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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幼儿园室内自主游戏活动局限性探索研究

——以拉萨市 S 幼儿园为例

索朗曲宗　王梅　杨楠　禇雅兰

拉萨市城关区北京小学幼儿园　拉萨市城关区　850000

摘　要：本论文以拉萨市 S 幼儿园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拉萨市幼儿园室内自主游戏活动存在的局限性。通过实地观察、

教师问卷调查等方法，结合民族地区教育特色与幼儿发展规律，分析发现拉萨市幼儿园室内自主游戏存在空间布局不合理、

自主游戏时间不充足、游戏材料不足等问题。基于分析结果，从优化空间布局、丰富材料投放、提升教师指导能力、深化

文化融合等方面提出改进策略，旨在为提升拉萨市幼儿园室内自主游戏活动质量，促进幼儿全面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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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室内自主游戏作为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幼儿

的认知、情感、社会交往等能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受地域

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理念等因素影响，拉萨市幼儿园

室内自主游戏活动的开展与发达地区存在差距，其局限性亟

待深入研究与改善。国外对幼儿自主游戏的研究起步较早，

皮亚杰、维果茨基等学者的理论为自主游戏研究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国外学者聚焦于游戏与幼儿创造力、社会情感发展

的关系，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游戏的特点。国内研究方面，

学者们对幼儿自主游戏的价值、环境创设、教师指导等进行

了广泛探讨，但针对民族地区，尤其是拉萨市幼儿园室内自

主游戏活动局限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将填补这一空白。

二、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选取拉萨市 S 幼儿园作为研究对象，该幼儿园是拉萨

市具有代表性的公办幼儿园，涵盖大、中、小三个年龄段共

12 个班级，能较好地反映拉萨市幼儿园室内自主游戏活动

的普遍情况。

2.2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收集国内外关于幼儿自主游戏、民族地区

学前教育等相关文献，梳理理论成果，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实地观察法：在 S 幼儿园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观察，

记录幼儿在室内自主游戏中的行为表现、游戏内容、教师指

导方式等，获取第一手资料。

教师问卷调查法：对 S 幼儿园 24 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了

解教师对室内自主游戏的认知、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三、拉萨市 S 幼儿园室内自主游戏活动现存问题分析

3.1 游戏空间布局

通过实地观察与测量发现，S 幼儿园室内游戏空间呈现

显著的紧凑型特征，班级活动室需承载教学、用餐、游戏等

复合功能。从空间规划来看，区域划分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

动态区域与静态区域采用相邻布局，木质积木搭建时产生的

碰撞声、幼儿兴奋的讨论声，与阅读区所需的安静氛围形成

强烈冲突，经统计，在阅读区活动的幼儿因噪音干扰导致专

注力中断的频率高达 42%。此外，空间利用率问题突出，墙角、

窗边等区域多被闲置，仅作为杂物临时堆放处，未能结合幼

儿身高特点设计分层置物架或趣味互动墙面，造成宝贵空间

资源的浪费。

3.2 自主游戏时间严重不足 

从幼儿一日活动时间分配来看，自主游戏时间被严重压

缩，通过连续两周的跟班观察发现，小班日均自主游戏时间

仅 55 分钟，中班约 70 分钟，大班因面临幼小衔接压力缩减

至 40 分钟，且存在频繁被集体教学、生活环节打断的现象（如

游戏进行到 20 分钟时被通知洗手用餐）。教师层面存在明

显的“时间控制焦虑”，常以“收拾玩具啦”“该听故事了”

等指令提前终止幼儿游戏。在建构区观察到，幼儿刚完成藏

式民居模型的主体搭建，教师便要求整理材料，教学环节被

迫中断。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分配使得幼儿难以进入深度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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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据游戏过程记录表显示，63% 的幼儿游戏主题在 10 

分钟内发生转换，仅 12% 能持续探索 30 分钟以上。

3.3 游戏材料投放

当前游戏材料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其一，种类单一

化明显，积木、拼图、彩笔等常规材料占比超过 70%，而

藏式传统游戏道具（如骨牌、藏棋）、民族手工艺材料（氆

氇布料绘制工具）严重缺失；其二，数量供给不足，以中班

建构区为例，28 名幼儿共用 2 套基础积木组件，导致高峰

期争抢材料现象频发；其三，更新机制僵化，超过 60% 的

材料使用年限超过 3 年，部分拼图出现缺角、积木表面褪色

开裂等问题，根据幼儿游戏行为观察记录，陈旧材料的使用

频率仅为新材料的 1/3，难以维持幼儿持续探索的兴趣。

3.4 教师指导情况

教师指导行为呈现显著的两极分化特征：在大班科学探

索区的跟踪观察中，发现部分教师平均每 15 分钟介入一次游

戏，通过直接示范操作步骤、否定幼儿创意方案等方式过度

干预，导致幼儿游戏行为的自主性降低 47%；而在小班角色

游戏区，教师平均介入间隔长达 45 分钟，期间对幼儿因材料

不足引发的争执、游戏情节停滞等问题未能及时介入。进一

步访谈显示，35% 的教师认为“自主游戏无需指导”，28%

的教师表示缺乏有效指导策略，暴露出专业培训体系的缺位。

四、拉萨市幼儿园室内自主游戏活动局限性分析

4.1 空间布局局限性的成因

受地域经济条件和传统建筑设计理念的双重制约，拉

萨市幼儿园在建筑规划阶段普遍未能充分考量室内自主游

戏活动的特殊需求，导致空间布局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如

活动区域划分模糊、通道狭窄、功能分区混乱等问题，严重

影响幼儿游戏的流畅性与安全性。与此同时，受限于有限的

教育资源，幼儿园难以投入大量资金对现有空间进行系统性

改造，使得空间优化升级困难重重。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

部分教师和管理者对室内自主游戏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尚未充分意识到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对游戏开展的关键支

撑作用。这种教育理念的滞后，导致其缺乏对游戏空间进行

科学规划的意识与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现有空间布局不合理

对室内自主游戏活动的限制，使得幼儿园室内空间未能有效

转化为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教育资源。

4.2 材料投放局限性的成因

拉萨市幼儿园室内自主游戏活动的材料投放存在局限

性，其成因主要体现在采购渠道、资金状况与教师开发能力

三方面。首先，受地理位置影响，拉萨地处偏远，游戏材料

采购渠道有限，物流成本增加致使材料价格相对较高，而幼

儿园资金预算紧张，难以购置种类丰富、数量充足的游戏材

料，直接导致材料投放呈现单一化、短缺化特征。其次，教

师在游戏材料开发与利用层面存在显著不足，部分教师尚未

掌握从本土资源中挖掘创作素材的方法，缺乏将藏文化元素

融入游戏材料的设计能力，致使投放的材料既缺乏创新性，

也难以展现民族特色。这不仅限制了幼儿接触多元游戏资源

的机会，也使得室内自主游戏活动难以充分发挥文化传承与

创新思维培养的功能，削弱了游戏对幼儿认知发展和审美能

力提升的促进作用。

4.3 幼儿规则意识薄弱的成因

3-6 岁幼儿大脑前额叶皮层尚未发育成熟，抑制冲动、

维持注意力的神经机制仍在建构中，导致其规则理解与执行

能力存在天然局限。观察发现，小班幼儿在 “轮流玩陀螺

" 游戏中，78% 的幼儿会在等待时擅自抢夺玩具，这并非故

意违反规则，而是因大脑前额叶对行为的调控能力不足，难

以抵御即时诱惑。此外，幼儿的具象思维特征使其对抽象规

则（如 " 保持区域安静 "）的理解停留在表面，某园角色区中，

幼儿虽能复述 " 轻声说话 " 的规则，却在模仿藏式歌舞时自

然提高音量，反映出规则认知与行为转化的脱节。家庭养

育方式的两极化导致规则意识培养出现断层：一方面，62% 

的隔代教养家庭存在 " 过度保护 " 现象，如祖辈在幼儿争抢

积木时直接代为处理，剥夺了幼儿在冲突中自主理解 " 公平

分配 " 规则的机会；另一方面，35% 的双职工家庭存在 " 规

则空心化 " 问题，父母因陪伴时间不足，常以电子设备作为

替代安抚工具，使幼儿习惯无约束的碎片化娱乐模式，难以

适应幼儿园结构化的规则环境。

五、优化拉萨市幼儿园室内自主游戏活动的策略

5.1 优化游戏空间布局

幼儿园室内空间的合理规划是提升自主游戏质量的基

础。针对当前空间使用的局限性，可从科学规划区域与提高

空间利用率两方面进行优化。在区域规划上，需依据幼儿年

龄特点与游戏行为规律，对室内活动区域进行系统性调整。

例如，将建构区、益智区这类幼儿活动量较大、互动频繁的

区域，与阅读区、美工区等需要安静专注氛围的区域分隔设

置，减少不同游戏类型间的干扰，为幼儿营造适宜的游戏环



教育探讨 7卷 7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114

境。同时，通过观察幼儿游戏偏好与行为动线，合理调整区

域大小与位置，确保各区域动线流畅、便于幼儿自主选择。

在空间利用层面，需充分挖掘室内闲置资源。活动室的角

落、墙面等非常规空间可通过增设储物柜、悬挂式置物架等

方式，转化为材料存储与作品展示的有效区域。一方面，规

范化的储物设施能帮助幼儿养成分类整理的良好习惯，同时

为教师投放多样化游戏材料提供空间；另一方面，幼儿作品

的动态展示既丰富了环境创设，也能增强幼儿的参与感与

成就感。此外，引入可移动隔断、地垫等灵活分隔工具，

可根据不同游戏主题与参与人数，快速调整空间布局。例

如，当开展角色扮演类游戏时，可通过移动隔断划分不同

“场景”；进行小组合作游戏时，则可移除隔断，形成开

放共享空间，使室内环境真正成为支持幼儿自主探索与创造

的“第三位教师”。

5.2 重构一日活动时间架构

实施“弹性时段 + 保护机制”，参照《3-6 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要求，确保幼儿每日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 2 小

时，在保证户外活动的前提下，科学安排室内外自主游戏时

间，确保其连续性和深度，期间禁止插入集体教学、集中点

名等干扰性环节。将每日上午 ( 如 9:00 - 11:00) 和下午 ( 如 

15:00 - 17:00) 设定为核心户外活动与游戏时段。在这两个时

段内，必须包含总计不少于 2 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 ( 可分散

在上午和下午时段内，但需保证每次户外活动的连续性和质

量，避免碎片化 )。这是不可侵占的底线。在每个核心时段内，

固定保障至少 45-60 分钟的连续、不受干扰的自主游戏时间 

( 此时间可包含在户外活动时间内，也可包含室内自主游戏 )，

此外，将必要的生活环节（如餐前准备、整理、起床等）巧

妙转化为蕴含学习与发展价值的游戏化情境，增加活动的趣

味性和幼儿的主动性，同时提升效率。例如，在餐前 15-20

分钟，幼儿可自主选择参与模拟或真实的食材分类、餐具点

数与摆放、餐桌布置等任务，融入数学认知、社会角色扮演。

5.3 丰富游戏材料投放

游戏材料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保障幼儿自主游戏质量

的关键。为优化拉萨市 S 幼儿园室内自主游戏材料投放，可

从拓展采购渠道与开发本土特色材料两方面着手。在采购渠

道上，幼儿园应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机制，通过批量采购

降低成本，拓宽货源种类；同时借助家长委员会力量，鼓励

家长收集日常生活中低结构材料，既充实资源储备，又促进

家园共育。在材料开发方面，教师团队需深度挖掘拉萨本土

文化资源，利用青稞饼模型等具有地域特色的素材，制作富

有藏族文化内涵的游戏材料；收集藏毯等传统手工艺品实物

或图片，融入游戏环境创设。此外，还可开展废旧物品改造

活动，引导幼儿将纸盒、塑料瓶等废弃物变废为宝，既培养

幼儿的环保意识与动手能力，又让游戏材料更具个性化与创

意性。通过多渠道整合资源，既能满足幼儿多样化的游戏需

求，也能让藏族传统文化在游戏活动中得以传承与发扬。

5.4 提升教师指导能力

提升教师指导能力是优化幼儿园室内自主游戏的关键

环节，需从专业素养提升与工作环境优化两方面协同发力。

教育部门与幼儿园应建立常态化专业培训机制，定期邀请幼

儿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开展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专题培训，重点

围绕游戏观察方法、差异化指导策略及师幼互动技巧等核心

内容，推动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掌握科学指导方法。此外，

引入《幼儿游戏行为编码表》，将观察维度细分为规则遵守

度（如是否主动归还骰子）、文化互动深度（能否协商游戏

角色）、问题解决路径（如何调整失衡的碉楼结构）三个核

心指标，配套开发手机端记录 APP，教师可通过拍照、录音

实时标注典型行为（如记录小班幼儿在 " 酥油茶分享 " 游戏

中三次违反双手递送规则的具体场景）。

六、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拉萨市 S 幼儿园室内自主游戏活动存在

空间布局不合理、材料投放单一、文化融合不足等局限性。

这些局限性的形成与地域环境、经济条件、教育理念、师资

水平等多种因素相关。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优化空间布局、

重构一日活动时间架构、丰富材料投放、提升教师指导能力

等策略。希望本研究能为拉萨市幼儿园改进室内自主游戏活

动提供参考，推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未来，还

需进一步加强对拉萨市幼儿园室内自主游戏活动的研究，不

断探索适合民族地区幼儿发展的教育模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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