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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土资源游戏是根据幼儿园的地理位置和生活环

境，充分挖掘、利用和发挥农村特有的乡土资源优势，努力为幼

儿园游戏活动提供和收集各种乡土气息的材料，让教师能够了

解幼儿的内心世界，在组织幼儿进行游戏活动的同时，用心感

悟他们的喜好，促进幼儿创造性、主动性、独立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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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幼儿园游戏活动中，教师充分调动家长、幼儿及社

会的力量，运用乡土资源的优势，投放大量乡土资源素材，利

用这些乡土资源材料来开展活动。经过努力实践，逐渐形成了

特色鲜明的幼儿园游戏活动。
一、活动区创设的依据

（一）结合本园园本课程创设

幼儿园根据实际提出了 “利用乡土自然资源开展幼儿教

育活动的实践研究”课题，并在幼儿园二层活动长廊创设供幼

儿游戏的区域环境。 快乐小厨、小小航空、爱心医院、地方草

编、马家窑文化陶罐、地方花馍馍等，让幼儿及家长提供地方

特色的游戏材料，教师收集整理，形成了供幼儿游戏活动的有

利素材。 编织区给幼儿提供麦秆，让幼儿充分发挥想象，编织

花篮、草鞋等，开发幼儿智力。
（二）围绕幼儿年龄特征创设

幼儿园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创设不同的游戏活动区。 小

班幼儿年龄小，刚从家庭走进幼儿园，为此在小班活动区创设

了娃娃家，让小班幼儿在游戏中学会充当爸爸、妈妈等角色，
以家庭生活和玩为主。 中班幼儿主要以角色游戏为主，例如：
爱心医院，让幼儿扮演主治大夫、司药、护士等角色来进行游

戏活动。
（三）结合本班主题开展创设

幼儿园根据地方乡土资源优势主题， 在每个班级确立不

同的特色游戏活动区域，在乡土特色主题游戏活动开展中，幼

儿园尽力满足幼儿的兴趣爱好。 首先给幼儿提供宽松自由的

环境, 丰富活动的内容，根据创设的活动主题，投放大量的活

动材料，合理安排活动区角，努力提升幼儿能力，注重幼儿个

性的发展。把任务分配给班级，班级教师可根据幼儿需要增设

与活动主题有关的区域，也可以对活动区进行及时调整，并随

时填充材料。如在“小吃街”区角投放教师自己制作的蛋糕、羊

肉串等，供幼儿快乐地游戏；在“浪漫花艺”区角投放收集来的

各种花瓶、树枝等，开展认知、分类等活动；在编织区通过家长

收集来的高粱秆和麦秆、 玉米叶子等材料， 发挥幼儿园想象

力，进行简单的编织活动；在美工区中提供蔬菜、果壳等，利用

采集来的蔬菜，让幼儿根据自己的想象进行拓印填画活动；在

益智区让幼儿利用各种颜色的玉米叶子进行卷花活动， 然后

找来花瓶进行插花艺术活动； 利用各种种子及粮食作物等组

织幼儿进行数学分类、比较多少和大小活动等，使幼儿获得丰

富的感性经验，促进主题游戏活动有效地开展。

二、活动区材料的收集

途径一：先动员幼儿收集家里的废旧材料，园内组织人员

进行筛选，然后布置在区域游戏活动的区角内，供幼儿随时活

动。如：夏天，幼儿园可以组织幼儿进行夏游，在夏游活动中要

求幼儿及 家 长 带 幼 儿 一 边 欣 赏 美 景 一 边 收 集 大 小 不 一 的 石

头。 秋天，组织家长及幼儿参加秋游活动，在家长和幼儿散步

的过程中，教师给幼儿讲解关于秋天的知识，并引导幼儿捡落

叶、收集果实、种子、树枝、野花、稻草等，并将其带回幼儿园进

行活动，也会使幼儿园游戏活动的区角更加丰富。

途径二：通过家长收集。如通过家长收集“跳房游戏”的沙

包，教师可以发动家长亲手缝制沙包，给幼儿园的区角带来各

种大小、花型、颜色、式样各异的沙包。

途径三：通过教师收集。 如教师利用空闲时间收集具有

地方特色的音乐，搭 配 适 合 的 游 戏，进 而 让 幼 儿 熟 悉 游 戏 乐

曲及玩法。 通过音乐游戏陶冶幼儿情操、使游戏活动更具艺

术和活力。

途径四：通过社会收集。把“民谣”引进大班区角游戏活动

中来， 发动社会力量， 把广泛流传并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民

谣、民间故事收集起来运用到活动区中，同时可以邀请民间剪

纸和手工艺师傅，将经典、传统的一些民间手工艺制作过程传

授给教师、家长及幼儿。如在端午节开展主题为“浓情端午”的

活动，邀请家长和幼儿一起包粽子，邀请泥工师傅引导幼儿尝

试做泥瓦匠，邀请磨具师教幼儿学习磨具制作等游戏。

三、活动区材料的投放

要根据幼儿年龄特点有的放矢地投放材料。 将对幼儿的

教育目标隐性地体现在投放材料之中， 显示区角游戏活动的

一大亮点。 比如在利用乡土自然资源课题研究中投放了定西

特产马铃薯， 带领幼儿走进定西美食馆观看马铃薯做成的美

食，教幼儿运用马铃薯来玩各种游戏。

拥有游戏的生活是灵动的、快乐的。根据幼儿园的地理位

置和生活环境，从实际出发, 充分挖掘、利用和发挥农村特有

的乡土资源优势，是一项促进幼儿创造性、主动性、独立性健

康发展的有意义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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