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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向前
——舒城县城关纬二路幼儿园游戏案例展示 
□黄  娟
幼儿园的户外活动场地上有着丰富多样的游戏材料：PVC滚筒、铁桶、轮胎、木质攀爬架
等，一直备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各种有趣的游戏场景不断地在这上演，当熟悉简单的游戏变
得枯燥了，幼儿们便开始寻找新的游戏玩法，一场在户外场地上的游戏活动就这样开始啦！
 第一次游戏：搭建铁桶小车
户外游戏开始啦！大家在户外场地上玩着滚筒，纷纷坐在滚筒上骑来骑去，这时会发生什么
有趣的事情呢？
侯益独自坐在滚筒上，这时夏歌和李宁静搬来了一根木板，并对侯益说：“我们一起玩开小
车行吗？”
侯益说了声“行”但离开了，发现李宁静一个人扶着木板不太平衡，于是夏歌请旁边的汪晓
颖来帮忙。他们将木板搭在两个滚筒上，随后夏歌坐在木板上，另外两个小朋友一前一后扶
着木板，他们想让滚筒成为“小车”。“小车”开始滚动，木板快要落地时，夏歌对着在前
面扶着的汪晓颖说：“你走慢一点呀，你看后面的人都跟不上了。”于是她们开始了第二次
尝试，汪晓颖这次站在了铁桶的旁边，可是木板还是会随着滚筒的滚动掉落在地上。
夏歌大声地说了声：“哎呀！不行！”这时，尹子沐推着一个铁桶过来了，说：“那我来帮
你们加一个吧！”于是又增加了一个铁桶。他们一起把两个铁桶对齐放好，接着把木板放在
两个铁桶上开始尝试，夏歌对着汪晓颖说：“还跟刚才一样，你扶着。”夏歌和尹子沐坐在
木板上，另外两位小朋友扶着。在游戏过程中，他们发现增加一个桶会让“小车”走得稍远
些，但是木板还是会滑落下去。
通过刚才两次的尝试，夏歌说：“这个木板太长了，要不再加一个桶吧。”在一旁玩铁桶的
唐一可听到后推着红色铁桶来了，由于铁桶很重，他寻求朋友的帮助。将三个铁桶对齐放好
后，夏歌将木板重新放上去。这次仍然是两个小朋友坐在上面，李宁静在一侧扶着，尹子沐
在后面扶着，木板仍然随铁桶滑落下去。
教师思考：在搭建小车的探索过程中，四位小朋友发现铁桶与木板之间难以保持平衡，猜测
是由于铁桶过少的原因，于是动脑动手寻找答案，他们逐步地增加铁桶的数量，积极探索，
进行验证，说明几位小朋友已经具备初步探究的能力，也有了主动学习的能力。在搭建小车
的过程中，四位小朋友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是也发现了小车不能驾驶的原因。因此，在幼
儿游戏过程中，教师不要过分干预，要相信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次游戏：“驾驶员”来报到
夏歌正在叫着“这个不行”，在一旁看了很久的吴凯译说：“这个不行，你们可以选个人开
车呀！”夏歌：“那我们要一个白色滚筒。”刚好吴俊伯在PVC滚筒里滚过来，尹子沐看到
后就让他把PVC滚筒给他们。夏歌说：“让吴俊伯当驾驶员。”吴俊伯加入游戏。他们将PVC
滚筒放在三个铁桶的前面，让吴俊伯在滚筒里滚动从而带动后面的滚筒滚动。其他小朋友还
没准备好，吴俊伯就在滚动，夏歌说：“你慢点行吗？还没开始呢！”将木板放在滚筒上，
这次有三个小朋友坐在木板上，两个小朋友在旁边扶着，吴俊伯在PVC滚筒里当“驾驶员”
。虽然最后也是滑落在地上，但是他们发现这次“小车”前进的距离长了，并且“小车”更
稳固了。
“要不我们再来个驾驶员放后面。”夏歌说。汪晓颖她们又推来一个PVC滚筒，她们将PVC滚
筒放在铁桶的另一边，就变成了一前一后有两个PVC滚筒，中间有三个铁桶。和之前一样，
她们把木板放在上面开始尝试，这次有四个小朋友坐在木板上，两个小朋友在PVC滚筒里当
“驾驶员”。木板掉落，“怎么还是不行呀！”
教师思考：搭建小车仍旧面临容易滑落的问题，幼儿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认为小车需要驾驶
员驾驶，加上日常活动的经验，他们选择了用PVC滚筒做驾驶舱，从增加一个PVC滚筒变成了
一前一后有两个PVC滚筒，中间有三个铁桶。但其实这种改良方法治标不治本，并没有从根
本上解决木板掉落的问题，当他们再次尝试驾驶小车时，木板掉落以及滚筒脱节的问题再度
显现，这也推动着小朋友继续去思考小车不能发动的原因。
第三次游戏：齐心协力开小车
随后游戏继续，但是还是会出现滚筒脱节的情况，木板也会不受控制掉落在地，他们还是不
能很好地驾驶“小车”。他们尝试了几次，发现滚筒与滚筒之间会脱节，吴俊伯发现了这个
问题，“要把桶连接起来！”他叫喊着。尹子沐：“那让几个小朋友来帮帮我们呀，跟之前
一样扶着桶。”说完他们喊旁边的朋友来帮忙，三个小男生听到后跑过来了，问尹子沐要帮
什么忙，尹子沐说：“帮我们把桶扶着。”尹子沐开始调整人员位置，让每个小朋友各扶两
个桶。
于是，小朋友们分别站在两侧，每人手扶着两个铁桶，三个小朋友坐在木板上，两位“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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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PVC滚筒里滚动，尹子沐扶着最前面的木板。“开始发动汽车。”听到尹子沐的指令
后，小车终于向前行驶。在行驶过程中，小车还是出现脱节现象。在发现有小朋友忘记扶两
个桶后，“你们一个人扶两个桶，扶一个怎么行！”尹子沐再次提醒每人要扶两个桶，与前
几次不同，这次一前一后都有人扶。当他们发现铁桶上面的木板快要掉落时，在前面的尹子
沐就会发出往后开的指令，“换一个方向”。后面的小朋友也是如此。
“像坐过山车一样！”吴俊伯开心地说着。忙活了这么长时间，终于成功地体验了开小车的
快感。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尹子沐对小车驾驶有了新的想法：他认为每位小朋友要扶着
两个桶，使桶与桶之间连接起来。这是生活经验积累后在游戏中的体现，也是他根据在游戏
中的需求生成的新想法。
游戏结束后，教师和幼儿们进行了探讨交流，尹子沐高兴地说：“老师你看，我们想办法终
于将小车开起来啦！”夏歌说：“我想把小车画出来。”教师也鼓励着幼儿们：“你们太棒
啦，不怕困难，积极合作解决问题，老师为你们感到骄傲。”并鼓励着他们一起把今天发生
的有趣的事情画下来。他们用画画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内容是幼儿们的游戏 “表征”，透过
幼儿的表征，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他们在游戏中的快乐以及成功驾驶小车的自豪，幼儿的综合
能力飞速发展。

幼儿绘画记录
幼儿在游戏中

我是小小跨栏手
——当涂县光明街幼儿园跨栏游戏案例展示
□杨大青  王晶晶
跨栏作为户外游戏常见的材料，不仅深受幼儿们的喜爱，而且可以增强幼儿的下肢跳跃力量
和身体协调能力。在中班户外游戏时，大部分幼儿们能连续双脚跨跳过高度为15~20厘米左
右的障碍，并探索适合自己的跨跳高度和距离，体验挑战自我带来的快乐。幼儿园教师应多
鼓励幼儿用跨栏进行活动，以观察者、支持者、引导者的角色记录幼儿的游戏过程。
游戏实录：
第一次随机观察，户外活动时间小乐满怀热情地用跨栏排好了长队，直至所有的跨栏全部用
完他便开始了跳跃。只见他边跳边弯腰用双手不断调整两个跨栏之间的距离（向前推动），
跳一次调整一次，以便更好地跳进中间的缝隙，跳了6个跨栏后他速度变慢，弯腰调整时喘
着气，随即看到别的小朋友在跨栏来回走动不停碰倒搞乱他调整好的跨栏，便气得来回跺脚
大声吼道：“你们别搞了，我才搭好的，你们不许跳了。”接着一直来回整理跨栏直至摆好
后再继续跳，跳完后给了我一个得意的笑。
第二次有目的的观察（小乐对于跨栏间的距离把握），小乐明显从容了不少，先把跨栏排
好，排好后与同伴协商好场地后，（长队被其他同伴的安吉箱挡住了去路，商量无果后选择
妥协向另一边加跨栏）继续跳跃游戏，这一次两跨栏间的距离明显大一些，他用跨栏向前向
后推的方式来回调整跨栏间的距离，一直坚持跳完，还邀请同伴一起跳。
教师思考：
小乐两次遵循自己发明的游戏顺序（先排队摆好后跳跃），他其实在执行自己的运动计划，
在看似重复的游戏中寻找积极的情绪体验。
幼儿在摆两跨栏时没有考虑到过近的距离不易跳，所以跳跃时不停弯腰用双手调整两跨栏的
距离。而在第一次过程中其他小朋友不停扰乱其游戏的连续性让其很困扰，所以情绪崩溃才
大声斥责。第二次幼儿游戏时了解了跳得累的原因，但对于距离的把握还是要用身体不停地
感觉建构自己的经验。
他不停调整的举动告诉我们，幼儿非常了解自己的能力与极限，不停跳跃跨栏这个高度其实
很累，但他坚持从头到尾跳跃让我看到了他的跳跃能力，也让我意识到教师介入儿童的活动
前，应该要花时间观察幼儿的技能和能力。
支持策略：
教师应给予幼儿充足的时间去用身体探索跨栏的高度与距离，鼓励幼儿积极尝试，支持幼儿
进一步验证再思考，鼓励同伴之间互相帮助，提升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在游戏分享环
节我让小乐分享自己游戏中遇到的问题，把问题抛给他，他反思自己总是调整跳得太累了。
教师继续追问为什么老是调整？进而幼儿明白两跨栏的距离的问题导致调整次数太多。
当幼儿迁移已有经验，运用不同的技巧扩大跨栏距离时教师给予肯定，当幼儿在游戏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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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如何提前调整好跨栏间的距离，减少跳跃的弯腰次数？可以提供直尺等参照物来帮
助幼儿制订下一步的游戏计划。

游戏中的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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