这样的介入对幼儿而言有效且及时，教师介入游戏让幼

儿感觉很舒服，能够帮助幼儿游戏的顺利开展与实施 >��。

3.3�灵活运用方法介入

有研究表明，教师可以利用游戏介入法、材料提供法、

语言指导法来参与介入游戏，了解游戏的情况与需要，给予

有针对性的指导，以提高幼儿游戏的水平。教师能够根据需

要选择合适的方式，促进幼儿游戏的开展与进行，能够对幼

儿的游戏造成一定的影响。

������当幼儿遇到困难无法继续游戏时，教师直接介

入游戏

幼儿在户外自主游戏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困难并且一

时无法解决。教师观察当幼儿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时，

非常容易放弃游戏或者直接跳过这个步骤，从而导致游戏无

法顺利进行。此时，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以直接介入的方

式或者平行介入的方式，介入幼儿的游戏，观察幼儿的言行，

给予幼儿适当的支持、鼓励、引导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促

进游戏的进行和顺利开展 >��。

案例：户外自主游戏中，幼儿用高梯进行游戏，一名幼

儿爬上高梯，第一次幼儿选择从高梯上反着爬下来，转了一

圈后，幼儿再次爬上高梯，试图往下跳，随即又转身试图再

次爬下来，教师走上前，两手抓着幼儿的手，鼓励幼儿大胆

跳下来。幼儿受到鼓励，再次爬上高梯，再次进行游戏。案

例中，教师观察到了幼儿在户外自主游戏中存在的问题。幼

儿尝试从高梯往下跳，第一次没有成功，当幼儿再次爬上高

梯时，教师发现了幼儿遇到的困难，主动给予帮助，使幼儿

能顺利进行游戏。

������当游戏开展秩序紊乱时，间接介入游戏，促使

幼儿游戏得以顺利开展

在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尊重幼儿的游戏意愿，不盲目介

入游戏，不随意打断幼儿的游戏，支持幼儿独立的思考、发

现并解决问题。当幼儿游戏开展出现秩序上的紊乱，教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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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际情况，间接介入游戏，促进幼儿游戏的顺利开展。教

师可以以同伴或者合作者的身份介入游戏，促进游戏的顺利

开展 >��。

案例：幼儿在户外自主游戏中进行“公交车”的游戏，

幼儿争先恐后地往“公交车”上挤，还有两名幼儿在上公交

车的过程中发生争执，这样的拥挤很容易发生危险。教师看

到后，请一名幼儿扮演一位妈妈，抱着小宝宝，请这位妈妈

上“公交车”。幼儿看到后停止拥挤，给这位妈妈和小宝宝

让出一条路，请这位妈妈上公交车。案例中，教师观察到户

外自主游戏中存在的问题：幼儿不遵守游戏规则，导致拥挤。

教师请一名幼儿扮演妈妈抱着小宝宝上车。自然而然地融入

游戏中，又通过给抱孩子的妈妈让出一条路不受拥挤的情境，

帮助幼儿纠正错误行为，使游戏得以有序进行。

������当游戏开展出现暂时的停滞期时，教师不断启

发幼儿，促进游戏的进展

案例：户外音乐响起后，小朋友进入游戏场地开始寻找

材料，丁丁把两个万能结用方柱形管上下拼插起来，她把拼

完的玩具扔在地上，老师看到后，捡起她拼插的玩具。然后

从上面的万能结圆孔里向外看发现了什么。丁丁大声说“照

相机！我的照相机。”旁边的依依也模仿她的“作品”插了

一个，还在下面的万能结横插了一个脚踏，“我也有照相机”

她们的惊喜引来了几个孩子观看，航航看看说：“看着像望

远镜。”老师用一个圆柱插管积木插入孔里 �从圆柱孔里看 �

丁丁惊喜地说 �“照相机变成望远镜了。”她的话又引来一些

孩子观看 �有站着看的，也有坐着看的，还有对着看的，莎

莎跑到远处，睿睿说：“变小了，变小了！”莎莎又跑到望

远镜跟前问：“我变大了吗？”睿睿说：“你的头变大了，

看不到腿了 �”他拿去圆柱管直接从万能结的孔里看莎莎，大

笑着说：“我看到你的腿了。”然后又插上圆柱管看看说：

“呀 �你的腿又看不到了！有个男孩做了一个造型动作，问：

“看到我了吗？”看筒子的小朋友说：“看到了，变小了！”

孩子们在自己的发明探索中！

在游戏的过程中，教师从玩具中看一眼的行为 �启发幼

儿联想到“照相机”再到“望远镜”的探究过程中，自主结伴，

自由探究且兴趣浓厚，因此教师尊重幼儿的游戏意愿。当孩

子们在“望远镜”的镜头中发现了材料的聚焦效果时，一直

尝试、研究找到让人变大变小的原因，老师依然没有告诉幼

儿结果的对错，因为幼儿的体验过程重于结果，保护孩子好

奇心，就是培养孩子观察、发现、尝试探索的兴趣和能力 >��。

3.4�教师介入游戏时需要发挥幼儿参与的主体性

美国学者杜威提出“儿童中心论”，指出活动中以儿童

为中心。中国学者丁海东教授在儿童精神理论中强调儿童的

主体性。由此可见，教师了解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户外自

主游戏教师对有效介入有正确的理解，教师能够让幼儿在户

外自主游戏中给予幼儿正确的定位。因此，注重儿童的权利

以及独特价值，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成为幼儿的支持者、

合作者和引导者。让幼儿发挥其潜能 �运用自己的知识及能

力自主探索、促进幼儿个性的发展 >��。

3.5�注意介入时的激励性评价

在户外自主游戏中，幼儿很容易好奇身边的新事物，在

自主游戏中可能会发现新的兴趣点，教师就需要细心观察，

及时发现幼儿的兴趣点，并根据幼儿的兴趣点延伸游戏，提

高游戏开展的效果。同时，科学研究发现，人们平时所接收

到的外部世界信息 ���a���均来自视觉的信息，对于幼儿

来说，教师适宜的激励性评价更容易使幼儿获得满足，并从

中获得新的灵感。适当的评价对幼儿的发展有非常积极的作

用，在游戏结束后，针对表现较好的幼儿，教师可以给予相

应的鼓励，让幼儿继续保持再接再厉 >��。

4�结语

综上所述，户外自主游戏开展的主要作用便是培养幼儿

的自主能力，在这一游戏活动中，教师的介入会直接影响整

个游戏活动的效果。如若教师介入过多，会影响幼儿的发展

和游戏开展的效果；如若教师完全不介入，可能会出现游戏

无法顺利进行或出现安全事故等问题，在这类活动中，教师

的介入时机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幼儿园教师要根据实际情

况介入幼儿的游戏之中，促进幼儿社会性、思维和情绪情感

的发展 �这需要教师很高的专业素养，因此教师要根据要求，

通过各种渠道，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了解更多的介入方式

和介入时机，提高游戏的自主性，游戏的专注性、游戏的主

动性，促进幼儿体、智、德、美的全面发展。

真正的教育是在快乐与轻松的环境中，幼儿与教师共同

学习共同进步的过程，真正的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不是成人

设定的游戏，而是在户外的环境与游戏材料互动中所发生的

游戏。各种材料发挥着多种功效，一个牛奶罐会成为木墩 �

会成为路标，会成为一个搭建材料，幼儿在自由开放的环境

中发挥想象，大胆表达，发自内心的微笑才是自主游戏中教

师有效介入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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