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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民间游戏活动在幼儿园教学中的整合与应用 
◆王丽娟 

（龙川县直属机关幼儿园） 

 
摘要：民间游戏，就是在不同的地区流传比较广的，带有鲜明的地域特

色，和浓厚生活气息的游戏，它不仅能让儿童获得快乐，还能开发智力，

促进儿童成长。由于这些游戏带有较强的趣味性，所以可以调动孩子的
积极性，将民间游戏应用在幼儿园的教学上，可以让孩子对学习充满兴

趣，而且还可以加强民间文化的传承，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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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对于孩子的
投入也在不断增加，很多人都认为童年最重要的是玩具，所以诸
如电话手表、游戏机、智能机器人等产品，都一个劲的给孩子买，
所以现在很小的孩子都会操控手机、电脑等高科技产品，操场上
很少再见到小孩子们一起做游戏，这样的童年发展真的好吗？笔
者认为不然。 

一、民间游戏对孩子成长的作用 
（一）历史悠久，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 
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悠久，在一代代

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不同地区的民间游戏，
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时代的浸染，所以表现的大多都
是人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的缩影，相关的儿歌也是多为本地语
言，具有韵律感，童音童趣，朗朗上口[1]，展现了游戏的朴实、
诙谐和生动，既获得了孩子们的喜爱，还为民族文化教育打下了
基础。比如民间游戏《割麦子》、《炒黄豆》、《掰玉米》，不仅语
言简单，节奏明快，更能反映一片丰收的欢乐气氛。在拍拍手、
跺跺脚这类简单的肢体活动中，达到增强体育锻炼的目的。 

（二）气氛轻松，有利于儿童身心发展 
民间游戏一般都通俗易懂，简单易学，配套的儿歌也是语言

生动，描写具体，还有相应的手势动作，让儿童在游戏的过程中
边跳边唱，儿童会一直保持愉快的心情，这对培养孩子的表现力，
和口语交际能力，有很强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性格内向、胆小的
孩子，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弱化他们的压力，让他们不知不
觉的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完成和人的交流，锻炼语言能力。比
如民间游戏《马莲花》、《五谷歌》、《对花名》，就是让孩子在和
其他人一问一答的过程中，了解相应的植物名称、节气、生长等
一些简单的小知识，激发儿童热爱自然的情感。 

（三）简单方便，有利于活动的展开 
民间游戏大都有简单易行的特点，它们的具体形式可以被调

整和变更，不受时间、地点、人数等因素的影响，也无所谓场地
大小，对于使用的道具也并不讲究，一般都是生活中常见的材料
制成，比如沙包、毽子等，即使身边没有玩具，也可以用树叶、
石子、小木棍等代替，因为游戏中的工具一般没有确定的形状，
甚至不是确定的物体，所以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随机进行
改造，有的游戏甚至根本不需要玩具，就可以进行。 

二、民间游戏在幼儿园教学中的应用 
（一）根据实际情况改编，增强生活感和时代感 
运用拓展、结合、重组等手法，对现有的民间游戏，进行符

合当代儿童身心发展和时代生活的改编，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使其更有利于儿童的成长。结合法，是把两个或以上的民间
游戏，或者肢体动作，根据孩子的身体水平和我们的最终目的，
组合到一起[2]。比如从孩子的偏好出发，把“溜手绢”和“石头、
剪子、布”组合到一起，并且和孩子们一起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这样既能让孩子开动脑筋思考，又可以让孩子进行锻炼。拓展法，
是在保持原游戏的总体结构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对于游戏内容进
行适当的拓展。比如孩子们喜欢的“搭积木”游戏，教师可以鼓
励并引导孩子，创造积木的不同玩法。而重组法，是对游戏中的
某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和重组。比如“我们都是木头人”游戏，
虽然活泼灵动，富有情趣，但是部分内容不太符合现在孩子的教
育，我们就可以对这部分内容进行改动重组。运用这些手法，可
以让民间游戏更加丰富有趣，形式更加灵活多变。另外，我们还

可以在变现形式上做出调整，把说唱的改成跑跳的。在参与者方
面，我们可以请不同年龄的人加入游戏中进行角色扮演。在游戏
材料的选择上，我们可以多加入一些改造方便的半成品。为孩子
的脑力开发和操作能力的锻炼，奠定基础。 

（二）根据游戏内容，融入教学元素 
传统的启蒙教学，对于幼儿来说，是比较枯燥的，由于他们

的思维能力，逻辑能力等，都刚刚开始有了萌芽，所以在知识学
习上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我们利用游戏来教学，那效果就会好得
多。比如说在学习认数字的时候，老师就可以邀请几个孩子来参
加游戏，由老师来吟诵《数字歌》，由学生做出相应的数字形状，
砍谁做得像，对做的最好的儿童，进行一定的小奖励，对于有问
题的，进行鼓励，帮助他牢固记忆。通过这类游戏，可以让儿童
在快乐的气氛中获取知识，逐渐让他们能够接受学习。 

（三）设置游戏区域，丰富游戏内容 
为了让游戏有秩序的加入幼儿的日常教学活动，我们可以在

各个角落设置玩具区，让幼儿可以随时随地展开各种民间游戏、
说唱等，还可以有规律的放置一些颜色鲜艳的毽子、风车、纸飞
机等等，既可以保证幼儿能够随手够到，又能在归还的过程中，
培养他们物品整理的能力。 

（四）联合家长，整合游戏资源 
在幼儿园的民间游戏过程中，家长是不可获取的力量，因为

孩子们会在游戏中展现自己的天分，所以家长也非常积极[3]。所
以，我们可以多安排一些亲子游戏活动，加强孩子和父母之间的
感情，还可以让家长陪孩子制定游戏，因为家长也是民间游戏的
传承者，所以他们对这种游戏，也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更加轻松
的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对于幼儿园来说，这样的形式有利于游
戏资源的整合，为我们的日常教学，提供了方便。 

结束语 
综上所述，即便实在高科技玩具层出不穷的今天，传统的民

间游戏也不应该被抛弃，远离孩子们的生活，它对于锻炼儿童的
听、说、做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促进孩子的全面
健康发展。所以，充分的开发民间游戏，合理运用到幼儿教学中
来，增强幼儿的学前教育效果，才是幼儿教育者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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