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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4日，在济宁市第七届中小学
（幼儿园）优秀自制教（玩教）具创新大赛
上，一批富有创意的优秀作品正成为校园
新宠。济宁市实验幼儿园作品《探秘太
空》、济宁市明珠中心小学作品《中国传统
文化创意翻翻书》、济宁学院附属中学作
品《几何智点通》、济宁市育才中学作品
《光的干涉衍射实验仪》等优秀玩教具让
抽象知识变得生动可感，展现了教师在玩
教具创新方面的智慧。

“自主游戏让我们重新定义教师角
色——从主导者变为支持者，从说教者
变为倾听者。既要尊重幼儿决策权，又为
后续精准支持奠定基础。”马遵雅告诉记
者，在游戏中，教师要以“隐性支持者”角
色出现，适时介入，充分尊重幼儿的自主
决策权。户外自主游戏环境与材料的本

质，是为儿童搭建“有准备的探索场地”。
为深入贯彻落实课程游戏化精神，推

动幼儿园自主游戏的科学开展，济宁高新
区举办了学前教育自主游戏观摩研讨活
动，围绕“共研自主游戏，共话儿童成长”
主题，共同探讨幼儿游戏中的深度学习与
教师专业支持策略。从建构游戏、科学游
戏等多个角度对儿童行为进行解读，以高
品质自主游戏活动构建学前教育新生态，
让孩子在游戏中快乐成长、乐享童年。

如何科学观察、有效支持幼儿自主游
戏？张燕红说：“要以问题为导向，赋予幼儿
更多选择权与主动性；要以专业观察为基
础，积累真实教育经验；要以片区教研合作
为抓手，推动教师团队共同成长。同时，构
建区域教研联盟，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全面提升高新区学前教育质量。”

为儿童搭建“有准备的探索场地”

5月24日，济宁市第七届中小学（幼儿园）优秀自制教
（玩教）具创新大赛在济宁高新区洸河中学举办。

本次大赛设置幼儿园和中小学双赛道，包括科学、益
智、综合、数学、音体美等9个组别。在各县市区、学校的
积极响应下，经过层层选拔推荐，全市301所中小学校及
幼儿园的766名教师、58名学生积极参与，435件（含学生
作品46件）玩教具参赛。这些作品深度融合了戏剧、竹
编、剪纸等传统技艺，3D建模、AI算法、物联网交互等数
字化技术，兼具文化底蕴和科技含量，横跨科学、工程、艺
术等多学科领域。

参赛选手通过现场演示，对自制教具作品的制作理
念、应用场景、科技创新、结构性能等进行介绍，并接受评
委提问。评委对作品的教学性、科学性、创新性、启发性、
实用性等作出专业评价。赛场上，选手们同台竞技、竞放
异彩，以智趣交融的教具作品与声情并茂的现场解说，赢
得了专家评委的一致好评。

自制教（玩教）具是教育智慧的结晶，也是教学改革
的生动实践。它打破了传统课堂的局限，将抽象知识转
化为直观体验，让“教”与“学”在创新中焕发活力。通过
动手实践，师生不仅能提升科学素养，更能培养解决问题
的能力。全市优秀自制教（玩教）具比赛至今已连续举办
六届，成为激发师生科技创新潜能的重要平台，涌现出了
大批适配课堂教学的优秀教（玩教）具作品，有效提升了
教师、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动手实践能力。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济宁高新区：高品质自主游戏活动构建学前教育新生态

让孩子的每一天都是儿童节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我的海盗船上要有彩
虹滑梯！”“城堡大门要用三
角形积木才稳固！”5月29
日，在济宁高新区洸河街道
公园里幼儿园的操场上，孩
子们正以设计师的身份建
造心中的梦幻游乐园，小小
建造师们在自由快乐的氛
围里探索游戏的乐趣。“济
宁高新区大力倡导自主游
戏，发挥游戏活动的独特价
值，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想
象力，全区各幼儿园的教育
理念发生了根本转变，办园
质量大幅提升。”济宁高新
区教研室主任张燕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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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与“学”在创新中焕发活力

走进公园里幼儿园，自然探索区、沙水
区、艺术区、综合体能区、生活区、骑行区、
建构区等七大自主游戏区域构成了儿童成
长的“快乐实验室”。孩子们自由探索、合
作建构、创造表达，展现出高度的主动性与
专注力，充分体现出游戏作为儿童成长核
心方式的重要作用。

随着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对
自主游戏的认识不断更新，公园里幼儿园
教育教学以自主游戏为重心，推进课程游
戏化、常态化，提升教师观察解读幼儿的能
力，助推幼儿深度学习，将自主游戏体现在
园所一日活动课程中。

据济宁高新区洸河街道公园里幼儿园
园长张灿介绍，作为儿童自发、自愿参与的
游戏形式，自主游戏在儿童全面发展过程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这种不受成
人直接干预的游戏活动，为儿童提供了自
由探索与自我表达的关键空间，对儿童多
个维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认知发展层面，自主游戏是儿童主
动建构知识的重要途径。通过自主选择游
戏主题、材料和玩伴，儿童得以在真实情境
中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创造性思维。例
如，在积木搭建过程中，儿童需要不断尝试
平衡与对称，这一过程自然地融入了数学
概念与物理原理的早期体验。”张灿说。

“原来女儿每天念叨的‘搭桥游戏’，
竟让她无师自通地理解了对称和承重！”
家长刘女士说。这场以游戏为名的教育
改革，正在为孩子们的终身发展埋下珍贵
的种子。

以自主游戏为重心，推进课程游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