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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自主游戏中分享环节存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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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幼儿的教育问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自主游戏能够充分彰显幼儿自主性，有效强化

幼儿游戏锻炼，游戏分享能够进一步促进幼儿的友谊和信任建立，为教师了解幼儿内心动态提供极大的便利性。将幼儿自主游戏中

有效渗透游戏分享，不仅仅能够有效调动幼儿的想象力和实践能力，也可以有效促进幼儿的综合性发展。基于此，笔者针对于幼儿

自主游戏中分享环节存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展开探析，意在能够有效解决幼儿自主游戏中分享环节存在的问题，充分挖掘幼儿自主

游戏中分享环节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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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主游戏能够帮助幼儿积累更多的游戏经验，符合幼儿的年龄

特点和身心发展要求。游戏分享是建立在教师和幼儿有效互动、共

同交流的基础上，有效彰显了幼儿本位的教育理念，将两者结合对

幼儿开展游戏教学，能够有利于提升幼儿的实践能力，培养幼儿的

合作意识，对于幼儿健康成长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然而就目前而

言，幼儿自主游戏中分享环节还存在很多值得去反思的问题，笔者

以此为切入口，提出其优化策略，以供相关人员借鉴、参考。 

一、幼儿自主游戏中分享环节存在的问题 

（一）固定的游戏分享时间影响分享效果 

现阶段而言，大部分幼儿园自主游戏分享环节的时间较为固

定，其大多数都统一安排在游戏结束之后，存在一部分游戏环节分

享并没有针对于游戏过程、游戏中出现的问题、游戏安全等等方面

来进行分析，这使得游戏分享多停滞于形式化。大多数游戏分享一

般都在安排一周一次的分享会，且时间大多控制在 20 分钟之内，

且整个游戏分享环节基本上使教师的“一言堂”，无法实现幼儿之

间展开交流、师幼互动等等方式，且针对于幼儿感兴趣的话题，也

无法实现深入分析和探究，这造成幼儿分享内容多停滞于形式化和

表现化。此外，存在一部分幼儿有着良好的语言天赋，且性格活泼

开朗，有着较强的自我表现力，喜欢在集体分享中讨论自己的游戏

经验，而教师不能有效控制该学生的分享时长，这造成其他幼儿缺

少游戏分享的时间。 

另外，一部分教师尚未对游戏分享深入分析，并未领悟到游戏

分享的深层含义，这导致大部分教师对于游戏风险的意义还是停滞

在初级认知，这也造成在分享时间安排上过于固化和机械。在固定

自主游戏分享时间后，幼儿在分享完游戏体验之后迅速又安排下一

个游戏环节，这也使幼儿很快忘记游戏分享的具体内容，无法将分

享到的经验有效落实到下一个游戏环节中，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幼儿

游戏经验的提升。 

（二）贫乏的分享方式降低分享的价值 

现阶段，幼儿自主游戏分享还是停滞于语言表达方面，大部分

幼儿都是用自己的语言来去表达自身的游戏经验，但是基于幼儿尚

在成长期，还不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分析能力，因此语

言表达方式针对于幼儿而言过于复杂，并不能满足幼儿的思维发展

要求。且多数教师针对于幼儿游戏分享方式的提问过于单一、贫乏，

不能发挥游戏分享的应用价值。例如，大部分教师在针对于幼儿游

戏分享时，所问的问题多是“今天游戏玩的开心吗？”、“玩了那些

游戏？”等等，对于幼儿在游戏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很少涉及提问，

这导致幼儿自主游戏的分享方式过于固化，也不能有效体现游戏分

享对于幼儿的教学价值。除此之外，集体分享时间受限，人数多而

导致自主游戏分享过程不能有效挖掘幼儿的游戏体验。 

二、幼儿自主游戏中分享环节的优化策略 

（一）深入引导，拓展游戏分享内容 

高质量的游戏分享能够为幼儿提升游戏经验奠定良好的基础，

因此要对幼儿游戏分享内容进行深入挖掘，并为幼儿创造一个轻

松、自由的游戏环境，不约束游戏的方式，将主要精力放在幼儿的

学习品质和情感态度培养方面。因此，教师在安排游戏过程中，应

该有效捕捉幼儿游戏过程中经验提升点，并在讨论过程中实现幼儿

游戏体验的有效强化。在针对于交流和讨论环节中，要深入追问，

注重幼儿游戏体验的有效性，帮助幼儿不断归纳和总结游戏行为，

从而有效深化幼儿原有的游戏体验。 

（二）灵活安排，调整游戏分享时间 

自主游戏过程是属于变化的，因此，游戏分享环节时间不应该

仅仅拘泥于一个固定方式上。在游戏分享环节中应该结合游戏实际

开展情况来科学组织安排游戏分享时间。首先，在幼儿遇到困难及

游戏瓶颈期时，教师应该适时介入，引导幼儿去解决问题，有效探

究解决方案，鼓励幼儿自主尝试解决。其次，教师可以将游戏分享

环节安排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改变传统游戏分享时间，并结合幼

儿实际游戏情况，科学且合理的调整游戏时间长短，进而有效提升

游戏分享质量。 

（三）利用资源，个性化游戏分享形式 

幼儿基于天赋、生长环境的不同，所以其发展也是存在差异性，

因此游戏分享形式应该落实到因材施教的理念，结合幼儿的爱好、

基础能力来为幼儿安排个性化游戏方式。教师要深入挖掘现代化资

源，并将其引入到幼儿游戏分享中，可以结合多媒体方式为幼儿呈

现游戏图片、视频等等分享形式，从而有效满足幼儿的实际发展需

要，也满足幼儿直观形象的思维特点，利于提升游戏分享效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游戏分享环节是幼儿自主游戏的的总结，也是提升

幼儿游戏效果和游戏质量的必要手段，对于实现幼儿健康成长和快

乐学习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因此，教师要深入挖掘游戏分享的应

用价值，将游戏分享科学、合理的落实到幼儿自主游戏活动中，通

过拓展游戏分享内容、调整游戏分享时间、个性化游戏分享形式等

方式来进一步提升幼儿自主游戏质量及游戏分享效果，进而实现幼

儿自主游戏中分享环节的进一步优化，促进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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