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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4_BF_E6_95_99_E8_c38_541976.htm 第八章幼儿游戏 [简

答或论述]幼儿游戏的特点：游戏是幼儿自主的活动；游戏无

强制性的外在目的；游戏伴随着愉悦的情绪体验；游戏活动

是在假想的情景中发展的，教学游戏或游戏化教学。 [简答]

游戏的功能：游戏对幼儿认知发展的作用游戏对幼儿社会性

发展的作用；幼儿游戏对幼儿情感发展的作用；游戏对幼儿

身体发展的作用。 [简答]怎样使游戏成为幼儿园的基本活动

：1重视幼儿的自发性游戏（定义是指幼儿自己想出来的、自

己发起的游戏，这种游戏完全符合游戏的特点，最贴近游戏

的本质，也是幼儿最愿意玩的游戏）2充分利用游戏组织幼儿

园各类教育活动3满足幼儿对多种游戏的需要。 第二节幼儿

游戏的指导[重点] 教师对幼儿游戏的指导必须以保证幼儿游

戏的特点为前提。1尊重幼儿游戏的自主性：尊重幼儿游戏的

意愿和兴趣；尊重幼儿游戏的氛围和游戏中的想象、探索、

表现、创造；2以间接指导为主：（1）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

；（2）观察并合理参与幼儿游戏，注意参与幼儿游戏的策略

：a不干扰幼儿游戏的顺利、正常进行，不限制幼儿积极性、

创造性的发挥，不破坏幼儿自主活动的特点；b要能灵活地转

换角色；c指导语言应该带有启发性；（3）正面评价游戏：

对幼儿游戏的评价应该是正面评价，这样能保持幼儿在游戏

过程中的愉悦、成功的情绪体验，有利于激起幼儿再次游戏

的愿望。3按幼儿游戏发展的规律指导游戏4按各种类型游戏

的特点指导游戏。 第九章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 造成幼儿园与



小学不衔接的原因：（一）学前阶段与小学阶段的不同教育

特点：1主导活动方面2作息制度及生活管理3师生关系4环境

设备的选择与布置5社会及成人对儿童的要求和期望（二）儿

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规律：[概念] 过渡期：在前、

后两个发展阶段之间存在一个兼具两个阶段特点的交叉时期

。在这一时期，儿童既保留了上一阶段的某些特征，有拥有

了下一阶段刚刚出现的某些特点，这一时期在教育学上被称

为“过渡期”。两类教育机构都比较重视阶段性，而忽视阶

段之间的过渡，这是造成幼儿园与小学不衔接的根本原因。

儿童入学后的适应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身体方面的睡

眠不足、身体疲劳、食欲不振、体重下降；心理方面：精神

负担重、心理压力大、情绪低落、自信心不足、学习兴趣降

低等现象；社会性方面：人际交往不良、人际关系紧张等现

象，有的学生甚至还出现怕学、厌学的情绪。 第二节幼儿园

实施幼小衔接工作的指导思想 3点：一长期性而非突击性二

整体性而非单项性三培养入学的适应性而非小学化 第三节幼

儿园方面的幼小衔接工作[重点] 幼小衔接工作的主要内容和

方法：一培养幼儿对小学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二培养幼儿对

小学生活的适应性：主动性、独立性、发展人际交往能力、

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和任务意识三帮助幼儿做好入学前的学

习准备：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非智力品质、思维能力和基

础能力。 幼小衔接工作应注意的问题：1进行幼儿园与小学

教育的双向改革，双方都把培养儿童的基本素质作为衔接工

作的着眼点，共同创造合理的过度期的外部教育环境与条件

，搞好衔接工作。2转变观念，提高教师素质，认真研究过度

期儿童的特点与发展需要，有的放矢地做好过度期发教育工



作。3结合地区特点及幼儿身心发展的个别态度有针对性地进

行幼小衔接工作。4加强家、园、学校、社区力量的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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