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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良好的社会性是帮助幼儿建立积极人际关系的基本前提,是提升幼儿沟通能力、促进幼儿自主

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户外混龄游戏突破了年龄和空间的限制,为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创造了真实、丰富

且积极的交往环境。因此,幼儿园应该贴近幼儿的生活,基于幼儿社会性发展设置合理的混龄游戏目标,

为幼儿创设适宜的游戏情境体验,设置多维度、多层次及开放性的游戏活动,引导幼儿自主评价,提升游

戏经验,从而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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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od sociality is the basic premise of helping children establish posi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children's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promote children's independent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utdoor mixed-age play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age and space, and 

creates a real, rich and positiv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kindergartens should be close to children's lives, set reasonable mixed-age game goals based on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create appropriate game situations for children, set up multi-dimensional, multi-level and open 

game activities, guide children's independent evaluation, improve game experience, and promote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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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一生中不断经历社会性的成长和演变,这一过程对于

他们的生存能力、个人成长都至关重要。广义的社会性是指人

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属性的总和,它帮助个人适

应所处的社会背景和人际互动。[1]幼儿社会性的发展与培育应

自个体出生起就逐渐开始,但由于经济因素、现代社会观念和价

值观的变化,导致家庭结构趋向于核心家庭,幼儿的社会性成长

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幼儿可能较少有机会和动力参与到与

同龄人的实际交往中,这导致他们在社会互动方面的频率有所

降低。[2] 

学前阶段是个体的信念体系和价值观念正在形成的时期,

同时积极的心理状态和情感素质也在这一阶段得到培养。因此,

为学龄前儿童营造一个实际的社会互动环境,对他们的社会特

性成长极为关键。[3]在户外的跨年龄段游戏中,幼儿有机会自由

选择玩伴,结识不同年龄段的其他孩子。这种跨年龄的互动为幼

儿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社交场景,通过游戏活动来满足儿童学习

的需求。[4] 

1 户外混龄游戏与幼儿社会性发展 

1.1户外混龄游戏 

混龄,顾名思义,即将年龄不同的人掺杂在一起。游戏的类

型繁多,本文所指的游戏特指在幼儿园日常活动中进行的,它是

孩子们自发选择加入,并遵循一定规则进行的活动。而户外混龄

游戏是指在幼儿园教育环境中,打破传统的同龄班级游戏模式,

利用户外环境游戏分区的特征,组织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自主

选择游戏伙伴、游戏材料等,开展愉悦性、自主性和发展性游戏

的过程。通过幼儿园户外混龄游戏,幼儿积极参与身体运动、社

交互动和综合性学习,促进其全面发展和成长。 

1.2幼儿社会性发展 

社会性发展是心理学专业术语,其英文对应词汇为“social 

development”。社会性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在社会环境中与

他人互动、建立关系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和倾向。陈会昌

认为广义的社会性指个体在与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所有

社会特征。[5]本研究中所提的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是指,在混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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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情境中,幼儿通过与其他年龄段的孩子互动和合作,逐步发

展和提升儿童的社交技能、生活习惯、情感认知和人际关系能

力的过程。 

1.3户外混龄游戏与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关系 

3—6岁的幼儿处于社会意识萌芽阶段。幼儿园户外混龄游

戏作为一种新型游戏模式,打破传统的编班游戏形式,鼓励幼儿

跨年龄段合作和互动,在共享资源、分工合作中意识到团队合作

的重要性,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维果斯基认为,人的发展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儿童的发展并

不是仅由他们目前的能力水平决定的,而是在他人的指导下,在

近发展区内完成更高层次的任务。目前,一些幼儿园正在实践

和检验基于 近发展区理念的混龄教学法。这种教育方式对于

提升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起到了正面的推动效果。通过开展跨

年龄段的游戏活动,使得不同成长阶段的儿童得以在共同的环

境中学习、玩耍和生活,使处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在共同的活动

中相互交流和借鉴,从而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2 户外混龄游戏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价值 

2.1丰富幼儿社会交往的异质性 

在学习活动中,幼儿多数时间是与相同年龄段的孩子一起

学习的。尽管他们会与小伙伴们进行相互交流,但在幼儿园环境

中,这种交流的相似性较高,交流方式也较为有限。在户外的跨

年龄游戏中,孩子们会展现出多样化的互动行为,这些行为受到

他们各自的经验、性格、社交特点和交往意图的影响,从而创造

了一个更为丰富的社交场景。这种环境为不同年龄层的孩子提

供了新的交流和互动机会。因此,教育工作者应当策划这类跨年

龄的户外活动,并创造多元化的互动空间,帮助幼儿与来自不同

年龄和背景的伙伴建立联系,并教会他们如何与他人友好相处。 

2.2培养幼儿社交技能和沟通能力 

幼儿在社会性成长过程中,学习并掌握恰当的社交技巧和

交往方法是其发展的重要标志。教育者应在户外的跨年龄段游

戏中主动安排合作性的集体活动,以帮助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在

相互交流中逐步学习社交技巧。通常,幼儿需要通过持续且多样

化的社交体验来不断练习和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另外,户外跨

年龄段的游戏适应了幼儿的学习特性,有助于幼儿更深入地理

解和吸收社会规范,同时促进儿童社会情感的培养和沟通能力

的发展。户外混龄游戏的开展是基于幼儿自主协商和自主决策

的,当幼儿与玩伴共同讨论并确定游戏的目的和规则时,这不仅

能够带来情感上的愉悦,还能帮助他们建立起对社会互动的正

面认识,并有效地适应各种社交场合。 

2.3促进幼儿形成积极的个性品质 

通过户外混龄游戏,幼儿在面临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这有助

于塑造他们积极向上的性格特征。例如,在进行体育活动和操作

游戏器材时,儿童需要持续地超越自己的能力限制。面对越复

杂、越有难度的游戏,他们的坚持尤为重要。当他们成功克服挑

战后,所获得的成就感将进一步巩固他们的自信心,并提升他们

的坚持力。部分户外游戏中幼儿还需遵守游戏规则,从而进一步

发展坚毅、共情、克服自我中心等社会性品质,[6]这是体育游戏

之于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贡献。如在迷宫游戏中寻找隐藏宝

藏,高年龄幼儿要带领全队安全返回起点,此游戏中高年龄儿童

通过为低年龄儿童提供帮助和指导、照顾低年龄儿童的安全等

方式,培养幼儿的责任感和自信心,形成积极的个性品质。 

2.4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户外的跨年龄段游戏经常激发年长儿童主动地给予年幼儿

童帮助和关怀。特别是当年长的儿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

成为年幼儿童模仿的对象时,他们更愿意成为好的榜样。反过

来,年幼的儿童也会主动向年长的儿童学习,把他们当作学习

的典范。这种混龄游戏提供了丰富的社交体验,让儿童有机会

与不同年龄段的伙伴互动,自然地交流各自的成长经历和观

点。在这种互动中,儿童可以分享玩具、一起玩耍,逐步学习到

关心他人的感受和需求的重要性,培养起对他人的关心和责任

感。具体体现在： 

2.4.1分享行为。游戏中幼儿需要与其他年龄段的孩子共享

玩具、道具等资源,例如大班彤彤和小班雨果活动后主动将手工

作品送给雨果作为礼物,有助于培养他们学会分享的意识。 

2.4.2合作行为。户外混龄游戏往往需要孩子们共同完成一

个任务或达成一个目标。积木城堡游戏中,大一些的孩子可以教

他们如何将积木稳固地堆叠在一起；小一些的孩子则可以学习

他们的技巧。在这个过程中,幼儿需要学会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2.4.3助人行为。在户外混龄游戏中,幼儿可能会遇到一些

困难和挑战,如摔倒、受伤等。这时,其他年龄段的孩子会主动

关心和帮助他们,给予安慰和支持,这有助于培养幼儿关爱他人

的意识。 

3 户外混龄游戏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策略 

3.1基于幼儿社会性发展目标设置合理的户外混龄游戏

任务 

策划和执行幼儿户外跨年龄段游戏的首要步骤是确定活动

旨在实现的社会性成长目标,同时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阶段和

学习兴趣来设计合适的游戏任务和环境。 

3.1.1基于幼儿生活经验设置混龄游戏任务。鉴于幼儿的认

识能力受限于他们自身的经验和对这些经验的进一步理解,游

戏任务的设计应挑选那些幼儿熟悉、感兴趣,并与他们日常生活

经验紧密相连的主题。例如,在进行“模拟家庭购物”的角色游

戏时,可以借鉴幼儿在超市购物的实际体验。不同年龄阶段的幼

儿要合作制作购物清单,在规定的预算内制定购买计划,协商分

配扮演购物者和店员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年长儿童和年幼儿

童要进行语言上的交流,给予他一定的动作指令和情感沟通。 

3.1.2设置多层次、多维度及开放性的游戏任务。依据皮亚

杰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理论,3至6岁的孩子处于前运算思

维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往往表现出明显的以自我为中心的

逻辑思维,因此在游戏过程中与同伴产生矛盾是常见的现象。教

育者可以利用这一特性,设计包含多个层次、多方面和开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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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任务,使幼儿能够依据自己的经历参与游戏。当幼儿在游戏

过程中与玩伴出现意见不合时,教师可以给出公正的意见和指

导,教导幼儿如何主动与伙伴展开对话,通过倾听对方的意见理

解对方的立场,学会与不同观点的人和谐相处,从中学习合作和

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3.2创设适宜的游戏体验情境发展社会交往技能 

不同年龄段的幼儿有着不同的兴趣爱好和能力水平。因此,

混龄游戏环境中,设计多元化的游戏活动,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幼

儿的需求。例如,可以设置一些简单的游戏情境,让小年龄的幼

儿参与；同时,也可以设置一些需要合作和解决问题的游戏,让

大年龄的幼儿带领小年龄的幼儿一起完成。另外,还需要建立良

好的互动环境,在混龄游戏中,教师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互动环

境来鼓励幼儿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例如,小组的游戏情境中,小

组长要熟悉游戏任务和规则,在处理冲突时需要展现领导能力

和情商,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而每个幼儿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

点,可以通过轮换小组长的方式来确保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表现

自己,同时引导他们在合作与矛盾中逐步学会处理人际互动的

问题,从而充分发展幼儿的社会交往技能。 

3.3通过组合区域运动材料提供交际互动机会 

户外环境中合理布置和提供多样化的运动器材为不同年龄

段幼儿的社交互动和身心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幼儿根据年

龄的不同,对游戏的喜好也有所区别。较小的孩子对体育活动不

太了解,倾向于选择简单且有趣的体育游戏,例如骑三轮车、玩

滑梯；而较大的孩子对户外场所和运动设施较为了解,更偏爱具

有挑战性或需要团队合作的活动,如踢足球、攀爬架等。教育者

在准备游戏材料时,应充分考虑到各个年龄段孩子的喜好,提供

多样化的选项,并利用这些材料的组合特性,促进不同年龄段孩

子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协同开展体育活动。例如,在搭建运动场

的游戏中,教师为幼儿准备一些大型积木或运动锥,高年龄儿童

要和低年龄儿童共同计划搭建简单的桥梁和隧道,他们需要互

相传递材料、提供帮助和分享想法,以完成一个稳固和创造性的

游戏场,这种游戏为幼儿提供合作运动和互助交际的机会。 

3.4通过适当评价内化社会交往行为 

适时恰当的评价能让幼儿明白自己与组员的表现与缺失,

为再次活动做准备。[7]在游戏活动结束后,教师可以鼓励幼儿通

过自我评价和小组内互相评价的方法,回顾和反思自己在游戏

过程中的表现,让他们将游戏经验内化于心,明白游戏中哪些行

为是积极的,哪些行为需要改进。例如,教师可以问：“看到小伙

伴游戏中遇到困难你们是怎么做的？”“有小朋友想要和你共

享玩具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等进行总结游戏经验。这些

互动除了来自师幼互动的提问外,还可以来自幼儿和幼儿之间

的互动,当年幼儿童得到来自年长或能力较强的同伴的激励和

认可时,以及年长儿童感受到来自年幼或能力较弱同伴的信赖、

钦佩和求助时,,都有助于幼儿的社会性发展,通过幼幼互动将

社会经验内化于心,从而使得幼儿可以将积极的社会交往行为

内化为自己的习惯和能力。 

4 小结 

作为幼儿园体育活动的一部分,户外跨年龄段游戏突破了

传统的同年龄儿童游戏模式,汇集了不同能力、年龄和成长背景

的幼儿,共同体验户外体育的多样活动,实现了身体锻炼和心灵

培养的双重目标。通过自由组队、协作运动和竞技玩耍,不同年

龄段的幼儿逐渐学习如何与人交往,并获得社交技巧,这对他们

的社会性成长极为有益。[8]因此,教育者应当通过配备合适的区

域运动设施和创造积极的户外环境,支持幼儿更自信地应对各

种社交挑战,引导他们学会从他人的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纠正

自我中心的误解,并逐步培养出适应社交互动的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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