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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汇

优化幼儿园户外体育活动质量，促进幼儿身心的
全面发展，提高幼儿身体健康水平，培养幼儿坚强勇
敢品质，致力于研究真游戏。

一、案例——跳房子
前期准备：单、双脚跳的技能练习。
寻找游戏生发点：午后散步时，孩子们会以各

种游戏进行贯穿，有时玩儿“老狼老狼几点了”，有
时玩儿“木头人”，每次游戏结束，孩子们都意犹未
尽，在老师说结束后，总有几个孩子会迈着瓷砖走，
心中还有自己设计的游戏规则，于是很多小朋友也加
入了迈瓷砖的队伍。就这样，和孩子谈论起类似的游
戏，找到了传统游戏“跳房子”。

二、游戏过程
首先是让孩子梳理自己已有经验，都说一说自己

跳过的“房子”，比如跳过班级门口、长廊等地砖上
贴出的“房子”、户外的各种线等等，并想象一下，
自己喜欢跳什么样的房子，鼓励孩子在班级设计自己
喜欢的“房子”，通过绘画的形式进行记录和交流。

三、户外游戏开展
第一次尝试：户外绘制能跳的“房子”，尝试后

寻找“房子”存在的问题。然后谈论所遇到的问题，
并集思广益解决问题。

观察：第一次尝试户外绘制能跳的“房子”，孩
子们兴奋地领取粉笔，叽叽喳喳的到处跑，在寻找自
己满意的空地，生怕地面不够自己用。然后就各自开
始绘制自己的“房子”了。大家都低着头，致力于绘
制自己的房子，没有合作，更没有分工。

接着，我组织孩子们进行了第一次研讨，请大家
说说遇到的问题。有孩子说看不清线在哪，有孩子说
地上太乱分不清起点和终点，有孩子说格子太小跳不
开。      

看来问题真不少，于是我们又进行了讨论：怎么
办？

我们进行了反思，在讨论中大家知道了纸上和地
上所画的房子是不同的，纸上画的大小对于实际游戏
中还是太小了，同等大小的“房子”是不行的，需要同
等比例放大，地上画的房子每一格要足够放进一只脚。

孩子们给出了很多可行的办法。
浩原说：“把边线加粗，这样就清楚了。”
孜航说：“几个孩子一起画，把个人的房子连起

来，变成几个人的大房子。”
能能说：“要把格子画大一点，可以先用脚试一

试大小。”
第二次尝试开始了，他们很自觉地几人一组进行

合作，把边线画粗、描真，有的小组还在起点和终点
作出了标志。

第二次尝试：几人一组进行合作，把边线画粗、
描真，并标出起点和终点。继续讨论所遇到的问题，
并解决问题。

观察：问题又来了，孩子们的意见不统一，有的
喜欢直直的单格子“房子”，有的喜欢单双格交替出
现的“房子”，单格子“房子”画得好长，都延伸到
别的组了。

这一次我组织他们进行了原地观察，寻找问题原
因及解决的办法：

大家发现，“房子”总是撞到一起，是因为它们
的方位不一致，需要调整。也因为小组太多，房子也
很多，需要继续合并。

第三次尝试：请全班幼儿自由分三组各选一个
“房子”进行加固和设计，把交叉在一起的、不需要
的“房子”忽略。

观察：于是，孩子们又迅速分成了三大组，找到
了地面上最为清晰、完成度最高、方向完全不冲突的
三个房子，全力以赴进行收尾。 

第四次尝试：三组相互跳房子尝试自主排队。
观察：三个小组几乎同时完成，此时已经接近晚

餐时间，但是孩子们依然热情高涨，必须要跳一跳这
三个“房子”。

很自觉地排好队，很自觉地去下一个“房子”等
待，中间几乎不用老师整理队伍，也不用交代起点和
终点。

延伸游戏：跳呼啦圈“房子”
跳轮胎“房子”（大轮胎、小轮胎、叠在一起）
跳梯子“房子”（木质梯子、速度梯）
跳垫子“房子”（爬行垫）
跳瓷砖“房子”等等。
四、结语
在这些游戏中以幼儿兴趣为主，幼儿能够在其

中体验成功的喜悦，感受运动的乐趣，接受体能的挑
战，同时也培养了幼儿团结合作、坚强勇敢的意志品
质，给予足够的物质与精神支持，把游戏还给幼儿，
做最真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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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深入探
索研究幼儿园户外体育活动，以及其中包含的幼儿体能提高、技能技巧练习、教育活动实践、游戏课程开展、
游戏器械开发等多方面的相关理论和实施，幼儿园体育项目组在幼儿角度出发，以健康领域目标为基础融汇各
领域内容，吸收各方向资源，从室外体育游戏的组织开展纪实中寻找教育创新，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幼儿；游戏教学；策略

做最真的游戏
——户外体育活动纪实

文/周胜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