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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游戏是指幼儿通过建构各种材料来塑造物体形象，反映
日常生活的外貌特征或心中遐想世界的一种游戏。建构游戏有利
于充分发挥幼儿的想象力，提升幼儿的专注力、动手能力和合
作能力，目前被广泛应用在各类幼儿教育机构中。作为幼儿教
师，如何设计教学、如何在幼儿游戏的过程中发挥支持性的作
用、如何评价幼儿建构游戏的表现，也是学界一直关注和思考
的热点话题。

1  幼儿建构游戏的教学设计
教案是教师实施教学的基本依据，是顺利开展教学的基本保

障，也是教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的基本手段。实施幼儿建构游
戏教学首先需要制定完善的教案，即教学设计。

1.1对象分析。教学对象不同，教学设计也不同，幼儿教师
在制定教案前须进行客观的对象分析。首先是个体分析，幼儿教
师需要通过日常观察和与家长沟通的方式，掌握幼儿个体的性格
特征、语言表达能力、想象力、专注力、动手能力和互相合作能
力水平，逐个记录在表。其次在个体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
析掌握班级幼儿的整体情况，比如：男女比例、性格特征、幼儿
综合水平等。为后续指导幼儿参与建构游戏、选择游戏材料、幼
儿分组等教学活动提供客观依据。

1.2教学设计。建构游戏教学设计中，首先应处理好教师与
幼儿的关系，幼儿是实践者；教师则是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
观察者、参与者。幼儿是主体，起着主导的作用。其次要针对幼
儿的客观情况，选择适宜的游戏场所、游戏材料、游戏时间，创
设游戏环境；第三教师结合幼儿的实践及观察设计好整个教学过
程，选择一个建构游戏主题、鼓励幼儿自主收集建构材料，准备
相关的建构材料、便于幼儿进行建构游戏、过程记录表等等。最
后要制定科学的游戏评价体系，对幼儿的表现进行准确评价。

2  幼儿建构游戏的组织与实施
2.1材料收集。在确定建构游戏的主题后，发动幼儿的积极

性和想象力，了解幼儿的建构想法，做好统计，收集幼儿完成游戏
所需的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分析，排除有害材料或者容易导致幼儿
受伤的材料，以节约环保为原则采取众筹的方式收集，向幼儿和家
长说明，请幼儿和家长共同收集材料，最后形成收集清单。

2.2规则讲解。在幼儿开始建构游戏前，应向幼儿详细讲解
游戏规则。首先鼓励幼儿自主想象和创设主题，引导幼儿走进建
构游戏的主题当中，调动幼儿的建构积极性，让幼儿有积极参与
建构游戏的兴趣，追随兴趣生发丰富多彩的建构游戏。其次要引
导幼儿预设建构目标，选择需要用到的建构材料。第三要让幼儿
了解注意事项，比如：使用材料和工具的安全提醒、场地的秩序
以及互相合作意识等等。

2.3现场支持。结合《指南》及课程游戏化精神，给予幼儿
适切的现场支持是幼儿顺利建构游戏的重要保障。教师从氛围营
造、个别指导、秩序维护、观察记录、相互学习等方面支持幼儿
建构游戏。关注幼儿游戏的过程，与幼儿进行有的放矢的互动，及
时准确发现幼儿遇到的困难，鼓励幼儿积极创作，科学选择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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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进行游戏。事先准备好幼儿观察记录表，对幼儿的游戏情况及
表现进行客观记录，必要时将游戏过程进行全程录像，为后续教
学评价积累素材；建构游戏结束后，对幼儿的游戏作品进行拍照
留档。指导幼儿善始善终，共同整理好材料和工具，引导幼儿相
互参观交流，共同提升。

3  幼儿建构游戏的评价
科学有效的评价既是教学的基本要求，也是帮助幼儿提升能

力、教师全面总结的主要方式，幼儿教师应科学选定评价依
据、评价方式，做出科学评价。

3.1评价依据。幼儿教师应在教学设计环节，设立评价观察
点，结合教学实践经验，观察点应包括幼儿的态度，比如幼儿是
否积极参与游戏、积极准备材料、认真理解游戏规则等；幼儿的
想象力和表达力，比如：幼儿的发散思维、思维的客观性、对物
体的描述等；幼儿的游戏规则意识，比如：幼儿是否完全理解游
戏规则、是否遵守现场秩序；幼儿的动手能力和应变能力，比如：
幼儿是否能够按照自己的想象准确得构建物体，是否能够及时调
整策略，以及确保自身安全等；幼儿的相互合作意识，比如幼儿
是否有利他的意识，能否合理接受他人建议，能否主动提供帮助
等；幼儿的游戏作品，比如：作品的合理性、创意性等。

3.2 评价方式。评价主体可分为教师、幼儿、家长等三类；
评价事项可分为游戏准备、游戏建构、建构成果等三类。具体方式
可参照，教师通过全程记录，对幼儿在游戏准备、游戏建构过程中
的的态度、想象力、表达力、规则意识、动手能力、应变能力、相
互合作意识等给出评价。幼儿在游戏完成后根据各自的印象和作品
的喜好程度进行互评。家长通过网络参观幼儿作品，给出评价。

4  思考与努力
幼儿建构游戏是培养幼儿观察生活、思维想象、设计创

作、动手制作、相互配合和规则意识的优秀教学手段，需要幼儿
家庭、教师、幼儿、幼儿家长积极参与的活动。幼儿教师承担着
教育教学活动的设计、引导幼儿、教育和管理幼儿的的关键作用，
幼儿教师应积极发挥支持性作用，在学术上应加强交流，在教学
上不断强化教育教学水平，在管理上不断提升幼儿园教育和家庭
教育的融汇贯通，为立德树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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