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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游戏中游戏干预的思考与策略
唐诗雨

（绵阳城市学院 现代服务产业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表明：幼儿的

学习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戏和生活中进行。可见在幼儿的生

活和游戏中蕴含着教师“教”介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所谓的

游戏干预。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如何适时地进行游戏干预，这是

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幼儿游戏；游戏干预

一、多重视野下的游戏

从游戏起源发展至今，多门学科对游戏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最初人类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游戏，斯宾塞等人提出高等动物会产

生精力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而当需要被满足以后，剩余的精

力如果没有被消耗，就会转化成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高等

动物需要将这种剩余精力消耗掉，于是游戏和艺术因此而产生，

即“剩余精力说”。但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并没有提出指导儿童游

戏的实际建议。

随后许多心理学流派对幼儿游戏进行了解读。如精神分析学

派、认知发展观等，他们都详细讨论了幼儿游戏的本质性问题。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文化历史学派，他们与其他心理学派稍有

不同，从该流派的观点来看，他们强调了成人对游戏的教育影响，

把这种游戏理论运用于幼儿园游戏活动的组织与指导，必然会强

调成人对幼儿游戏的指导与干预。以上可以看出，社会文化历史

学派开始关注到游戏中的教师、教师与幼儿游戏的关系等深埋于

游戏本质之下的含义。

而在教育学角度下最终以完整的理论体系解释了幼儿、游戏、

教师三者之间关系。福禄贝尔和蒙台梭利是幼儿游戏理论体系的

代表人物，他们不光提出了系统的游戏教学法，更创造了相应的

游戏教具，同时强调了教师在游戏中的角色。福禄贝尔认为教师

是园丁，辅助幼儿的生长。而在蒙台梭利的教师观中，认为教师

要提供“有准备的环境”，是幼儿游戏的支持者、引导者、示范者、

资源者等，更加的动态化。

游戏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正是由于从多重视野研究游戏，

才使得游戏理论最终落地为可以指导教师实践的教育方法。从以

上梳理可以看出，要将幼儿游戏的理论实践到现实生活中，游戏

中的教师必不可少，需要适时进行游戏干预。

二、游戏干预的实质内涵

对于“游戏干预”的定义，参考刘焱《儿童游戏通论》中的定义，

在本文中“游戏干预”指教师在观察幼儿游戏的基础上，适时介

入幼儿游戏，促使幼儿得到发展。同时参考刘焱对游戏干预的划分，

将游戏干预的分类界定如下：

追随兴趣：首先教师需要充分了解幼儿对什么感兴趣，其次，

根据幼儿的兴趣设计游戏，并进行相应的环境布置与材料投放。

幼儿在教师创造的游戏中自主活动，教师主要是儿童心理的研究

者和经验建构的支持者。

诊断缺失：首先教师从幼儿的兴趣和需求出发，预设出幼儿

的游戏行为，并根据预设的理论框架来确定幼儿游戏活动中“缺

失”哪些要素。其次，教师组织幼儿进行游戏，观察幼儿的行为，

根据“理想的”游戏行为与幼儿的现实表现，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

采用适宜的方式指导或者参与游戏。

积极引导：与诊断缺失相似，教师首先仍需要从幼儿的兴趣

与需求出发，预设好“理想的游戏”；其次观察幼儿游戏，引导

幼儿完成预设的教学目标，促使幼儿在游戏中进行经验的构建。

教师在其中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从其中可以看出，脱离于教师的幼儿游戏远远不足以让幼儿

实现经验重组与构建，很多时候可能“玩不明白”，因此教师的

游戏干预对幼儿游戏的进行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实际操作中，有

经验的教师并不是仅仅选择某一种游戏干预进行指导，而是要根

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游戏干预的方法。

三、游戏干预的现实实践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一名来自一所私立幼儿园的优秀教师（以

下简称 W 老师），笔者首先对 W 老师进行访谈，了解其幼儿游

戏相关理论的知识储备。从访谈结果看 W 教师在教育视角下对幼

儿游戏认识较为全面。其次笔者对 W 教师进行幼儿游戏相关理论

的培训，学习并领会游戏干预的实质。最后，笔者采用实况详录法，

对 W 老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观察与记录，对其行为进行分析。

（一）合理设计游戏活动，引导幼儿在游戏中获得多方面发

展

案例 1：2021.7.5-9 观察：建构室游戏

整个建构室是一个工厂，有销售部门，有运输部门，有采购

部门。W 老师提供给每一个部门几张实物图，让幼儿发挥想象搭

建自己部门的东西。然后以游戏者的身份参与到游戏中，先说：“你

们这工厂谁是老板啊？”幼儿经过商量后决定每人当一会儿老板，

现在先由 A 当老板。于是 W 老师让 A 带领着参观工厂。到了运输

部 W 老师说：“这就是你们的运输部吧，你们用什么运货呢？”

在运输部的小朋友们很快就回应 W 老师说：“这就是我们的车！

我们用这个运货，现在还在修呢。修好了你可以放在这里，还可

以这样……”玩了两三次后，W 老师根据自己的观察进行指定分组。

她发现 B 一直都在运输部，每次都要选择做车、搭建，但是在交

往和销售这一块就很弱，所以就将他放在了销售部门，让他去和“客

户”“运输人员”打交道。

这是典型的“积极引导型”游戏干预策略，W 老师充分利用

游戏活动空间，设计整个活动，以游戏者的身份加入到幼儿游戏，

用提问的方式引导游戏的进程。在游戏中，幼儿可以自由选择角

色，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游戏，后面几次 W 老师根据孩子不同

的能力特点去定角色，让每一个孩子均衡发展。而在这个游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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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分组能力、协商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发现和创造的能力、

交往能力、动手能力、语言能力等都会有得到发展。

（二）尊重幼儿游戏的兴趣和需要，共同创造丰富的、适宜

的游戏环境

案例 2：2021.7.19-23 观察：娃娃家角色游戏

游戏进展与发展 游戏中出现的问题 解决办法

娃娃家的“妈妈”下班后闲逛，要去“商

店”买东西
因为“钱”发生冲突 需要一家“商店”

开商店 讨论：认识钱，讨论买卖关系
需要一家“银行”；

需要去真实的商店考查

成立“银行”去商店考察 考查发现幼儿园商品太少 讨论：如何增加商品

自制商品 商品丰富了，小货架摆不下；且价钱

不一，多种货币引起冲突

讨论：如何解决？（真正的商店如何摆放？真正的商店是怎

么运行的？再一次了解价钱可涉及到数学中的分类、数的加

减运算等）

商店又一次运营 东西被买走了，没有东西卖 讨论：如何解决？（商品从哪里来的？商品是如何运输的？）

开办“工厂”、设计交通路线等；最终形成较完整的商品流通与售卖网络

案例 2 中 W 老师的游戏干预方式主要是“追随兴趣”。在娃

娃家的区域活动中，W 教师敏锐地发现了幼儿的兴趣以及需要，

从其中生出新的主题，幼儿游戏中遇到问题，积极引发幼儿讨论，

予以机会进行验证。通过参观、考察等方式，丰富幼儿相关生活

的经验，幼儿可以通过游戏将生活经验反射到游戏中。同时与幼

儿共同创造丰富的、适宜的游戏环境，从最初简单的娃娃家游戏，

最终拓展为完整的商品流通与售卖的网络，幼儿相关经验也得到

了极大的丰富与建构。

四、对教师游戏干预的思考与建议

从前文可以看出，教师的游戏干预是必要的，我们不断强调

游戏干预的适时性，适时性的前提一定是观察。

首先对幼儿游戏进行观察，从游戏中发现幼儿的兴趣、幼儿

的需求，同时还要善于发现矛盾，幼儿之间、幼儿与环境、幼儿

与材料之间，都可能存在矛盾。其次根据表现确定是否干预、干

预的方式。最后确定好方式后采取干预策略，如案例中呈现出的，

可采用言语、行为、环境等方式介入。

言语：建议、提问、讨论等方式；

行为：以自身为参与者参与游戏推动游戏进行；

环境：提供适当的环境、材料等。

游戏干预需要教师的专业知识及教学智慧，我们要共同努力

为幼儿创造更好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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