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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8_88_E8_B5_84_E6_c38_55908.htm 第八章幼儿游戏 一，游

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 （一）幼儿游戏的内涵 1.游戏是幼儿最

喜爱的活动，是幼儿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幼儿一日生活中，除

了吃饭、睡觉等生活活动外，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游戏。即

便是生活、劳动、学习等活动，幼儿也常常是以游戏的形式

来进行的，或是将生活、学习、劳动的过程变成游戏活动。

可见幼儿喜欢游戏，还喜欢把他们的一切活动游戏化。游戏

化的活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戏，如游戏化的劳动，是以

游戏的形式进行劳动，但并不意味着劳动与游戏等同，并不

意味着游戏化的活动成为了游戏。 2.游戏是幼儿对生长的适

应，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为解决身心发展及其需要在现

实中与实际能力之间的矛盾，让幼儿创造并参与游戏，到游

戏中去满足需要，适应生长。幼儿身心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幼

儿游戏的水平，幼儿所玩的游戏内容、形式等与其实际身心

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 3.游戏是幼儿的自发学习对幼儿来说

，游戏不仅仅是一种消遣，还是幼儿的主要学习方式。幼儿

在游戏中学习，在游戏中健康成长。幼儿在游戏中的学习具

有以下三个特点：（1）学习的目标是隐含的幼儿在游戏中学

习，却没有明显的学习所要达到的目标。对幼儿来说，他并

没有明确意识到在某个游戏之后，自己要了解什么、掌握什

么、会做什么。但是，并不是说这种学习没有目标，而目标

恰恰是隐含于游戏过程之中的，只要幼儿积极、主动地投入

游戏，就会在游戏过程中自然实现某些方面的发展目标。经



常进行各种不同类型的游戏，就能达到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和谐发展的目标。 （2）学习方式是潜移默化的由于幼儿在

游戏中总是伴随着愉悦的情绪体验，加上积极性、主动性高

，因而幼儿在游戏中的学习是潜移默化的，甚至幼儿自己也

不知道他是在进行学习。来源：www.examda.com （3）学习

的动力来自幼儿内部幼儿在游戏中学习，是为了满足自身的

好动、好奇、操作摆弄物体、与人交往等需要，而不是成人

要求他这样做，强迫他学习规定的东西。所以，游戏中的学

习完全是由幼儿的兴趣、喜好、探索等内部动机推动的。 （

二）幼儿游戏的特点 1.游戏是幼儿的自主活动游戏有动作表

现，有想像装扮，有玩具材料，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灵活

多变，引人入胜。游戏满足了幼儿的需要，符合幼儿的意愿

，因而幼儿乐于游戏并在游戏过程中积极思考与表现，有极

强的自主性。 游戏是幼儿的自主活动，主要表现在游戏的内

容、形式、进程等由幼儿自己选择，而不由成人直接控制。

但这并不是说成人对幼儿的游戏没有影响、不起作用，而是

说成人不去直接影响、控制幼儿的游戏。 2.游戏无强制性的

外在目的幼儿玩游戏的目的在于游戏活动本身，是为了好玩

而游戏，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目的。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能

使自己获得体、智、德、美几方面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

幼儿在游戏中有意追求的目的，幼儿在游戏活动过程中也并

未意识到游戏的这种作用。幼儿在游戏中，往往更关注游戏

的过程，而不是游戏的结果。 3.游戏伴随着愉悦的情绪体验

幼儿在游戏中总是成功的体验强于失败的体验，总是处于愉

悦的情绪体验之中。游戏满足了幼儿身心发展的基本需要，

需要的满足给幼儿带来了快乐。幼儿这种愉悦的情绪体验可



能表现为笑、手舞足蹈，也可能表现为安静、严肃，或者是

幼儿愿意做的某个动作或活动。 4.游戏活动是在假想的情景

中发展的与真实的生活活动相比，游戏总是在假想的情景中

开展的，用幼儿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假"的，是"装"的，不是

真的。幼儿对游戏的假想表现在：①对游戏角色的假想。幼

儿在游戏中必须凭借想像，把自己想像、装扮成某个角色，

并接受游戏伙伴所想像、装扮的角色。 ②对游戏材料的假想

。幼儿在运用这些游戏材料时，需要把玩具想像成为真的事

物，并对其施加类似成人的真实动作，甚至把它们想像为别

的类似的东西。 ③对游戏情景的假想。幼儿在以人代人和以

物代物的基础上，通过动作把自己目前的现状想像成生活中

的某一情景。 幼儿教师为了实现幼儿园教育的任务、目的，

采用游戏的形式进行教学，这种活动称为教学游戏或游戏化

的教学。从本质上讲，教学游戏是一种教学，是一种寓教于

乐、寓教学于游戏之中的活动，而不是游戏。因为这种活动

有明显的外在的目的，也肯定注重活动的结果。由于它体现

了游戏的某些特征，如愉悦的体验、幼儿一定的自主性等，

幼儿也就有了游戏的感觉。来源：www.examda.com （三）游

戏的功能 1.游戏对幼儿认知发展的作用（1）游戏可以丰富并

巩固幼儿的知识幼儿在游戏中对游戏材料的摆弄、操作，有

利于丰富、巩固对有关物体性质及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关系的

认识。幼儿与游戏伙伴共同游戏的过程，有利于获得并加深

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同时，由于游戏来源于幼儿的

生活，游戏内容本身就携带有丰富的信息，幼儿在游戏中理

解游戏内容的过程，就是丰富、巩固知识的过程。 （2）游

戏能促进幼儿智力的发展由于游戏是幼儿的自主性活动，幼



儿在游戏过程中总是处于积极状态，他们积极地去感知、观

察游戏用的玩具和游戏同伴，去记忆游戏中的角色（角色的

名字、动作、语言、表情等）、游戏的内容、游戏的情节。

在此过程中，幼儿在运用已有经验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不

管情节的发展是幼儿事先计划好的，还是临时想出的，幼儿

的思维都处在积极、活跃的状态。 （3）游戏有利于促进幼

儿语言能力的发展游戏使得幼儿彼此之间交往的机会增多，

而且有了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他人谈话的需要。在游戏过程

中，幼儿之间需要合作与交往，需要用语言来交流思想、商

讨办法。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幼儿的语言逐渐得到了发

展。 2.游戏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作用幼儿在游戏中既有现实

伙伴间的交往，也有角色间的交往，幼儿在这些交往过程中

，得以发展社会性。幼儿在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中，逐渐学会

与人相处的技巧、如何尊重他人等。游戏有助于幼儿掌握各

种社会准则。幼儿在游戏中要遵守各种游戏规则，学会如何

制定规则，理解并内化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准则，并且逐渐学

会从他人的角度理解、思考问题。消除幼儿以"自我为中心"

的倾向，有利于幼儿认识他人、认识集体，把自己融于集体

之中。 3.幼儿游戏对幼儿情感发展的作用由于幼儿在游戏中

总是伴随着愉悦的情绪体验，在这种没有压力、轻松安全的

情绪下活动，容易获得成功，这就有利于发展幼儿的成就感

，增强自信心；同时，幼儿在游戏中常常需要同伴之间的互

助、合作，才能保证游戏的顺利进行，这种游戏的共同体验

有利于培养幼儿关心、同情他人的情感；游戏中还充满了想

像，幼儿动手动脑，展现自己的智慧、能力和技巧，创造出

各种美好的事物和造型，这就有利于发展幼儿的美感，促进



幼儿感受美、表现美的能力的提高。 游戏有助于幼儿消极情

绪的疏导，是克服紧张情绪的手段，有助于幼儿控制自己的

行为，消除愤怒、厌烦、紧张等消极的情绪体验。 4.游戏对

幼儿身体发展的作用幼儿游戏可以保障幼儿身体的生长发育

，促进身体的发展。游戏使幼儿身体的各种器官得到活动，

有的是运动量大的，有的是运动量小的；有的是全身活动，

有的是局部运动；有的锻炼大肌肉，有的锻炼小肌肉。这些

游戏促进幼儿骨骼肌肉的成熟，锻炼幼儿的运动技能和技巧

，还有利于幼儿内脏和神经系统的发育。另外，游戏的愉快

体验对幼儿身体健康发展也是有重要作用的。 并不是任何一

个游戏都能同时达到上述四方面的功能，有的游戏只能达到

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某一游戏可能达到发展幼儿认知的功能

，但并不意味着能发展认知的每一个方面。游戏的种类不一

样，其主要功能也会有差异。而且游戏功能发挥的情况，与

执教老师的教育观念、教育行为、幼儿参与情况等有很大的

相关。同一个游戏，不同的教师组织、指导，其功能的发挥

情况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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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游戏是指幼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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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游

戏除具有上面所讲的功能外，还特别有利于培养幼儿的自主

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只有幼儿有了一定的自主性，才可能

成为自己活动的真正主体，才可能使以自主性为显著特征的

游戏成为幼儿的基本活动。 作为幼儿教师，应充分认识自发

性游戏对幼儿的重要作用，应准许、支持并鼓励幼儿进行自

发性游戏。有的教师只重视教师组织的游戏，而不重视幼儿



自发的游戏，甚至认为幼儿自己发起的游戏不利于教师完成

计划，这种游戏观是错误的。缺少了幼儿的自发游戏，不管

教师怎样组织教学游戏，都不可能使游戏成为幼儿的基本活

动。游戏，特别是自发游戏，是幼儿的权利，是幼儿发展权

的重要内涵。因此，教师应积极支持而不是压抑幼儿的自发

游戏。 2.充分利用游戏组织幼儿园各类教育活动为了达到幼

儿园的保教目标，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教师除让幼儿进

行各种游戏活动以外，还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

幼儿进行各种教育活动，如劳动、参观、上课等。为了既保

证教育的计划性，又保证游戏成为幼儿的基本活动，教师必

须充分利用游戏组织各类教育教学活动。 教育教学游戏化是

指教师遵循一个或几个游戏的特点、利用一种或几种游戏组

织教育教学活动，如利用游戏的形式、赋予活动一定的情节

、让幼儿扮演一个角色、给幼儿一定的自主性、让幼儿有愉

悦的情绪体验等。 3.满足幼儿对多种游戏的需要幼儿对游戏

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想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加上幼儿

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有的幼儿想玩角色游戏，有的

幼儿想玩结构游戏，即使是同一种游戏，幼儿关注的重点、

感兴趣的侧面也有差异。各种游戏之间并无好坏、高低之分

，任何一种游戏都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作用。所以，教师应为

幼儿提供各种各样的游戏，注意到幼儿的个体差异，满足幼

儿的需要。 同时，幼儿对游戏种类的需要又是发展变化的。

作为教师，不能老是用以前的观点看待幼儿。幼儿过去喜欢

体育游戏，并不等于现在、将来他也一定喜欢体育游戏，幼

儿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作为教师，应不断观察幼儿游

戏的兴趣和对游戏种类的需要，根据幼儿的需要组织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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