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5), 861-867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5463   

文章引用: 江雁冰, 李云. 自然教育理念下婴幼儿户外游戏的内涵价值、设计与实施[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5): 
861-867. DOI: 10.12677/ass.2025.145463 

 
 

自然教育理念下婴幼儿户外游戏的内涵价值、

设计与实施 

江雁冰1,2，李  云1,2 
1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重庆 
2重庆市云阳师范学校幼儿园，重庆 
 
收稿日期：2025年3月25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21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31日 

 
 

 
摘  要 

当前社会城市化快速发展，婴幼儿的成长环境与自然逐渐疏远。基于自然教育理念，户外游戏对婴幼儿

的身体健康成长、认知学习能力、情绪和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探索出确定自然节律游戏主题、

开拓机构内外的户外游戏场地、选择自然环保的游戏材料、创新户外游戏玩法的设计构想；结合实践案

例，提出创设生动有趣的户外游戏情境、充分释放婴幼儿游戏的自主权、注重多种形式的游戏奖励的实

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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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growth environment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is gradually alienated from natu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atural education, outdoor gam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ealthy growth, cognitive learning ability, emotional and social develop-
ment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sign ideas of determining the theme 
of natural rhythm game, developing outdoor game venu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 se-
lecting natural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game materials, and innovating outdoor game play. 
Based on practical cases, this paper proposes practical strategies such as creating vivid and inter-
esting outdoor game scenarios, fully releasing the autonomy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in games, and 
emphasizing various forms of game re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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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当今社会信息化、数字化和智

能化快速发展，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淡漠。对于婴幼儿而言，声光繁杂的电子玩具占据着他

们的生活，随处可见的室内游戏场所时常吸引着他们，导致多数孩子患上“自然缺失症”。这些城市化

和科技化的人工环境在孩子们与自然之间筑起了一座围墙。陈鹤琴“活教育”理论指出“大自然、大社

会是我们的活教材”，主张让儿童在大自然、大社会中亲身实践获取真知。近年来，受自然教育理念的

启发，我国学前教育领域掀起了一股回归自然、回归儿童生命本质的教育热潮。当前国家高度重视早期

教育和托育服务事业，对其教育质量要求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
指出：“托育机构应当保证婴幼儿每日户外活动不少于 2 小时，应当以游戏为主要活动形式，促进婴幼

儿在身体发育、动作、语言、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1]。因此，以自然教育理念为指

导，探讨婴幼儿户外游戏的内涵价值、设计与实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 自然教育理念与婴幼儿户外游戏 

2.1. 自然教育理念的内涵 

自然教育起源于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至今在全世界教育领域仍然保持较高的热度。夸美纽斯提

出“教育要适应自然”，这里的自然不仅指自然界，还包括人类本身[2]。他基于自然界事物发展的法则，

强调秩序与内心规律的统一。卢梭指出教育分成三种：“受之于自然，或是受之于人，或是受之于事物，

即自然的教育、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3]”。裴斯泰洛齐提出教育教学心理学化，他认为心理有其自身

的发展规律，教育应当适应其规律的发展。可见，自然教育理念主要有三层涵义：一是教育要遵循人的

天性，即尊重儿童的个性特征，顺应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二是教育要心理学化，即符合儿童的心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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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律和特点；三是教育要效法自然界及其规律，主张让儿童与自然环境互动，让孩子融入自然，探索

自然，学会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教育理念的内涵价值在新时代背景下蕴含新

的生命力，对婴幼儿教育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2.2. 自然教育理念下的婴幼儿户外游戏 

近十年来自然教育在国内发展迅速，全面开花，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校教育的重

要内容。学者们关于自然教育的定义探讨主要聚焦三个方面，即在自然中开展教育(in nature)、关于自然

的教育(about nature)、为了自然的教育(for nature) [4]。本文自然教育是指在自然环境中开展教育，以自然

为载体和手段，让婴幼儿亲近大自然，实现其身心全面和谐发展。《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提出：

“充分利用日光、空气和水等自然条件，进行身体锻炼，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5]”。游戏是儿童的

基本权利，是儿童的生命和基本活动。因此，托幼机构践行自然教育理念，组织婴幼儿户外游戏活动既

是让儿童回归自然，重新拥有游戏权利的必然要求，又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本文自然教育理念下的

婴幼儿户外游戏是指根据 0~3 岁婴幼儿的身心年龄特点，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婴幼儿在真实的自

然环境中，以游戏的形式与自然进行互动，亲近自然、探索自然，从而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全面和谐发

展。这里的自然环境包括托育机构范围内室外环境，也包括托幼机构范围外的户外环境。 

3. 自然教育理念下户外游戏的研究现状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电子产品的普及，婴幼儿与自然的接触机会日益减少，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

全面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近年来，教育领域对自然游戏的关注度逐渐增加，研究者们开始探索如何通

过自然游戏促进婴幼儿的学习与成长。通过以“自然教育理念”“户外游戏”和“自然游戏”为题名关键

词在知网中文数据库中检索，发现相关文献有近 600 篇。已有研究主要围绕户外游戏或自然游戏的价值、

实践现状以及优化策略展开研究。 
关于自然教育理念下户外游戏的价值探讨，研究者一致认为户外游戏对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

积极意义，包括增强婴幼儿对自然的认知、萌发其环保意识、促进其社会适应能力以及激发他们的学习

兴趣和探索欲望等，如冯宝梅进一步强调，户外自然游戏为幼儿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大的自由度，

使他们能够在动态和多变的环境中进行尝试和探索[6]。徐书晋指出，生态游戏能够塑造幼儿的优良品格，

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帮助他们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对待自然的态度[7]。 
关于自然教育理念下户外游戏的实践现状，许多研究者结合实践情况提出户外游戏实践面临的挑战，

包括场地局限、材料重器械化、幼儿与自然互动不够、组织不科学、资源利用不充分、教师指导能力不

足等问题，如朱芬霞指出部分幼儿园在户外游戏的组织和管理上存在不足，缺乏科学、系统的安排，影

响了户外游戏的教育效果[8]。温笑然的研究发现，人工游戏场地的局限性和材料的固定性限制了幼儿的

创造力和探索欲[9]。 
关于自然教育理念下户外游戏的优化策略研究，研究者们从游戏场地、游戏材料、游戏玩法和教师

指导等方面提出了多种策略，包括优化场地、丰富低结构自然材料、灵活设计户外游戏、加强教师指导、

适当放手幼儿自由探索、加强家园合作等，如齐文静指出幼儿园应根据季节变化和自然环境的特点，灵

活设计户外游戏活动[10]。程志娟建议家园共育是户外自主游戏实效性的重要途径，设计亲子类户外游戏，

家长可以作为幼儿的游戏伙伴和引导者，共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11]。王莉莉指出开展园本研训，提供

专业、高效的教师指导，组织“亲自然”活动理论的学习，转变教师在“亲自然”活动中的角色，选择合

适的“亲自然”活动指导时机等[12]。 
综上所述，自然教育理念为托幼机构户外游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自然游戏作为学前教育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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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对婴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已有研究中关于自然教育理念下婴幼儿户外游戏的研

究较少，更多研究聚焦到 3~6 岁幼儿户外游戏，而 0~3 岁婴幼儿户外游戏研究甚少；其次，多数研究缺

乏鲜活的案例，以经验总结为主，没有充分结合实践案例进行反思。因此，结合 0~3 岁婴幼儿户外游戏

实践案例，探讨自然教育理念下户外游戏的设计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4. 自然教育理念下婴幼儿户外游戏的价值 

4.1. 有助于婴幼儿的身体健康成长 

户外环境相比室内环境更有利于婴幼儿的身体健康发展。首先，婴幼儿在户外游戏中能够呼吸到新

鲜的空气，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这些自然条件有利于婴幼儿体内维生素 D 和钙的吸收，从而减少疾病的

发生；其次，户外广阔无垠的游戏空间可以充分解放孩子们的手和脚，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游戏中，

如在草坪上爬行打滚，在泥坑里蹦蹦跳跳，他们享受户外游戏本身的快乐，与此同时身体也能得到锻炼，

增强身体素质；最后，在户外游戏中婴幼儿玩耍的游戏材料取之于自然，这些纯天然的自然材料无毒、

无害，有利于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4.2. 提高婴幼儿的认知学习能力 

北师大刘焱教授认为：“‘学习运动’和‘通过运动学习’是户外游戏活动中两种不可分割的相互关

联的学习过程[13]。”户外游戏是婴幼儿身体锻炼的一种方式，更是他们亲近自然，探索自然的一种学习

方式。0~3 岁婴幼儿思维特点以动作思维发展为主，经历出生时条件反射建立、1 月~1 岁知觉恒常性产

生、1 岁~2 岁直觉行动思维、2 岁~3 岁语言调节型的直觉行动思维四个发展阶段[14]。可见，他们在户外

游戏中的学习仍依赖感知觉和动作，通过摆弄花草、树枝、沙石等自主探索学习，利用自然物搭建城堡

等建构游戏，在草地上爬行打滚、跑跑跳跳等身体运动，这将有助于婴幼儿认识周围的自然环境，提高

自身的感知觉和认知学习能力。 

4.3. 促进婴幼儿的情绪和社会性发展 

婴幼儿在户外游戏中会因为游戏过程和游戏结果而出现开心、生气、难过、失落等积极情绪和消极

情绪。有时他们也会与同伴发生矛盾冲突，出现生气、难过、嫉妒等不愉快情绪。0~3 岁婴幼儿情绪具有

易变性和冲动性。因此当婴幼儿在游戏中产生消极情绪的时候，教师只要稍微善于观察和引导，他们也

会很快得到调整和适应。故这些常见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都有利于婴幼儿的心理健康发展。另外，在

户外游戏中婴幼儿的主要玩伴是教师、同伴和家长。他们在教师的讲解和示范中了解游戏规则，在教师

的个别交流和指导中熟悉游戏玩法。在游戏过程中他们需要与同伴合作探究，学习分享、轮流、等待等

良好品质。因此，对于婴幼儿而言，户外游戏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师幼关系以及亲子关系，促

进其社会性发展。 

5. 自然教育理念下婴幼儿户外游戏的设计构想 

5.1. 确定自然节律游戏主题 

游戏主题的确定是户外游戏开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践行自然教育理念户外游戏应以自然元素或自然

现象为核心内容。首先坚持趣味性原则，尽可能选择婴幼儿感兴趣的游戏内容，如动物主题或花草主题；

然后，教育性原则，自然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以自然为内容载体，促进婴幼儿认知、语言、动作和社

会性全面发展；其次，坚持季节性原则，即按照大自然运行的周期规律和法则，“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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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节应选择适时适地的户外游戏主题。以自然元素和四季为游戏主题为例，见下表 1。 
 

Table 1. Outdoor game theme examples 
表 1. 户外游戏主题示例 

主题依据 户外游戏主题示例 

自然元素主题 

草地主题：草地爬行、翻滚、行走、奔跑等 
泥土主题：泥土寻宝、捏泥团、烹饪泥土等 
沙主题：沙地寻宝、沙地画画、沙地建造等 
水主题：跳水坑、抛接水球、吹泡泡等 
昆虫主题：模仿昆虫爬行、狩猎虫子、建造虫子迷宫等 
花草主题：采摘花草、花草印画、花草装饰 

四季主题 

春季主题：寻找春天的颜色、郊游、呵护小树苗等 
夏季主题：玩水枪、打水球、跳水坑、网鱼等 
秋季主题：寻找秋天的颜色、抛捡落叶、搬运蔬果等 
冬季主题：树枝搭建、寻找松果、堆雪人、打雪仗等 

5.2. 开拓机构内外的户外游戏场地 

托幼机构内室外游戏空间相对有限，尤其是一些民办早托中心问题较为突出，几乎没有独立的户外游戏

空间。当前托幼一体化发展，幼儿园现有户外空间较为宽敞，但不能完全满足婴幼儿的户外游戏需求。因此，

需要充分开拓托幼机构范围内和机构范围外的游戏空间。首先，充分利用托幼机构范围内室外的每一寸空间，

并将之进行巧妙设计显得尤为重要。阳台、过道、楼梯、操场和屋顶等区域都可以赋予一定的自然属性，融

入沙、石、土、木、水等自然物质，种植花草和蔬果、饲养小动物等；其次，充分利用机构周围户外环境，

如附近树林、草地和土地等；最后，积极争取机构范围外的公共环境，如公园、广场、景区、农庄等。 

5.3. 选择自然环保的游戏材料 

自然教育理念下的户外游戏材料尽可能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一方面天然环保的自然游戏材料，

无毒无害，这有利于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自然材料都属于低结构材料，婴幼儿可以任意组合、

搭建或摆弄材料，玩法多样，能够充分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具体而言，户外游戏材料可以分为物质

类自然材料，如沙、石、土和水等；植物类自然材料，如花草、树木、蔬果等；动物类自然材料，如羽

毛、贝壳等。当然，婴幼儿在探索自然过程借助一些游戏工具，如铲子、小桶、小盆、彩笔、纸张、手电

筒、放大镜等，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进行游戏。 

5.4. 创新户外游戏的玩法 

婴幼儿安全意识薄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基于游戏的安全考虑，多数托幼机构组织婴幼儿户外游

戏内容单一，限制了婴幼儿的游戏自由。教师设计户外游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应该创新多样的玩法，

以满足孩子的兴趣和探索欲望。首先，引导婴幼儿“一物多玩”，即运用同一种材料创新多种游戏玩法，

如提供不同颜色、不同大小和不同形状的树叶，让 1~3 岁婴幼儿玩树叶寻宝、树叶数数等益智游戏；教

师把树叶串联起来做成一条贪吃的恐龙，孩子们拎着树叶恐龙奔跑，也可以在地面由 2 名助教晃动树叶

恐龙，孩子们在上面跳跃等运动游戏；教师引导婴幼儿一起运用树叶拼图、绘画等手工游戏；其次，“多

物一玩”，即运用多种自然材料尝试进行同一种游戏，如运用石头、树枝、树叶、花草、秸秆等进行建构

游戏；最后，融入传统的民间游戏，如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捉迷藏、木头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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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然教育理念下婴幼儿户外游戏的实施探索 

6.1. 婴幼儿户外游戏案例《四季农耕之趣——秋收》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所见之处都是农作物丰收的画卷。托大班婴幼儿对农耕“秋收”了解甚少，缺

乏直接经验，但对日常蔬菜的由来比较感兴趣。因此户外游戏《我是农忙小帮手》和《摸秋》以“秋收”

为主题；选择园所机构附近的古村稻田和草坪为游戏场地；运用常见蔬菜为游戏材料，自然环保，同时

巩固孩子对蔬菜的认识；通过让孩子搬运蔬菜、埋藏蔬菜、寻找蔬菜和品尝蔬菜，体验游戏的快乐和劳

动的艰辛。 
游戏 1《我是农忙小帮手》 
游戏场地：黎明古村五彩稻田 
游戏目标： 
1) 认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蔬菜，如萝卜、红薯等； 
2) 在教师的引导下按照指定路线，将蔬菜抱着安全运送到目的地； 
3) 在角色游戏中感受丰收的喜悦，体验农民伯伯的艰辛和劳动的快乐。 
游戏准备： 
1) 各种蔬菜(萝卜、红薯)，大小适中，每种蔬菜约 50 个；烤红薯、烤土豆若干；农民伯伯的头像、

庄稼地和家相应的情境图片；运输起点(农民伯伯的庄稼地)和终点(农民伯伯的家)以及运输路线标志线条

和指引牌；红队和黄队队员标志贴；音乐《加油干》及户外音响设备。 
2) 婴幼儿初步认识常见蔬菜，在家提前练习抱着蔬菜跑步的动作。 
3) 提前排查游戏场地安全隐患，选择较为宽敞的稻田，确保稻田无积水，整理较为平整，稻草秸秆

清理干净，稻田周围杂草清理干净。 
游戏玩法：根据婴幼儿人数平均分为 2 个小组分别命名为红队和黄队，每组负责运送同一种蔬菜按

照规定路线从起点(庄稼地)到达终点(农民伯伯的家)，各组配备一名助教老师；每组婴幼儿有序依次排队，

每人每次选择 1 个蔬菜进行运送，到达终点再回到起点继续运送；限时 5 分钟，音乐结束时统计每组运

送的蔬菜数量。各组交换场地，运送相应的蔬菜，重复游戏。 
游戏奖励：运送蔬菜数量最多的小组每人获得 2 颗星星，参与比拼的婴幼儿得到 1 颗星星。每人用

积累的星星兑换劳动奖品一份(烤红薯、烤土豆)。 
游戏 2《摸秋游戏》 
游戏场地：黎明古村草坪游乐场 
游戏目标： 
1) 认识常见蔬菜，如萝卜、土豆、红薯。 
2) 在教师的引导下，按自己的想法将蔬菜埋藏并积极寻找。 
3) 感受埋藏游戏的快乐，初步体验集体荣誉感。 
游戏准备：准备不同种类的蔬菜(萝卜、土豆、红薯)，大小适中，每种蔬菜约 30 个；萝卜干、红薯

干、薯片奖品若干；藏放蔬菜区域标志；小篮子约 10 个；婴幼儿在家和父母玩过藏东西找东西的游戏。 
游戏玩法：按照婴幼儿人数平均分成 2 个小组，分别命名为苹果组和香蕉组，先由苹果组婴幼儿任

意选择蔬菜并将其藏到指定区域草丛中，香蕉组婴幼儿在规定时间内寻找隐藏的蔬菜并收集到自己的小

篮子中，游戏时间结束统计香蕉组婴幼儿寻找的蔬菜总数；第二遍游戏由香蕉组婴幼儿任意选择蔬菜并

将其藏到制定区域内草丛中，苹果组婴幼儿在规定时间内寻找隐藏的蔬菜，游戏结束统计苹果组婴幼儿

寻找的蔬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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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奖励：参与游戏的婴幼儿每人一颗星星，寻找蔬菜数量多的小组婴幼儿每人 2 颗星星。每人用

积累的星星兑换劳动奖品一份(萝卜干、红薯干、薯片)。 

6.2. 婴幼儿户外游戏的实施策略 

6.2.1. 创设生动有趣的游戏情境 
安德鲁·斯特布尔斯指出：“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通过情境而在事件中获悉的暗示[15]。”根据游戏

主题内容，创设适宜的游戏情境，不仅激发婴幼儿参与的兴趣，还能帮助他们积累生活经验。上述游戏

《我是农忙小帮手》中创设农民伯伯丰收的情境，通过设置“庄稼地”“农民伯伯的家”、运输路线和指

引牌，在劳动歌曲《加油干》欢快旋律下，营造了快乐劳动的氛围，让婴幼儿身临其境感受丰收农忙。 

6.2.2. 充分释放婴幼儿游戏的自主权 
0~3 岁婴幼儿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他们在户外游戏中特别需要教师或家长的支持和参与。但

这并不意味着成人就可以随时对孩子进行干预和指导，我们应该尽可能解放他们的手和脚以及大脑。当

然这需要确保婴幼儿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应该给与孩子游戏的自由空间，将游戏权利归还给他们。上述

案例中教师主要负责讲解游戏的规则，示范游戏的玩法和维持游戏的秩序，为孩子提供帮助，而对孩子

们的游戏过程并不直接进行干预或指导。 

6.3.3. 注重多种形式的游戏奖励 
婴幼儿对游戏奖励比较关注，对游戏结果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因此，为了更好激发每个孩子充分参

与到游戏中，要充分挖掘奖励办法，让孩子保持游戏的兴趣。上述案例中所有参与孩子均可获得星星贴，

但也区分了奖励贴数量，小组赢得比赛即可获得 2 颗，最后可以运用积累的星星兑换奖品(蔬菜美食)，了

解了蔬菜制作的美食，同时体验了劳动的艰辛，增强了下次游戏的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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