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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论民间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价值和运用 
◆陈求玉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太平镇中心幼儿园  524084） 

 
摘要：喜欢游戏是幼儿的天性，同时也是幼儿一项基本活动。幼儿教育

活动中，儿童民间游戏具有很高的运用价值，但部分教学工作者忽视传

统教育活动形式，儿童民间游戏在幼儿教育活动中的运用质量并不高。

但是基于儿童民间游戏在幼儿教育活动中的应用价值和意义，本研究尝

试对该课题展开分析，希望本研究观点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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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游戏是幼儿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想要提升幼儿教育活动质

量，教育工作者显然需要密切结合幼儿的实际教学需求，将现代
幼儿教育游戏和民间传统游戏结合起来，以游戏的形式对幼儿起
到启蒙心智的作用。尽管这些游戏在设计之初多数没有可以加入
教育元素，但是其独特的游戏内容和形式能够促进幼儿的身心健
康发展、丰富幼儿园教育内容。 

1 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应用民间游戏的意义 
1.1 强化幼儿对社会的认知 
幼儿处于身心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成长时期的幼儿具有强

烈的好奇心，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中的不同现象都具有强烈的探
索欲望，因此幼儿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可以利用这一点培养幼儿的
认知能力。但是如果幼儿教师将这种认知能力培养认为成是一味
的讲解和说教，则幼儿受思维发展局限，很难理解教学内容。因
此教师可以在教育活动中融入民间游戏，民间游戏中包罗万象的
社会知识，让幼儿在玩中学，能够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强化他
们对社会、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认知[1]。 

1.2 幼儿民间游戏有助于幼儿身体的发展 
大自然能够愉快人的身心，而大多数民间游戏是在户外活动

场地进行的，这样可以使幼儿尽情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中，呼吸
新鲜的空气，沐浴充足的阳光，促使幼儿机体健康成长，幼儿还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游戏，如：在草地上“推小车”，在泥地上
“跳格子”、“跳皮筋”，在花园里“捉迷藏”等，孩子们沐浴在
阳光雨露之中，顽强的接受外界的变化，促使幼儿呼吸系统和心
血管的功能得以提高，减小感冒咳嗽率，增强免疫力，从而达到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目的。 

1.3 优秀的传统民间游戏有助于儿童良好品质和人格的培养 
大部分传统民间游戏的形式，对幼儿参与人数有一定要求，

主要是两人及两人以上的幼儿进行组织和参与[2]。例如，剪 石
头布游戏至少需要三名幼儿参与，还有一些游戏需要更多的人数
参与才能促进游戏质量的提升，比如捉迷藏，有时往往需要十几
人的参与才有较高的游戏质量。但是由于人数过多，也容易导致
幼儿之间产生争执，不利于幼儿的和谐发展。因此，教师应当适
时地对他们进行引导，引导孩子们在成长中学会反思自己的不
足，同时学会宽容他人，进而学会彼此和睦共处，以促进幼儿们
社会性的健康成长以及良好人格品质的形成。 

2 民间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运用 
2.1 创设合理的游戏环境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健

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3]”良
好的环境创设应体现开放、自由，能让幼儿无拘无束地参与活动，
使幼儿产生愉快的情绪，能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对活动的兴趣，
增强幼儿的自主性、自信心。利用幼儿园主题墙，公共区域、楼
梯间等空间位置，创设民间游戏内容的环境，让环境把幼儿带入
神奇的民间游戏世界。如民间游戏：《手影游戏》教师根据当月
主题《能干的手》这一主题，在主题墙上创设了一个手影区，提

供一个白色的废旧鞋盒、手电筒和一些手影的图片，让幼儿体验
一下玩手影的乐趣。这样就吸引着幼儿在空余时间自主地欣赏、
游戏，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有效地激发幼儿参加民间游戏活
动的兴趣。 

2.2 利用民间游戏发展幼儿良好心理品质 
在开展民间体育游戏的过程中，要注重挖掘其在发展幼儿健

康的心理素质方面的潜力，促进其社会性和主动性地形成[4]。如
民间游戏《马兰花》则需要幼儿通过教师的提示开几朵花然后去
主动寻找要抱在一起的“花朵”，并进行简单的对话“我们已经
是 3 朵啦、我们还缺一朵，快点来，快点……”这个民间游戏锻
炼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社会交往能力，通过对适合幼儿发展
的民间体育游戏的搜集、开发、改编、创新及实验研究，弘扬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让幼儿在一日集体生活中感受到了家的温
馨，然后对幼儿园产生安全感、信赖感。培养了幼儿坚强、勇敢、
不轻易放弃的品质和主观、乐观、合作的态度。 

2.3 家园共育，拓展民间体育游戏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和没有学校教育

的家庭，都不可能完成培养人这样一个极具细微的任务。”《老鹰
捉小鸡》这类亲子互动类型的游戏，家长可以一个做老鹰，一个
做鸡妈妈守护好鸡宝宝，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同时可以
把在幼儿园学会的游戏带回家，全家一起玩一玩，也可以和邻居
家的小伙伴们一起玩一玩。家庭教育，已经成为了促进幼儿全面
发展的第二个重要课堂，要充分发挥民间体育游戏的作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间游戏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民间

体育游戏取材方便，场地不受过多限制，更贴近幼儿的生活。基
于幼儿园教育需求和特点，将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教育活动中有
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但是我国的幼
儿园教育活动中，很多幼儿教师对民间游戏的应用水平不高，难
以使其发挥应用的作用，因此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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