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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让他们置身大自然是最好的途径
苏联著名教育家卡普杰列夫曾经提出：“儿童应该尽早而且长时间地投身于大自然中，从中汲取它的营养，体验大自然在每个人心中激起的思想和感受，

儿童需要亲眼看到太阳和月亮的起落。一句话，必须与自然界形形色色的现象融合在一起。”可见，在自然环境中游戏对儿童非常重要。

那么，儿童在自然环境中游戏都具有哪些价值呢？

大自然中适宜的环境与丰富的

刺激，能够激发儿童参与体育活动的

欲望，从而促进其生理发育。

大自然中游戏普遍能够促进生

理发育，主要因为自然环境中的各项

指标（如气体成分组成、气体温度等）

较之人工环境，更适宜儿童身体的健

康发展；利用自然环境为背景的游戏

较之利用人工环境为背景的游戏，其

场景能够提供丰富、动态且相对柔和

的刺激，这更能促进儿童先天的好奇

心与参与运动的欲望，从而更能激发

儿童参与体育活动并借此促进生理

发展。

以草坪与人工塑胶草坪为例，前

者带着生命的气味且随日照与四季

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它本身就是激发

儿童内在探究欲望的刺激源；而后者

仅仅只是一个无生命的存在，它的静

止性（如色彩不随季节进行改变、草

不生长等）难以激起儿童先天的好奇

心与探索欲望。

人类的许多体育运动项目直接

或间接来自大自然，这与大自然作为

丰富的刺激源是分不开的。儿童的

发展，更多的是从感觉刺激开始。大

自然中游戏能够为儿童提供丰富、全

面的感觉刺激，进而支撑儿童感觉的

发展和大脑的健康发展。

以儿童在草坪踢足球为例，儿童

能够感知足球的重量、草的气味、草

的温度、草对皮肤的触觉、风对皮肤

的触觉、阳光照射身体的触觉等。

大自然中游戏之所以胜过于

其他任何游戏，是因为它在童年初

期就出现，自然界能够激发儿童内

在对于探索的好奇并去实验，然后

表达出内在的多样性想法。

将儿童独自置于自然环境之

中，面对身边多样性的生命或非生

命的存在，即使是一块石头或者一

片树叶，都能成为儿童的玩具。自

然环境设置所创造的多样化社交

互动情景，更能形成大量充满想象

力的游戏，更能激发儿童的想象

力、观察力等。

以儿童折叠纸质船在小池塘

中“航行”为例，儿童自己准备纸

张，折叠船只，置于水面，并通过拨

动身边的水域促使船只“远航”。

儿童需要考虑到水对纸张的要求，

太渗水的纸张，船只“远航”的时间

较短；太硬的纸张，船只容易沉下

去。还需要考虑到水中的环境，船

只“远航”的前方可能会有水草、会

有凸出水面的石头等，这需要儿童

掌控自己拨水的方向。

微风时，船只的“航行”较为稳

定；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风，儿童需

要考虑到船只的纸张、拨水的力

度、方向等等。当船只“航行”偏离

方向时，可以借助木条拨动船只的

方向，可以从船只的侧面进行拨

水，或者从各个角度先后拨水等。

总之，若需要船只“航行”成功到达

目的地，中间涉及的各种变化因素

需要儿童集中精力，充分发挥自己

的想象力，来处理遇到的各种问

题。

在自然界中游戏，儿童可以积

累大量关于大自然的感知觉经验

以及部分相关的知识。

以儿童对水的相关感知觉的

经验与知识为例：儿童在自然中进

行戏水游戏，可以了解到水的颜

色、气味、状态、重量，水在不同流

速时水花的形状等。儿童在室外

进行打雪仗或者滑冰等运动，能够

了解到水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形成

雪、冰、霜、雾、水汽等形态的物质。

儿童在游戏的过程中所积累

的关于大自然的经验与知识，不仅

为他们进入正规学习接受相关联

的知识做好了准备，也促进了他们

进一步深化相关学习的动机。

2.多样化的情境刺激儿童的探索欲

大自然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都

具有无与伦比的美，是所有美的源头

活水，不需要装饰便能激起人对美好

事物的向往，能够给人以心灵的愉

悦、生命的滋润。儿童置身于大自

然，能够自然地感受它的美和灵气，

能够培养起质朴的情趣，立下以感动

生命为取向的审美根基。

以儿童在海滩上玩沙子与人工营

造环境下玩沙子为例，当沙子被移植到

容器中，它已失去了其原有的自然氛围，

这样一来，它与海滩上的沙子虽为同一

种物质，但意义却完全不同。对孩子来

说，容器里的沙子仅仅只是沙子，它只是

一种物质存在；而海边的沙子，在孩子面

朝大海的那一瞬间，沙子与大海、天空、

白云等构成的是一种意境，一种能给他

带来精神上体悟的深远的意境。

孩子在大自然中游戏所形成与所提

升的审美体验，对孩子审美观的形成及成

人后职业的选择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且，在大自然中进行游戏，更

能激发儿童保护大自然的欲望，进而

促进大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大

自然中大量亲身体验经历，儿童可以

获得对自然生物发展的直觉，这些能

够激发儿童今后生活中因为对于大

自然的关爱而不断探究并保护大自

然的动机。

以乡村儿童夏天玩萤火虫游戏为

例，夏天傍晚，几个儿童一起捕捉萤火虫，

然后将捕捉到的萤火虫放置在玻璃瓶中

作为“夜灯”观赏。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初

步了解到萤火虫生活的习性，如萤火虫在

夜间出来活动，通常在水、草较多的地方

生存；了解到萤火虫生命的脆弱，感受到

萤火虫带给人类的浪漫与诗意。

当儿童长大成人，有机会去了解

或探究更多有关这种生命的知识及带

给人类的价值时，他们早期所形成的

关于萤火虫的体验经历将会激发他们

的热情。当他们了解到，在环境污染

较为严重或者生态失衡时，这种带给

人类浪漫想象的动物是无法生存的，

这将激发他们对大自然的关爱。

1.适宜的外部刺激促进儿童生理发育

在自然环境中，更容易吸引大量不

同年龄与性别的儿童在同一个地方参与

游戏。这种多样化、开放的环境，与没有

大自然做背景的环境相比，它更能激发

儿童之间亲密的社交互动与多样化的情

感表达，儿童也能从这样的“小社会”中

积累初步的社会性感知与知识。

从这一点来看，大自然中游戏不仅

满足了儿童与自然环境的接触，更满足

了儿童对社会环境接触的需求，以达到

杜威所认为的“儿童的本能，也须和人

往来才可以发达。所以教育儿童，既要

让他与自然环境接触，也要让他与社会

环境接触，唯有如此，儿童的知识、道

德、习惯等各方面才有启发和养成的机

会”。开放式的自然环境，能够激发没

有任何技能水平的儿童进行有创造性

的行动。

以儿童放风筝为例，在空旷的草坪

上，互不相认的儿童聚集在一起放风

筝。他们中间有熟练者、有初学者。熟

练者能够自如地放着自己的风筝，并乐

意向初学者展示与分享自己的技术和

快乐。由于环境的开放性，初学者因技

术水平较低所产生的群体压力感较低，

他们不会感觉到较大的自卑感与胆怯

心理。相反，更能激发初学者提高自身

技能水平的欲望，使儿童之间能够自然

且轻松地互相学习。

儿童在大自然中游戏较之在其他

场所游戏，所感受到的同辈压力或来自

父母的压力相对较小；儿童能够带着自

然环境为其带来的自信心，跟随自己内

在世界去探索外在世界。这些均能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儿童的注意力，并促进

认知功能的正常发展。

3.开放的自然环境促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4.多样丰富的经历提高儿童的生命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