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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幼儿教育也在教育事业中被逐渐重视起

来。在幼儿教育中，除去要注重课程的合理安排，还需要注意游戏环节对幼儿的

教育效果。如何在游戏中帮助孩子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锻炼自身的创造

能力与游戏的创造性息息相关。在幼儿教育中，如果能够将游戏环节也作为教育

内容正式起来，引入创造性游戏，就可以让孩子在游戏玩闹中发挥出自己的创造

力与想象力，多方面帮助儿童成长。由此，创造性游戏的引入对于幼儿园的儿童

教育而言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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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经济社会发展，教育事业也发生了巨大改革，对学生的教育越发注重综合

能力的锻炼，而这种教育需求也随着幼儿教育被不断重视而发展至幼儿教育中。

一、在幼儿园中实践创造性游戏应用的主要原因

游戏作为儿童阶段较为喜爱的一种活动，是儿童教育阶段中接受性最强的教

育方式。幼儿游戏的设计中往往都包含着儿童的成长需求，也是儿童教育手段的

重要切入点。

在联合国大会于 1989 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中，也对游戏权利具有明

确规定，指出儿童休息与闲暇的权利及其必要性，承认了儿童除受教育权、发展

权外，还享有游戏活动的权利。在我国颁布的教育法中，也有明确说明，确立了

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这一地位，对于游戏在儿童健康成长中的作用给予了肯

定。

在传统观念中，游戏常给人影响学习、阻碍孩子发展的印象，但随着教育事

业的不断发展，游戏在教育工作中所起到的作用也逐渐被重视起来[1]。

二、幼儿园引进创造性游戏的意义

在幼儿园教育中引进创造性游戏的意义，具体可分为以下两点：

1.幼儿园对创造性游戏的引进，是体现幼儿教育整合观的重要手段。在幼儿

教育中，如果想要做到将教育观念予以有效整合，首要任务则是需要将教师的观

念予以整合，这一点，则需要通过教育手段的改革与发展实现。除此之外，如果



做到将创造性游戏内容与课程内容有机整合的教育模式，可以起到较为全面的教

育效果。作为幼儿教育工作者，在帮助儿童达成知识技能学习目标的同时，还需

要能够保障对于幼儿人格的完善与品格的教育，通过将创造性游戏融入教学课程

中，可以做到全面的能力培养，做到教育整合。

    2.通过创造性游戏的引进与融入，可以进一步帮助原有游戏内容的生成与发

展。通过分析现有的幼儿园游戏与幼儿教育的发展趋势，就可以发现现有游戏中

所存在的局限，及陈旧性与单一性，这样的游戏设置无法满足幼儿教育发展在中

所表现出的教育需求。而通过创造性游戏的引入，可以帮助幼儿园方面加速对于

游戏的改变与生成，提升游戏对需求的满足情况。通过引入创造性游戏，可以帮

助提升原有游戏的游戏性，使游戏内容更加深入丰富。在引入后，儿童可以在主

题游戏活动中吸收游戏所表达的信息，增加技能的学习，完成在潜移默化中对学

生的培养，还可以为游戏的后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2]。

三、创造性游戏引入的实践过程。

    要将创造性游戏引入到幼儿园教学中，需要循序渐进地实践这个过程，确保

创造性游戏与自身教学环境、教学条件的融合。具体而言，引入创造性游戏的操

作步骤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要点：

    1.为创造性游戏的引入设立适宜的环境条件。

    在引入创造性游戏前，首先需要树立起对于创造性游戏的正确认知，明确其

概念。创造性游戏由本质而言，是专为幼儿设立的、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类游

戏。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可以引申发挥，确立起以班级为团体的游戏内容，如

表演活动、劳作活动、角色活动乃至构建活动等。在保障教师及幼儿家长对创造

性游戏具备正确理解后，才能保障创造性游戏的顺利开展与实践。

    2.对于游戏所需材料的合理配置。

    创造性游戏由于实践性较强，在进行中需要一定材料辅助游戏进行。根据游

戏种类的不同，所需要的游戏材料就会存在区别，而幼儿发展阶段的不同，对于

游戏材料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由此一来，如果想要在幼儿园中实践创造性游戏，

还需要配备一定的游戏材料。具体而言，游戏材料配置的原则有以下几点：（1）

依照幼儿的不同发展水平，提供泛用性较强的游戏材料。（2）依照幼儿的不同

成长阶段，提供不同难度的游戏材料。（3）依照幼儿游戏的情况与需求，对材



料数量进行合理调整。

    3.设立明确的游戏目标

    在创造性游戏中，幼儿教师的身份并非是一个围观者，仅仅负责看护幼儿的

工作，而是作为游戏的指引者带领幼儿进行游戏。在游戏开始前，教师需要对游

戏目标有明确了解，以确保幼儿能够在游戏中达到预定的目标。再具体实施中，

需要依照本班学生的个体情况进行合理的游戏安排。本次以“我心中的小学”这

一创造性游戏作为示例，对如何进行目标建设作出解答。

    （1）区域性目标。在创造性游戏中，对于同一场游戏往往以分组、分区域

地由不同内容、相同主题的游戏模式进行游戏。如范例游戏即可将幼儿分为四个

区块，社会区块以熟悉小学的上课模式作为目标，语言区块以复习课程中所学的

词与字为游戏内容，数学区块通过趣味方法锻炼幼儿十以内加减的能力，艺术区

块则可以让幼儿自由地进行绘画创作或歌舞表演。在具体实施中，可以设立 2-3

人为一个小组，分教师、班长与学生的身份进行游戏。这样的游戏实践中，可以

帮助幼儿树立起对于小学上课具有概念性认知，锻炼幼儿的交往能力，提高幼儿

对于小学学习的期待[3]。

四、结束语

经过发展的幼儿教育相较传统而言更加注重整体化教育，要求在教育过程中包含

多样化要素，具有多层次特征。而想要将多样化与多层次在幼儿教育工作中施以

整合，具体手段还需要在教育工作中实践探索，落实到幼儿园的教育中。虽然现

阶段的幼儿课程都具有与生活的联系性，但这对于幼儿教育来说还是远远不够

的。幼儿教育的重点除去帮助孩子树立起对于世界的基本认知外，还需要挖掘孩

子的内在潜能，发展儿童在这个阶段发展最为迅速的能力——即想象力与创造

力。而通过创造性游戏的引入与利用，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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