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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幼儿表演游戏中深度学习的生成机制与实践启示

——以绘本《没有牙齿的大老虎》为例

魏樱楠

福清市康辉幼儿园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　350300

摘　要：表演游戏作为幼儿园教育活动的重要形式，承载着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与高阶思维生成的教育价值。本研究以中

班幼儿为实践主体，依托于《没有牙齿的大老虎》这一经典绘本，通过三轮教研行动系统性地探索在表演游戏中实现深度

学习的路径。本文通过研究和分析实践结果发现：材料投放的分层设计能够有效实现幼儿的认知负荷与其创造力发展之间

的良好平衡；沉浸式角色体验活动能够通过共情迁移的方式显著提升幼儿的情感理解能力；教师介入策略由“高控干预”

向“隐性支持”的转变能够为激发幼儿的自主探索与创造性表达提供更广阔空间。上述启示有助于为幼儿园游戏课程改革

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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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教育部于 2022 年印发的《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

指南》（以下称《指南》）中曾明确提倡：“以游戏为基

本活动，促进幼儿主动学习”。表演游戏因其情境性与创

造性，成为落实这一要求的核心路径 [1]。然而，当前幼儿教

育教学中的表演游戏普遍存在浅层化困境：幼儿对角色情

感的理解停留于机械模仿，材料的使用过度依赖于标准化

道具，教师的高控式介入挤压了幼儿的自主探索空间。因此，

如何通过游戏设计促进幼儿的深度学习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实践命题。

本研究面向中班幼儿群体，以《没有牙齿的大老虎》

这一经典绘本为载体，通过三轮教研实践，探索表演游戏

中深度学习的生成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三大核心问题：

其一，材料投放策略如何通过阶段性设计增强幼儿的符号

表征与问题解决能力；其二，教师介入方式的调整如何平

衡游戏目标导向与幼儿自主性发展；其三，家园社协同育

人与环境拓展如何充分激发幼儿的自由探索、创造性表达

与协作能力。

一、理论溯源与实践转向：政策框架下的深度学习意蕴

在表演游戏中，深度学习体现为幼儿通过角色代入、

材料创造与协作反思实现意义建构。维果茨基的“最近发

展区”理论强调，幼儿通过社会互动与符号工具的使用实

现认知跃迁，这一观点为本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2]。例如，

幼儿用夹子模拟拔牙钳的行为，正是符号工具中介作用的

具象化体现。本研究将政策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框架：

通过分层材料投放降低认知负荷，通过角色体验活动深化

情感理解，通过家园社协同机制拓展游戏场域 [3]。

政策与实践的双向互动进一步强化了研究的现实意义。

《指南》提出“重视幼儿学习品质培养”[4]，如图 1，本研

究通过三轮教研行动，系统构建并形成了“材料分层投放—

角色深度解析—家园社协同支持”的实践框架，旨在回应

政策对游戏化教学的期待。例如，材料投放策略从初期使

用老虎头饰等高结构实物道具入手，逐步转向低结构材料

的开放性选择，既遵循幼儿认知发展规律，又呼应了《指南》

中“支持幼儿创造性表达”的要求 [5]；教师介入策略从高频

干预转向隐性支持的调整，则体现了对“尊重幼儿自主性”

原则的实践转化 [6]。

材料分层投放 角色深度解析 家园社协同支持

三轮教研行动

图 1 “材料分层投放—角色深度解析—家园社协同支持”实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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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动探索：教研共同体协同推进的实践路径

表演游戏的实践探索依托于行动研究法的循环模式，

通过“计划—实践—反思—再计划”的教研路径，逐步优

化游戏设计与支持策略。研究团队由班级教师、年段教研

组及家长代表组成，形成“教师实践—教研支持—家庭反馈”

的动态协作机制。

2.1 首轮探索：材料启蒙与角色分配

首轮行动聚焦于材料投放与角色分配的基础搭建。教

师组织“实物道具展览会”，提供老虎头饰、牙医服装等

高结构道具，帮助幼儿建立角色认知。观察发现，幼儿虽

能准确识别角色身份，但对道具的依赖性较强，创造性行

为受限。在部分典型案例中，幼儿因争夺牙医服装发生冲突，

暴露出了游戏设计中存在的角色固化与材料单一的问题。

教研组随即调整策略，在美工区增设“百宝箱”，鼓励幼

儿利用纱巾、夹子等低结构材料自制道具。

2.2 次轮深化：角色体验与介入优化

次轮行动引入“角色体验工作坊”，通过沉浸式活动

深化幼儿对角色情感的理解。例如，幼儿在闭眼咀嚼硬糖

后描述“咬不动食物很伤心”，表明其共情能力在角色体

验中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同步调整教师介入策略，从

直接指令转向隐性示范——播放幼儿日常活动视频，引导

其观察同伴的“害怕”表情，减少语言干预频次。家长反

馈显示，幼儿在家复演“老虎看牙医”时，能结合课堂经

验独立完成对话设计。

2.3 终轮整合：家园社协同与环境拓展

终轮行动重点构建家园社协同机制。教研组联动社区

资源，将户外场地改造为“森林剧场”。在宽敞的室外环境中，

幼儿的奔跑距离得到增加，其肢体表达的丰富度显著提升。

此外，利用可移动隔断划分表演区、道具站与讨论角，优

化教学空间的利用率。家长参与制作的“家庭表演任务单”

进一步延伸了游戏场景，形成“课堂模仿—家庭巩固—社

区展示”的完整闭环。

三、实践图景：游戏中深度学习的生成逻辑

3.1 材料投放：从实物依赖到符号创造

材料策略的阶段性设计遵循幼儿认知发展规律。初期

提供老虎头饰、牙医服等实物道具，降低中班幼儿的认知

负荷，但过度依赖高结构材料抑制了创造力，例如幼儿坚

持认为“没有牙医服就不能扮演医生”。在进阶阶段引入

百宝箱策略，幼儿用纱巾制作披风、用夹子模拟拔牙钳，

创造性行为占比显著提升。在高阶阶段完全开放材料选择，

幼儿将口罩剪裁为假牙，并用泡沫积木搭建“森林小屋”，

实现了从具象模仿到抽象表征的跨越。上述过程体现了幼

儿通过材料操作重构认知的经验发展路径。

3.2 角色解析：从机械模仿到情感共情

角色理解的深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多元活动的

浸润式体验逐步实现。以“语音魔方”工具为例，教师录

制了老虎疼痛时的低吼、狐狸狡黠的窃笑等角色专属声音，

幼儿在模仿中自发将听觉感受转化为肢体表达——扮演狐

狸的幼儿踮起脚尖、弓腰缩肩，模仿动物轻巧的步态；扮

演老虎的幼儿则双手捂脸、眉头紧皱，模拟牙疼时的痛苦

表情。这种“声音—动作”的联觉表达，使得角色塑造从

单一的语言复述升华为全身心的情感投射。

3.3 教师介入：从高控干预到隐性支持

教师角色的转变是表演游戏深化的关键。首轮行动中，

教师频繁介入导致幼儿自主解决问题率较低。通过教研反

思，教师制定了“30 秒观察原则”——当幼儿争论道具分

配时，延迟介入促使冲突自主解决。同时，介入方式从直

接指令调整为情境支架，例如布置“恐惧指数墙”，用表

情贴纸量化角色情绪强度；通过提问“如果你是狐狸，怎

么让老虎相信糖是好东西？”，激发策略性思考。在终轮

行动中，教师介入频次显著降低，幼儿创造性表演占比大

幅提升。

四、困境突破：教育生态中的空间优化与协同共育

4.1 游戏空间优化：从拥挤到开放的实践探索

班级环境的物理限制曾是实践中的不可忽视的挑战之

一。在初始阶段的表演游戏中，狭窄的教室空间导致幼儿

肢体动作拘谨，频繁碰撞道具，甚至因行动路线交叉引发

表演中断。为解决这一问题，教研组提出“蜂窝式布局”

优化方案：利用可移动隔断将教室划分为“表演区”、“道

具站”与“讨论角”，每个区域功能明确且相互独立。例如，

在表演区铺设绿色地垫以模拟森林草地，在道具站设置开

放式货架陈列头饰、纱巾等低结构材料。空间布局调整后，

幼儿能够自由穿梭于不同区域，道具取用效率显著提升，

同时减少了因拥挤导致的干扰。

幼儿深度学习效率的进一步突破来自户外场域的拓展。

教研组与社区合作，将幼儿园户外草坪改造为沉浸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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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利用废旧轮胎堆叠成“山洞”，悬挂藤蔓装饰模

拟“丛林”，并搭建木质平台作为“小动物舞台”。在此

开放环境中，幼儿奔跑距离较室内增加两倍，肢体舒展度

得到显著提高。例如，扮演老虎的幼儿在草地上翻滚模仿

疼痛，扮演狐狸的幼儿踮脚穿梭于“藤蔓”间，动态表演

的丰富性得以充分释放。这一实践再次印证了环境对幼儿

自主探索的赋能作用，空间的开放性直接促进了创造性表

达与协作能力的提升。

4.2 家园共育：从质疑到协作的实践突破

物理空间的突破仅限于表层，更深层的实践难点在于

教育主体对表演游戏价值的认知重构。研究初期，约三分

之一的家长将表演游戏简单视为“娱乐活动”，对家庭延

伸任务参与度较低。为扭转这一认知偏差，教研组策划“亲

子道具共创展”：邀请家长与幼儿共同设计并制作表演道

具，如用废旧纸箱拼贴“老虎牙齿模型”和用布料缝制“狐

狸尾巴”。在活动中，家长能够观察到幼儿通过道具创作

来自主设计角色台词，从而逐步理解并认可表演游戏对语

言表达与社会性发展的隐性价值。

教师的角色转变同样构成实践突破的关键。教研实录

显示，教师因“担心失控”而频繁介入游戏，导致幼儿自

主解决问题率不足两成。通过教研组的集体反思，教师逐

步接纳“适度混乱是创造的前奏”，及时调整介入策略。

例如，当幼儿因争夺牙医服装争执时，教师延迟介入，观

察幼儿通过“轮流使用”和“共享道具”等方式自主化解

冲突。上述从“高控干预”到“信任赋权”的转变，体现

了教师对游戏本质的深度理解——表演游戏的价值并非程

式化演绎，而是通过试错与协商促进幼儿的深度学习。

4.3 多元共育：游戏生态中的协同成长

空间与意义的双重突破，揭示了教育生态系统的动态

平衡逻辑。物理空间的重组为幼儿提供了“身体自由”，

而意义空间的协商则赋予游戏以“精神深度”。在此过程

中，家长从“旁观者”转变为“合作者”，教师从“导演者”

蜕变为“观察者”，幼儿则从“表演者”进阶为“叙事建

构者”。这种多元主体的协同进化，不仅响应了《指南》

中“家园社协同育人”的政策要求，更在实践中诠释了“游

戏作为幼儿生命成长载体”的深层价值。

五、未来图景：走向游戏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表演游戏的可持续发展需依托系统性支持体系的构建。

课程资源库的开发是首要任务，整合分层材料清单、家园

任务卡与教师介入案例，形成可迁移的实践模板。例如，

“语音魔方”工具通过录制角色语气音频（如老虎的怒吼、

狐狸的狡笑），帮助幼儿深化角色共情，此工具可拓展至

其他故事表演，成为跨情境的教学资源。此外，“森林小屋”

场景设计方案可转化为模块化模板，支持教师根据班级条

件灵活调整环境创设，激发幼儿的符号表征能力。

教师专业成长是生态化发展的核心。依托“介入策略

工作坊”，采用“视频切片分析法”还原真实教学场景，

引导教师对比高频干预与延时支持的效果差异。例如，截

取幼儿在材料冲突中自主协商的片段，与教师直接介入的

案例对比，深化教师对“适度放手”理念的理解。同时，

开发“游戏推进表”，记录幼儿在表演中的创造性行为（如

用口罩制作假牙、夹子模拟拔牙钳），为教师实施个性化

指导提供依据。

政策衔接机制的完善为实践提供制度保障。参考《指南》

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构建“表演游戏质量指标”，

将幼儿的“创造性表达”和“合作解决问题”等维度纳入

园所评价体系。例如，通过观察幼儿在游戏中是否灵活使

用低结构材料、是否主动协商角色分配等现象，评估其深

度学习水平。此外，家园社协同评价档案的建立将进一步

拓展评价主体，记录家庭任务单的完成情况、社区提供的

户外剧场资源等，形成多元共评的实践模型。

表演游戏中深度学习的实现，是材料、角色与人际互

动的动态共生过程。物理空间的重组与意义协商的突破，

彰显了教育生态系统中“环境—主体—文化”的协同进化。

未来，通过资源开发、教师赋能与政策创新的三维联动，

表演游戏将在幼儿园课程体系中持续焕发活力，为培育具

有创造力与共情力的新时代儿童奠定基石。

六、结语

本文所述的实践研究揭示：幼儿的深度学习发生于“材

料—角色—人际”的交互网络中，教师的专业智慧体现为“精

准支架”而非“全面掌控”。本次教研行动中所形成的“材

料分层投放—角色深度解析—家园社协同支持”实践框架，

有望为在开展表演游戏中实现幼儿的深度学习提供重要指

导。在未来，可进一步研究探索数字技术对游戏意义空间

的拓展，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表演游戏的本土化实践路径。

唯有在理论深耕与实践创新的双向互动中，方能实现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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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学的生态化发展，为培育具有创造力与共情力的新时

代儿童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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