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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浅谈结构游戏中教师的指导策略与评价方式
赵小华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辽宁 沈阳 110015）

结构游戏又称“建筑游戏”“建构游戏”，是幼儿利用各种结构

材料（如积木、积塑，沙石、泥，雪、金属材料等）并与结构活动有

关的各种动作（堆砌、排列和组合）来反映周围生活的一种游戏，它

通过幼儿的意愿构思并动手造型。结构游戏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对发展幼儿想象力、审美能力、体力、情商等，促进幼儿全面发展有

着重要的作用。幼儿在活动中，认识各种材料的性能，区别形体，学

习空间关系的知识、整体与部分的概念，发展感知觉，目测力、操作

能力及创造性；磨练幼儿的意志，培养做事认真，克服困难、坚持到

底的品质。因此，结构游戏又被称为是“塑造工程师的游戏”。

一、结构游戏的分类

结构游戏种类多样，根据材料和结构不同可分为七大类：

1. 积木建筑游戏

2. 积塑构造游戏（主题积塑和素材积塑）

3. 积竹游戏

4. 金属结构游戏

5. 拼图游戏

6. 穿珠、串线、编织结构游戏

7. 玩沙、玩雪、玩水等结构游戏

二、结构游戏的构成要素

（一）兴趣——解决为什么要游戏的问题

幼儿参加结构游戏，往往是从兴趣开始的。一堆不起眼的积

木能搭出各种各样的房子。这一切在孩子们的眼中多么新鲜、有

趣和不可思议，他们对拼、插、搭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个个跃

跃欲试。因此，教师应该注意利用多种方法吸引幼儿的好奇心，

激发幼儿对构造活动的深厚兴趣和创作的欲望。

（二）技能——解决怎样游戏的问题

幼儿建构的技能技巧，往往影响着游戏内容的扩展和游戏水

平的提高。当幼儿对结构游戏有了一定的兴趣，他们就会积极主

动地去学习建构技能，而建构技能越发展，他们的兴趣也就越浓郁，

因此教师要做好如下两点。

1. 帮助幼儿发展建构技能，应该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

原则。

2. 教师指导幼儿学习技能，应该在观察、了解幼儿建构水平

的基础上，恰到好处地引导、点拨。掌握了熟练的构建技能之后，

幼儿游戏起来得心应手，又产生了构建更完美、更复杂主题的愿望。

（三）题材——解决玩什么游戏的问题

幼儿对周围生活中的物体和建筑物有较细致的了解，并有较

丰富而深刻的印象。社会环境，美丽的大自然，独特的风景名胜，

都是幼儿结构游戏的最好题材。采用带幼儿参观、游览、观看电

视节目、欣赏建筑图片等形式，引导他们有目地、有计划地观察、

积累，丰富表像，向生活要主题，向大自然要内容。

（四）材料——解决用什么来游戏的问题

玩具材料是幼儿游戏的物质支柱，是幼儿游戏的工具，幼儿

是通过使用玩具材料来摸索、学习的。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过：

最好的玩具是那些他们能够随意地用以变更的玩具。可见，玩具

材料的选择和运用在游戏中特别重要。

三、结构游戏的指导策略

（一）明确以幼儿发展为本，突出创新、自主能力的培养目标。

（二）丰富幼儿对周围环境的印象，关注并注意收集周围环

境变化的信息。走出幼儿园进行多种事物的观察，同时，家长要

注意丰富幼儿的经验。

（三）帮助幼儿认识结构材料，学习操作的技能。

结构游戏复杂，对智力和动作技能的要求较高。如果没有指

导，可能会导致幼儿因缺乏操作技巧而丧失信心、放弃构造活动

或长时间停留在敲敲打打，推来扔去的低水平游戏状态上。为此，

需要教师帮助幼儿做好如下三点：

1. 帮助幼儿识别材料的特征，如：识别材料的大小、形状、凹凸、

颜色等特征；

2. 帮助幼儿掌握结构操作的技能，如：排列组合、接插镶嵌、

拼搭连接、穿套、编织、粘合等造型方式；

3. 帮助幼儿掌握建构分析的技能，如：学会看平面图形，分

析建构范例等。

（四）有顺序地提供结构游戏的材料，遵循由浅到深，由简

单到复杂的原则。

比如：由提供可摆弄的实物及材料到拼排有形物的分割材料

的投放，由提供拼图、镶嵌板等材料到几何形板块的任意组合材

料的投放，由提供积木、七巧板等材料到低结构材料的投放等。

当然，在提供低结构材料的同时，教师要指导建构操作的技能。

（五）引导幼儿自主进行游戏，注意培养幼儿游戏的目的性

和坚持性。

四、结构游戏的评价方式

（一）评价与指导相结合

评价与指导对幼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评价是对幼儿游

戏成果的肯定，而指导则是要对未来幼儿的游戏活动起到重要的

帮助作用。结构游戏的最后，教师不仅仅要对幼儿进行表扬，还

应对其作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指导，以便促进幼儿更好的进步，

使幼儿更加明确地知道自己好在哪里，促进幼儿更好地创作，提

高幼儿的游戏兴趣。

（二）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相结合

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主要是教师针对整个结构游戏过程与结

果，进行概括性和总结性的评价，这两种评价方式相互促进、相互

配合，不仅可以使教师在游戏过程中总结经验、防范意外发生，而

且还能对幼儿整体与幼儿个体进行评价，从而把握幼儿的整体水平，

实施、调整教育方案和教育方式，对幼儿进行更好的教育和指导。

（三）教师评价与幼儿自我评价相结合

教师评价主要是指教师对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表现进行的评

价，这种评价方式不单是表扬，还有对幼儿在活动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批评和教育，这种评价方式对幼儿来说具有较大的教育意义，

而幼儿自我评价，主要是指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幼儿自己对游戏

活动进行论述和分析。教师评价与幼儿自我评价的结合，不仅能

发挥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还能让幼儿自主总结经验，增强与

他人的交流和配合能力，从而提高整体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