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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游戏评价中，教师更加重视结果评价，幼儿过程的

表现被教师忽略，教师以目标为导向，进行终结性评价，这种评

价模式忽略幼儿在游戏过程的表现、忽略幼儿的兴趣需要、忽视

幼儿的主体地位，也限制了幼儿在游戏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因

此研究幼儿游戏评价也成了学者们的研究热点。基于“中国知网”

数据库，以“游戏评价”为检索词，以“篇名”为检索项，以“精

确”为匹配类型，时间跨度从201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10

日，检索到的文献共计80篇。本文将从研究数据分析、研究内容

与研究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对“中国知网”上的发表的80篇关

于游戏评价的文献进行分析。

1  游戏评价研究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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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游戏评价一直以来都是学前教育领域所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对幼儿游戏评价尝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之发

挥评价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将从数据分析、研究内容以及研究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对“中国知网”中国内关于幼儿游戏评价

的论文进行归纳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反思目前国内幼儿游戏评价存在的不足，探讨未来幼儿游戏评价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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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aluation of children's games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children's games, we try to find and solve problems, so as to bring the tru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evaluation into play. This article will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papers on children's game evaluation in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data analysis,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earch problems. On this

basis, it will summarize and reflect on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domestic children's game evaluation, and explore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of

children's gam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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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献的年份分布分析

通过对期刊文献发表的时间统计分析，可以大致了解游戏评

价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关于游戏评价的研究以2017

年为分界线，前期呈现上升趋势，后期呈现波浪式发展，证明在

游戏评价领域尚未形成共识，还有继续研究的空间，这说明未来

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关注游戏评价的学习理论及其应用得

到研究。（见图1）

1.2游戏评价研究的角度

如表1 所示，对“中国知网”中游戏分析可知大部分研究

都涉及到游戏具体领域的研究，这表明了学者们希望将游戏评价

的理论应用到具体的教学当中，用理论指导实践。

图1    游戏评价总体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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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游戏评价研究的角度

2   幼儿游戏评价研究内容分析

2.1幼儿游戏评价定义

对于幼儿游戏评价，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定义。黄慧

萍（2013）认为幼儿游戏评价是幼儿游戏结束以后的重要环节，通过

游戏评价调整优化游戏，促进幼儿思维的发展，是先实现游戏最优化

的有效途径。高瑾(2015)认为游戏评价就是儿童发展的真实评价，游

戏是可以充当衡量儿童成长和发展的评价范式。丁海东（2022）教授

指出：一是对学前游戏教育作用的评价，二是学前游戏发展水平的评

价，三是学期游戏环境创设的评价，四是对教师在游戏过程中的现场

指导的评价。严厉琴（2022）认为游戏评价就是改进游戏过程，提升

游戏质量的关键环节。由此可见，幼儿游戏评价是幼儿为主体，对幼

儿在游戏前中后三个阶段进行评价的一个过程，通过游戏评价的过程

幼儿分享游戏过程，及时调整游戏中的不足，改变游戏策略，提升游

戏质量，促进幼儿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教育评价。

2.2幼儿游戏评价的理论基础

2.2.1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是学生自己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知识不

是被动由教师传授，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情景即社会文化背景

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条件，通

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学生只有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与

同伴的交流互动中才能主动的建构知识，获得知识。幼儿游戏要在一定

的情景下，以幼儿为游戏的主体，幼儿在游戏中利用先前的经验更好的

建构新知识，建构主义理论为幼儿游戏评价的标准提供了新的思路。

2.2.2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人本主义理论更加关注学习者的个人知觉、情感、信念、意

图等，注重发展学生的个体独立性，以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人

本主义心理学家代表人物罗杰斯认为，教师的任务不是教学生知

识，而应当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幼儿游戏应更加关注幼

儿在游戏中的情感体验，作为游戏评价的重要标准。

2.2.3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

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低层次到较

高层次排列。当人们的生理需求的到了满足后，人们只有通过

与他人的交往才能满足其归属于爱的需求。通过对幼儿在游戏中

表现评价幼儿的需求是否的到满足。

2.3幼儿游戏评价的功能

幼儿游戏评价涉及幼儿园的各个领域，以下通过分析“中

国知网”关于游戏评价的相关文献期刊，从幼儿游戏评价功能的

共性进行论述。

2.3.1促进幼儿的发展

游戏是幼儿园最常见的一种活动方式，也是幼儿最喜欢的活

动方式之一，通过对幼儿在游戏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评价促进幼儿

在游戏水平以及各个方面的发展，通过了解幼儿现有游戏的经验

和水平，最终使教师更好促进幼儿在最近发展区中更好的发展。

2.3.2提升教师开展游戏能力

通过对幼儿游戏的评价，教师了解在游戏过程中的不足，如

在游戏中的教师支持，教师如何、什么时机介入，游戏的内容是

否得以完成等，教师游戏评价过程中进行反思，找到不足，进而

分析并找到原因，逐渐提高教师开展幼儿游戏的能力。

2.3.3转变游戏评价观念

传统的游戏评价注重结果，利用结果效果评价游戏的好坏、

教师是否顺利完成游戏的教学内容，忽视幼儿、忽视游戏过程，随

着教育理念的转变，提倡“以人为本”评价不在是为了目标而服

务，而是如何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关注幼儿的发展，目前越来

越多的专家学者、一线幼儿教师关注幼儿游戏评价领域，为幼儿

游戏评价提出专业的建议，转变以往人们对评价的态度以及做法，

使评价更好的服务与幼儿的成长。

2.3.4反馈游戏的结果，及时调整

游戏评价能及时有效的反馈幼儿在游戏过程中的表现，教师做到

及时调整游戏策略，目的让幼儿更好的在游戏展现自我，体验游戏带来

的乐趣，使游戏始终处于幼儿的最近发展区内，使游戏与幼儿更加契合。

2.3.5促进游戏活动的有效开展

在幼儿游戏活动中进行有效评价，主要分为俩个阶段，一个

是活动前的经验性评价，主要是为了了解幼儿现阶段的游戏能力，

为后续的游戏活动的准备以及引导提供保障，二是游戏后的评价，

帮助幼儿分析游戏活动的开展状况，引导幼儿思考并激发新的游

戏行为，最终促使游戏活动的有效开展。

2.4目前幼儿游戏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在日常的幼儿游戏活动评价中，或多或少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评价过程中评价的主题内容不够明确，评价方法更多的依赖教师

的点评，单一的评价就会对评价者存在观点片面或者标准不全等判

断，最终会误导实践中的教学活动，不利干成人对幼儿游戏全面的

客观的认识和理解，最终不利于幼儿游戏活动全面开展。

2.4.1评价的主体不确定

研究角度 其他背景研究 宏观研究 涉及具体领域研究

文章篇数 27 22 31

所占比例 33.70% 27.50% 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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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幼儿游戏评价之前，首先我们要确定评价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要评价评什么、以什么标准进行评价。评价不仅仅

是在游戏之后，幼儿游戏的过程是教师值得去关注的。现阶段

存在的问题是误解了评价的对象和内容，评价的对象应该是幼

儿，评价的内容应该是幼儿游戏中的材料的选择、主题的确

定、幼儿参与游戏的程度、幼儿对规则的遵循、幼儿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及教师游戏组织水平和游戏的效果等。在很多的游戏教

学评价活动中，教师未能确定评价什么，最终导致评价活动无

法开展，评价的有效性得不到保障，评价的后续性不了了之。

2.4.2评价的方式单一

在游戏评价的过程中，被评价主体的主动性常常被忽略，

教师的“评”一直都在主导地位，幼儿的主动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

挥，常常使得幼儿在评价活动过后依旧会重复原有的问题或者疑

惑。回顾作为主要的评价方式，应该将教师的“评”引导为幼儿的

“说”，充分调动幼儿的主动性，让幼儿去回顾去表达游戏中的表

现，在幼儿“说”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反思自我评价。一

些教师缺乏对游戏的观察与分析，也不具备相应的评价方法和技

巧，仅凭自身的主观印象去评，教师一味的“评”，幼儿也是象征

性的“听”，这些都是教师不知道如何进行游戏评价的体现。同时，

评价幼儿游戏也要将幼儿交往方式、交往对象，幼儿在游戏中的真

实表现以及解决问题的过程列入评价范围，记录并分析，做到评价

更全面，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2.4.3评价标准太主观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明确评价的目的是了

解幼儿的发展需要，以便提供更加适宜的帮助和指导。对幼儿发展

状况的评估，要注意游戏的质量取决于幼儿的发展水平，每一次游

戏的评价又会促进游戏发展，所以在游戏评价中，要实施多元化评

价，从而保障游戏平价的有效性，提高游戏质量。评价的目的是通

过在开展游戏与教学教育的过程中。做出客观的总结，并发挥促进

幼儿发展的作用。很多幼儿教师在评价幼儿游戏时，并没有掌握专

业的知识与技巧，没有针对到幼儿游戏的过程中，甚至有一些教师

也不了解游戏的情况，评价时也是随便的说几句，没有结合现场的

实际情况进行评价，最终评价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3.1.1 从上述文献数据统计来看，自从2012 年开始，关于

游戏评价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更多的专家学者一线幼儿教师开

始关注幼儿游戏评价。随着幼儿游戏评价研究的不断推进，游

戏评价也由过去的注重结果转向过程、由游戏本身转向关注幼儿

在游戏中的体验感等，游戏评价也作为一种教育评价越来越多的

应用到幼儿园日常游戏教学活动中。

3.1.2从幼儿游戏评价的研究角度可以看出，对于幼儿游戏

评价研究大部分是涉及五大领域的不同角度，这说明对幼儿游戏

评价的应用逐渐由理论走向了实践，广大幼儿教师探索将游戏评

价与幼儿园各个教育领域进行结合，更好地促进幼儿在游戏中地

同伴交往能力、语言发展能力、身体素质等各方面地发展，也

能促进幼儿游戏更好更有效地开展。我们从游戏评价的涉及的教

育领域分布上也可以看到，虽然游戏评价涉及领域比较广泛，

涉及到了区域游戏、角色游戏、建构游戏、体育游戏、益智

游戏、自主游戏等不同领域，但所涉及到的领域是不均衡的。

3.1.3从幼儿游戏评价整体的研究与幼儿教育中其他研究来看，

关于幼儿游戏评价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还有待提升进步的空间，但

通过近年来关于游戏评价的热度在逐年上升，说明关于如何提高游戏

评价的有效性引起广泛关注，虽然微观层面较宏观层面多一些，但总

体研究还较少，因此，要加强游戏评价的宏观、微观层面的研究。

3.2展望

3.2.1研究者要加强与一线教师的合作，皆在用游戏评价的

最新理念指导一线教师的游戏评价活动，同时，根据一线教师

在开展游戏评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展开理论研究。

3.2.1国内国外都非常重视游戏在幼儿发展的重要作用，认

为游戏对于幼儿的成长是不可或缺的，对游戏评价有效开展，促进

幼儿全面发展的反面，中西方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西方个性张

杨、强调个性，而中国人含蓄内敛，在游戏中偏向于合作互动进行

游戏，因此对于游戏评价，我们不能盲目照搬外国的游戏评价理

论，应与我国的国情和幼儿在实际的游戏活动开展中的真实表现进

行有效评价，科学地理解合作游戏评价地内涵，把握其本质精髓，

更好为促进游戏的有效开展、幼儿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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