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述“四力”培养的实践路径，生动
展现了幼儿在自然游戏场中身体、认
知、社会性与创造力的蓬勃生长。然而，
要确保这些探索活动能够深入、持续且
富有成效地开展，并真正指向“四力”核
心素养的系统提升，离不开教师专业、
适时、系统的支持与引导。幼儿在自然
中的探索常常充满未知与挑战，他们的
兴趣点也瞬息万变。如何有效捕捉教育
契机，如何将幼儿零散的经验结构化，
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其深度
探究，如何引导合作与创想，都对教师
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我
们锚定“四力”发展目标，在实践中不断

探索并迭代形成了多元化的支持性支
架体系，旨在为幼儿的自然游戏与深度
学习提供坚实的支撑。

（一）认知支架：以问题链驱动思
维跃迁，贯通创想力与维生力

认知支架聚焦幼儿思维品质的提
升，通过阶梯式问题设计打通经验与
知识壁垒。四季活动中，教师可依据资
源特征设计“观察类——推理类——
行动类”三级问题链。此类设计打破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浅层认知，
促使幼儿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
融合科学探究与艺术表达，形成科学
思维雏形。

（二）行为支架：工具包与标准化
示范，夯实茁壮力与和和合力

行为支架通过可视化工具与规范
化操作，为幼儿身体发展与社会性成
长提供“脚手架”。工具包按季节动态
配置：春季提供昆虫观察盒、种子分类
盘，秋季升级为果实称重器、合作搬运
担架，既匹配自然资源特性，又暗含动
作技能梯度。教师示范则采用“分解动
作+安全提示”双轨制，以此将抽象的
能力目标转化为可操作、可复现的行
为模板。

（三）情感支架：情境化任务唤醒
内在动机，深化责任感与成就感

情感支架通过角色代入与任务挑
战，将自然资源转化为情感体验的载
体。设计遵循实境浸润-故事延展-心
灵共鸣，让幼儿在任务挑战中，从“被
动参与者”转变为“问题解决者”，既在
克服困难时获得自我效能感，又在团
队胜利中体验集体荣誉，最终实现责
任感与成就感的双重升华。

研究证实，四“力”共生的自然游
戏场创生模式对幼儿发展具有显著促
进作用。未来，本研究将聚焦自然游戏
场与STEAM教育深度融合，探索家
园共育协同机制，构建更具普适性的
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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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力”共生：
幼儿园自然游戏场的创生路径与实践效能

奉化区锦屏街道仁湖幼儿园 印碧云

【摘 要】自然活动空间匮乏，导致城市儿童的自然游戏开展困难重重。本研究中，我园依托仁湖公园93公

顷生态资源，基于宁波市奉化区仁湖幼儿园的实践，以“茁壮力、维生力、和合力、创想力”（简称“四力”）为目标

导向，通过园内外资源互补、课程活动设计及多元支架搭建，有效促进幼儿身体素质、生存技能、社会协作与创

新思维的全面发展，为构建自然教育特色课程体系、破解城市儿童自然游戏困境提供有效路径。

【关键词】自然游戏场；四力共生；幼儿园课程；行动研究；实践效能

一、双场共构，自然游戏场的资源互补
（一）园外资源重构，指向“四力”

形成专题资源分类
幼儿园里的自然教育是以花草

树木、虫鸟泥土等自然元素为内容，
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激发幼儿探索
兴趣，助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在城
市化加速、儿童教育质量受关注的当
下，自然教育成为幼儿园教育重要部
分。于是，我园以“小小森林人”中幼
儿园与仁湖公园的自然教育实践为
例，探讨自然游戏场的创生路径及其
实践效能。

往年项目活动中已形成多类自然
资源汇总表，但仅根据四季的变化做
分类和主体教学联动，不符合幼儿“四
力”共生的目标，因此针对“四力”——

茁壮力、维生力、和合力与创想力，进
行资源的分析与重构（如右图）。

（二）园内资源重整，赋予“角落”
功能辅助游戏开展

园内外无边的自然环境不断激发
着幼儿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园所利用
角落增设多元独特的学习空间以满足
幼儿的探索需求。厅、廊的6大主题
角、多元功能馆等，都是幼儿精心收集
的自然标本与生动有趣的自然展品，
同时还特别设置互动体验区，让幼儿
通过亲手触摸、操作等方式，深入了解
自然奥秘。

通过园内外自然资源的整合与优
化重构，幼儿园形成以“四力”为核心
素养的实践载体。

（一）茁壮力：自然浸润下的身体
强健与探索精神

“小小森林人”活动将课堂搬进森
林、湖泊、草地，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
运动空间，这不仅增强了幼儿体质，还
培养了勇气和自信心。此外，基于“自
然教育”理念以及“城市后花园”园本
课程实践中的现实需要，我们还生成
了系列班本化探索活动。

【案例1】
户外活动时，一声“哇，快来看，青

蛙！”瞬间吸引了幼儿，“它肯定是从地
上钻上来的”“它是从墙上跳下来的
吧，真厉害！没有死！”

……
随着午睡的到来，幼儿的讨论告

一段落。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次日幼儿提

议再寻青蛙。重返葡萄架时，却发现青
蛙消失不见，他们又自发在水池边、草
丛里搜寻。捕捉到这一兴趣点，生成班
本活动“你好！蛙”。

此次活动，以幼儿视角构建“主题
脉络”，幼儿通过观察、猜想、验证，在
活动推进中自主构建对青蛙的认知图
谱。教师以《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为指引，通过问题链（如“青蛙去哪
了？”）驱动探究，体现了“以儿童为中

心”的课程生成逻辑。
这样的项目探索活动，在一定程

度上是大多数孩子感兴趣的，且是在
他们亲身经历、动手操作下进行的，每
个幼儿都会在活动中扮演一个角色。
活动推进中，教师不必成为自然学家，
因为幼儿自有“茁壮力”。

（二）维生力：生存技能习得与问
题解决能力培养

自然游戏场中，幼儿通过观察、聆
听等感官体验，逐渐学会识别植物、天
气等自然现象，掌握基本生存技能。例
如，制作简易的避难所、获取干净水源
等，这些活动不仅增强幼儿的自我保
护意识，还提高他们在大自然里的适
应能力。

【案例2】：
大自然里，寻找可靠水源是生存

关键。户外中，幼儿发出疑问：“没有干
净的水怎么办？”基于此，课程围绕“水
源净化”展开。

幼儿尝试将布悬挂于灌木丛收集
露水；在低洼处挖坑，观察地下水渗
出。面对水质净化难题，他们用沙子、
石头等进行沉淀，水虽变清但未达饮
水标准。通过学习，幼儿了解过滤知
识，制作简易过滤器。又因效果不佳，
网购活性炭与纱布优化实验，终于在

多次探究后，掌握污水过滤方法。
后期，在给小鱼换水时，幼儿联想

到过滤经验，提出“能否用过滤减少换
水浪费”，将户外经验迁至园内，开启
鱼缸水循环净化新探索。

面对水质净化的挑战，幼儿尝试
不同材料与方法，每一次失败后的改
进，都促使他们主动分析问题、提出假
设、验证方案，逐步构建起系统的问题
解决思维。在将户外获取的过滤经验
迁移到园内新问题中，又展现了知识
的迁移应用能力。

这些生存技能学习的经历会一直
储存在幼儿的大脑中，尝试、学习和运
用新技能的经历也会一直铭记在他们
心中。

（三）和合力：社会性发展与合作
能力生成

自然环境中，儿童拥有了更多技能
和与他人合作的机会。在活动中，幼儿
相互合作、共同完成任务、解决问题，这
对于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尤其重要。

【案例3】：
户外寻冬时，幼儿问：“大树会冷

吗？”“我见过冬天大树穿着衣服。”“那
我们也给大树穿上衣服吧！”

在围绕这一共同目标行动时，幼
儿间自然形成合作关系：寻找材料时，

他们沟通分工，有的负责寻找麻绳、有
的收集干草……这种分工协作，锻炼了
幼儿的任务分配与协商能力；设计“衣
服”环节，彼此交流想法，“这个布条当
围巾”“干草绑在树干更暖和”，通过观
点碰撞与互相补充，一起完善方案。

在活动中，幼儿是一个学习共同
体，有自己的推测及想法。教师的角色
就是接纳他们的想法，并创造验证想
法的机会,给他们的社会互动提供充
足机会。

（四）创想力：开放场域中的创新
思维激发

自然环境为幼儿提供了无限的想
象空间及创新机会，他们爬树、挖沙、
捡石头，几乎所有的材料、学具都是就
地取材。作为教师，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就是支持幼儿的想法与兴趣，保持和
他们一样的热情，通过不断地观察和
理解幼儿的行为、动作、好奇心，让自
然课程充满创想力。

通过一学年实践，幼儿体能测试
达标率从75%提升至90%；独立完成
野外简易取水任务的成功率从30%提
升至65%；合作类活动参与度达95%，
幼儿在团队任务中的有效沟通频次增
加40%。由此可见，四“力”共生模式全
方位促进了幼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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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游戏场中“四力”培养的实践路径

三、锚定目标，多元支架的循环迭代

资源类别

植物类

动物类

水土沙石类

气候现象类

废旧自然物

茁壮力
(身体发展)

攀爬树木、搬运

果实(力量)

动物模仿动物

(跑跳爬)

挖沙渠、搬运石

块(协调性)

风雨中行走(抗

逆训练)

树枝搭建体能

障碍赛道

维生力
(生活实践)

种植蔬菜、观察

生长周期

运动喂养小动

物、清理栖息地

过滤水质、搭建

简易净水装置

制作晴雨表、收

纳防潮物品

分类回收落叶

作堆肥原料

和合力
(社会交往)

合作采摘、分享

劳动成果

分组观察记录、

讨论习性差异

合作筑坝、沙池

城堡分工建造

协商雨天室内

活动方案

小组合作改造

废旧材料

创想力
(思维创造)

树叶拼贴、自然

染料实验

创作动物故事、

设 计“ 动 物 家

园”

设计微型地形、

沙画艺术

用光影/水雾创

作科学艺术装

置

创意手工(松果

机器人等）

四季联动

春种秋收，冬藏

夏长

春季孵化，秋季

类迁徙观察

雨季水土实验，

旱季沙雕

夏雨冬雪，春秋

风力观察

四季循环利用，

环保主题嵌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