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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孩子们和“小蜜蜂”的游戏故事 
◆朱维庆 

（上海市嘉定区古猗幼儿园） 

 
孩子们都叫我“小蜜蜂”。我是一种电子玩具，肚子上有两

个小轮子，我的背上有往前、往后、往左、往右、暂停、出发、
消除的按钮。如果你可以按动按钮向我发出指令，我会根据指令
行走。 

小朱老师为我提供了一块画有 36 个格子的正方形大垫子
（上面标有起点和终点），是我行走的专属区域。孩子们很喜欢
和我一起做游戏，他们尝试着让我从起到走到终点。 

孩子们和我熟悉了一段时间后，小朱老师拿出了 9 个地雷和
记录纸，让孩子们带着我玩“穿越地雷阵”的游戏。游戏玩法是
这样的：两名幼儿一起玩，双方先在记录纸上各自设计地雷阵；
然后幼儿拿着设计的图纸摆放地雷；接着两名幼儿轮流为“小蜜
蜂”设计行走的指令，如果“小蜜蜂”能顺利绕过地雷，到达终
点则算成功。完成后，幼儿可以将自己的路线记录下来。  

 
 
 
 
 
 
 
 
 
 
 
一天，欣怡和小墨两人一起和我玩这个游戏。只见，小墨拿

起地雷图，一边看一边把地雷一个个摆放在对应的格子里。接下
去，轮到欣怡为我设定命令。只见，欣怡一边看看阵地一边按动
着手里的按钮。很快她就把我放在了进口处，按下“GO”键后，
我走了没几步，踩到了“地雷”，欣怡的第一次游戏任务宣告失
败。她准备再来一次，继续按动按钮……可是第二次又失败了。
“哎呀，怎么回事呀！”欣怡显得有些生气。 

可以看出，孩子们对我新游戏的玩法比较地了解，欣怡非常
想成功，但这个游戏对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所以尝试了
两次也没成功。一旁的小墨会成功吗？很是期待。 

只见，小墨一边看着阵地，一边伸出手开始数着“1、2、”，
然后他按了 2 次往前的按钮，“往右、1”，他按了一次往右按钮
后，又按了一次向前按钮。这时，小墨忽然停住不动了，他不停
地转动着自己的身体，“不对不对。”一边说着，他一边按下取消
按钮，准备重新来一次。这次他换了一个方法。他拿起我一边按
动着按钮一边把我放在了阵地的上空“试走”。他按一下，把我
也往前一步；他按往左，同时也把我往左转动……就这样，他完
成了所有命令的设定，我开始了行走……每次遇到“地雷”时，
我总能顺利的躲过， 后在小墨的指引下我成功地通过了地雷
阵。 
 

 
 
 
 
 
 
 
 
 
 
创设“穿越地雷阵”的游戏情节，就能让我有新的生命力，

让孩子们在和我互动的过程中，运用之前积累的一些经验，去解
决游戏中的新问题。这对他们的挑战性更大了。 

在学习过程中，欣怡和小墨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放弃，

而是不断地尝试，这样的学习品质值得肯定和表扬。特别是小墨，
一开始他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欣怡的操作情况，后来主动地提出了
试一试的想法，先用数一数的方法，然后用边按边试走的方法。
小墨通过反复尝试，在实践中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策略， 终获得
了有效的方法，这种探究精神和探究的能力很令人赞赏。 

看到小墨成功了，欣怡也准备想再次尝试一下。她拿起我，
模仿着小墨的方法，再次给我设定了命令。当欣怡按动“GO”
键后，我行走了起来，我顺利地穿越了“1 颗……2 颗……3 颗、
4 颗……地雷”，可是我一不小心踩到了第 5 颗地雷。瞬间，欣
怡大叫一声，脸上露出很不开心的样子。 

正中我的疑惑和担心，这个游戏对一部分幼儿来说似乎有些
难度，是不是要把好的方法直接告诉孩子们呢？小朱老师是这样
回答我的： 

1.把游戏自主权还给幼儿。在投放材料的时候，先把基本玩
法告诉幼儿，但不要局限幼儿的玩法。而是让幼儿成为游戏的主
人，在开放性的游戏中探索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幼儿可以自己
尝试建立一定的规则或者创造新玩法。比如：两个人怎么轮流
玩？放几颗地雷？怎么进行比输赢？等。这样做的目的是，开放
性的玩法能够拓展幼儿的发散性思维和创新性，也能提高问题解
决能力，同时也能引发幼儿和同伴间进行更多的协商互动，促进
其社会交往能力。 

2.给幼儿自我成长的空间。在该游戏中，努力做到给予充分
探索的空间，不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幼儿的表现和行为，而是尊
重幼儿每一个举动，即便幼儿脱离了原有的基本玩法，也不要去
进行阻止。因为我们要相信幼儿在过程中是投入的、有兴趣的，
他们一定是会有所收获的。要给幼儿自我成长的空间，不要急于
拔苗助长。 

听了小朱老师的话，我学着相信欣怡，等待着她的成长…… 
第二天，欣怡又选择和我一起“穿越地雷阵”，看来昨天的

失败没有影响到她的再次尝试。这一次，我发现她变得仔细多了，
她放慢了速度，每按一个指令，她都会停一停，认真检查一遍，
然后再设计下一个指令。 后，不负有心人，欣怡终于让我顺利
地穿越了地雷阵。 

这里，小朱老师也这样反思到： 
1.学会重视幼儿之间的差异性。在材料的提供和环境的创设

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进。首先，材料的提供可以更灵活。其次，
利用环境或者材料对幼儿的学习起到一定的暗示作用。第三，提
供多样化的记录方式。一来尊重幼儿的差异性，二来也能拓展幼
儿的记录经验。 

2.学会观察幼儿的学习过程。首先，要有目的地进行观察。
如：根据案例中的小墨和欣怡在游戏中遇到的问题“怎么让小蜜
蜂穿越地雷阵”，作为接下去观察幼儿的预设内容，通过对幼儿
探索方法的观察分析，来确定有针对的指导策略。其次，要细化
观察内容。如：在观察中，对幼儿在“穿越地雷阵”游戏中的情
形——遇到问题时是自己解决的，还是求助同伴，或是放弃的；
对规则玩法能理解遵守，还是不理解不遵守，或是能创造新的玩
法和规则；和同伴的交往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等进行细化进行
观察。 后，要学会通过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去解读孩子，了
解其真正的内心体验和想法，及时提供必要的回应，支持和推动
他们的游戏和发展。 

3．学会对幼儿进行正确评价。虽然知道要结合幼儿的年龄
特点、性格因素、已有经验、发展需求等多维度去评价幼儿的学
习，但是对于到底如何客观、正确进行评价还不是 清楚。因此，
我们要尝试根据本次活动设计的主要目的、结合观察要点，梳理
出具体的、科学性地评价指标。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幼
儿的发展，对其作出正确的指导和推动。 

我和孩子们的故事还在延续……我会继续和其他的小伙伴
（骰子、计时器、拼图等）组合在一起，变换出不同的游戏，让
孩子们在不同的游戏情境中全面发展、快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