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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表演游戏中教师指导行为的研究

唐蔚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幼儿园  江苏盐城  224000

摘要：现阶段学前教育提倡教师的引导作用，以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及能力为主。通过循序渐进的能

力培养及布设情景教学环境，增强了儿童在表演游戏环节的表演能力，达到规范化促进儿童的表演训练功底。有效

提升儿童表演能力的完整性和生动灵活性实践活动的表演能力，全面提高了教师在表演训练及演出环节的引导功能

作用，促进儿童教育阶段在幼师的肢体语言表演训练的指挥引导下，充分提升幼儿表演能力方面的品质与艺术审美

创造力的能力培养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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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结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情况，制定适应不同年龄

阶段幼儿的游戏活动，有效提高儿童在表演游戏氛围中

的自信心，并养成自主选择游戏角色、讨论游戏扮演角

色的形象装扮以及需要模仿表演的动作等内容。幼儿教

师在儿童表演训练阶段，以及积极鼓励儿童主动参与表

演训练，并做好前期准备收集辅助材料，并在过程中给

予一定的总结和评价与经验，明确儿童需要达到何种表

演能力的任务规定，通过分析幼儿在表演游戏中的具体

表现，为不同年龄的幼儿制定不同计划实施的表演训练

方案，现分析与总结如下：

一、分析表演游戏中蕴含幼师表演能力综合素
养的指挥作用
（一）化简表演内容的形式体现

首先，幼儿园在开展表演游戏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

为了全面提升幼儿的表演游戏能力。增强儿童对学前教

育思想理念的认知以及在表演能力方面理解的潜移默化

作用。通过幼师指导掌握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特点，制

定相应儿童喜爱的游戏活动形式。面对不同年龄的儿童，

要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并在游戏过程中，保护儿童的

安全及防范措施意识。有效体现儿童在表演游戏氛围的

故事中，通过行动、肢体、语言、动作的训练体验，感

受故事情节的理解概念。

其次，结合多年的学前教育经验，通过幼儿表演游

戏中指导幼儿表演能力方面的行为操作，将故事内容化

解为宜。通过简单理解应用的方式，采用幼儿接受的形

式体现指导幼儿通过语言、思维、行为展现出来的表演

故事情节形式。幼师可以结合教学实际情况改变故事内

容，体现简单易懂的表演游戏方式，使儿童在玩耍中体

验表演故事内容的具体情节、情景教学体验。促进了儿

童在情景教学环节中提升表演能力和言语表达的对白训

练能力，有效提升了儿童理解表演游戏作品的思想理念

和价值作用意义。

再次，通过贯穿整体游戏过程，为儿童能够快速理

解游戏内容及思想，设定不同的儿童表演适合的角色，

以及表演动作和面部表情，可以借助道具辅助儿童助力

表演故事的效果 [1]。例如表演故事《小兔乖乖》的叙述中，

通过儿歌咏诵的方式，促进儿童在表演过程中夹带言语

对白、行为动作肢体等感受体会，充分理解角色表演的

肢体动作语言方式。深刻体会表演剧中角色的身临其境

感受，幼儿教师在编排话剧小兔子乖乖的表演训练过程

中，同时帮助儿童设定固定的表演动作、语言对白、挑

选适合的道具进行表演装饰。

总之，幼师在整体贯穿过程中起到引导和提示的作

用，促进情景教学不断增强儿童表演故事中达到表演能

力到位，将故事情节的对白陈述清楚，并用角色的语言

陈述清楚，促进幼儿表演故事游戏的灵魂角色，及叙事

表演游戏的指导作用特点，充分展现了儿童在幼师的指

导下完成表演的价值意义，促进了儿童表演水平的不断

提升，有效提高了幼师在创设情景教学环境中，通过指

导儿童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表演训练能力，为今后的幼小

衔接及艺术生涯奠定了良好的表演指导价值作用及指导

技术基础。

（二）优选适当的表演游戏素材

在学前教育发展表演游戏的帮助和指导作用下，幼

儿教师通过巧设情景教学模式，将表演故事内容通过简

单的语言和肢体动作表演儿童故事剧设计创新的表演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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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形式。促进了儿童的表演能力水平，但需要选择适当

和安全的表演游戏素材。一是选择容易理解的教育素材。

儿童在启蒙阶段，对于较复杂的绘本教材会产生厌学心

理。幼儿教师在设定表演游戏的氛围中，可以选择儿童

容易理解的教育素材，精心设计情景教学环境和模式，

培养儿童产生自信心和探索童趣般的积极性，了解表演

故事内容的具体情节，增强儿童的自信心，促进儿童勇

于参加幼儿园组织的教育实践活动，通过训练提升儿童

理解绘本阅读教育色彩的儿童故事表演游戏形式。二是

为儿童恰当选择具有表演性的绘本素材。幼儿教师在情

景教学设计的环节中，选择儿童易懂、简单表演适合性

强的绘本综合教材，这样才能发挥儿童表演的天赋，挖

掘儿童表演能力的发挥效果 [2]。在幼儿教师结合儿童不

同年龄段的表演能力方面，设定不同的对话和表演需要

达到的表演角色任务。例如小班儿童只能在肢体上表演

简单的小白兔，“两只耳朵竖起来”可以用两只手，分

两侧做兔耳朵的动作，放在头部两侧辅助表演小白兔的

可爱动作；中班儿童可以设定组织计划的舞蹈表演动作

内容，加上眼神、动作、言语对白等情景教学模式；大

班儿童可以生动形象的表演氛围中，在描绘不同场景和

对话的言语表达情景教学效果下，开展表演游戏情节中

的具体表演能力设定的角色任务。三是可以为儿童选择

情节丰富、对话较多的绘本素材。为了实现幼儿表演能

力和记忆力的全面提升，通过幼师组织表演游戏，提升

儿童在认知表演元素动作和对话的环节中加以训练，促

进幼儿教师的引导功能作用。发挥儿童认知能力掌握故

事情节感受的情景教学体验，增强了儿童对故事情节表

演的自信心和兴趣，为儿童能够快速理解语言对话和肢

体动作的表演含义，奠定了表演游戏素材的知识理论基

础。在学习《拔萝卜》课程中，幼儿教师组织幼儿在整

体故事的表演过程中，始终保持“拔萝卜”的肢体动作

姿势，还可以通过语言的沟通方式，增强了对故事情节

的丰富多彩教育理解思想理念效果，为幼儿掌握综合表

演能力奠定了有效素材引导教学的功能作用。

二、分析幼儿表演游戏中教师指导行为的优化
措施
（一）幼师体现主导的引导功能作用

首先，在具体的表演游戏过程中，幼儿教师可以通

过帮助儿童挑选表演道具等素材。通过指导幼儿在表演

故事中，注意声情并茂的发挥自身的表演天赋，通过掌

握正确理解的语调和神情，以及夸张的手术动作，促进

幼儿迅速领会表演游戏中表演故事作品的理解涵义，增

强了儿童通过绘本故事的角色理解能力。通过不断提升

思维想象能力，转换成自身表演的语气、神态表演能力

功底，去挑战不同表演游戏中的角色人物体验，为表演

的角色特点增添了创新理解游戏表演的优化效果。

其次，在相互共同打造游戏表演作品的同时，双方

都参与了学前教育和游戏表演能力培养学习的角色身份

体验，提升了教师指导的功能作用，同时提高了幼儿的

表演艺术创造力培养价值作用。幼儿在熟知故事情节的

内容后，通过集体扮演同一个角色，或由专人来分别演

不同的角色，锻炼儿童在表演游戏中的表演能力。比如

中班儿童表演游戏《三只小猪》的过程中，幼儿教师分

别表演猪妈妈和大灰狼。幼儿集体扮演同一个角色，小

黑猪或小花猪等，通过儿童深化理解绘本教材中小动物

的神态、语调，以及扮演角色的神情、对白等故事情节

内容。由教师引导促进儿童发挥角色对白实现自如发挥

即兴表演的流畅、得心应手表演能力效果，同时提高了

儿童言语表达能力形式，促进了儿童在游戏过程中培养

了集体参与实践活动、合作学习、探讨学习知识内容的

教育思想理念。教师主要发挥以培养幼儿自觉学习为指

导作用。指导儿童过程中，不断增强针对儿童在游戏表

演的过程中把握好自己表演角色人物的示范性动作。同

时增强了儿童在表演能力方面的艺术创造力，启蒙儿童

的思维想象力，促进儿童不断创新优化适应舒适、自然

的表演角色动作和神态表演技巧，最终增强了儿童在表

演游戏中锻炼角色对白的自信心，为儿童今后的学习和

言语沟通基础，奠定了表演游戏能力培养实践的有效策

略方法。

（二）表演游戏指导儿童分组表演的互动乐趣

深化了解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特点，在掌握儿童认

知、事物认知学习的轨迹后，充分利用表演故事的形式，

指导幼儿积极主动体会绘本教学的学习过程，使儿童主

动参与到角色表演的氛围中，体会绘本教学的分组学习

体验感受。幼儿教师起到引导作用，通过设定不同的情

景教学内容，使幼儿参与并体验绘本教学掌握实际生活、

贴近生活去挖掘理解知识的概念。并在潜移默化的表演

艺术熏陶背景下，深刻体会幼儿教师的表演专业技术能

力，通过感染儿童体验表演获得快乐和增长表演才能的

学习过程，有效提高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协调指导作用，

通过训练提升表演整体综合素养，充分展现了幼儿自身

通过自觉学习掌握表演技能，不断创新表演能力的创造

力学习过程，有效提高了灵活掌握表演能力培养技巧与

应用方法。为儿童表演实现全方位提升，奠定了相关表

演指导技术与能力培养模式的创新体现。比如在学习《小

蝌蚪找妈妈》故事情节的表演过程中，幼儿教师通过分

组合理化理解绘本阅读知识内容，并将儿童分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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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进行互相交流学习，通过探讨如何扮演小蝌蚪的角

色以及鸭妈妈等不同角色的表演体验。在教学过程中，

可以提倡儿童在互通交流对话的学习中，不断提升掌握

故事情节的内容及含义。并在表演故事情节中加强儿童

懂礼貌、文明习惯用语养成的教育学习方法，增强了儿

童在游戏表演过程中提高文明用语的表演能力。鼓励儿

童积极主动的参与不同角色，通过互动锻炼表演不同角

色体验感受故事情节的人物对白，以及沟通对话的深化

理解教育的重要意义。通过阶段化统一提升儿童对表演

能力天赋、角色的综合体验评价与总结，逐步提高儿童

体会观察不同角色扮演的技巧方法，以及遵守表演游戏

规则的教育管理评价体系，最终实现提升幼儿表演能力

达到综合表演的锻炼发展新途径。

三、结语
综上所述，学前教育不断创新引导幼儿，掌握表

演游戏的自主选择材料和创造性表演能力方面的培养效

果。构建了儿童自信心与艺术创造力融合发展的表演游

戏能力形式，并在实践中促进儿童掌握更多的表演能力

学习机会，为儿童今后的艺术生涯学习奠定了表演发挥

主体艺术天分的教育发展创新模式。为幼儿园提供安全

舒适的表演游戏环境，全面提升了儿童的表演天赋及学

前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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