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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定义
自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化的进程

一步步走来，由于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高效，
父母和家庭有效地利用了孩子的闲暇时间，其中大部分游戏的时
间被他们所占据；城市化过程使得原本宽阔的生活空间变得渺小，
人们的住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传统的小院落变成了封闭式
楼房。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没有地方可以进行民间游戏，现代技
术的发展给孩子们带来了不同的娱乐游戏，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
种游戏所带来的游戏体验。从那时起，民间游戏在现代社会中逐
渐消失，并逐渐远离儿童的生活。民间游戏概念：民间游戏是产
生流传于人民群众、主要是青少年儿童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形
式、规则、内容又可因时因地发展变化的,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
以玩耍为目的的小型嬉戏娱乐活动。

2  民间游戏和现代游戏的现状
游戏娱乐是儿童的生命本性，任何一个年代的儿童总是在各

种游戏中获得不断发展与成长。民间游戏经过每一代人的传承已
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间游戏之所以能够得以
广泛流传保存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因就就是它本身具有娱
乐性和浓厚的文化趣味性，而这种浓厚的趣味性往往就是反映在
民间游戏的主要内容、形式甚至整个游戏过程中。

3  民间游戏和现代游戏结合的意义
幼儿的心理特点是好动、好学和好模仿，民间游戏不仅符

合这一特点，而且又容易让幼儿懂也容易让幼儿学会。在游戏时
还可以让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游戏，使每个幼儿的手、口、脚等
肢体上的动作等都能够协调性地发展。此外大多数民间游戏都在
户外进行，在户外的阳光下可以增强幼儿身体的免疫力,从而真正
让幼儿达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重要目的。

4  学前教育中民间游戏现代游戏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策略
研究

4.1民间游戏和现代游戏存在的问题分析
（1）不想利用。很多教师在面对大量的丰富的教学资源的前

提下，组织游戏时不愿意开展民间游戏，他们认为民间游戏的组
织浪费时间，同时也会消耗大量的精力，而实施的效果反而没有
现代教育资源好，因此很多教师在开展民间游戏的过程中，存在
着意识淡薄的问题。

（2）不敢利用。相比于一般游戏来说，民间游戏以其独特的
民族性和地域性著称，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游戏形式，很多教
师在实际的开展游戏过程中，往往存在着畏惧的情绪，不敢利用
是他们在开展民间游戏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也阻碍了民间游
戏在学前教育阶段的发展。

（3 ）不会利用。幼儿园教师团队的教师们往往偏向年轻
化，在组织与利用民间游戏方面存在着缺乏经验的问题，同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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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间游戏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史悠长，并随着人类社会时代的发展与变化而不停的发展与变革。然而由于现
代工业化与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到来，该游戏慢慢被现代人们所忽视与淡化，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它对当今幼儿教育仍然有着丰
富的教育价值。民间游戏在幼儿园的开展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对幼儿的发展与成长以及幼儿园的课程改革都有重要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然后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使民间游戏真正融入到幼儿园的实际教
学当中，发挥民间游戏的作用，从而为游戏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案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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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操作方式和操作模式十分匮乏，形式化和简单化的问题是教
师在开展民间游戏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既不能发挥学生的主体
性，也容易造成民间游戏的功能缺失，无法发挥民间游戏的真正作
用。实际上，在教师进行游戏开展的过程中，要真正意识到民间游
戏的重要性，然后对民间游戏的性质、模式以及组织方式等进行不
断的探索与优化，真正发挥民间游戏的优势，使民间游戏融入到现
代游戏当中，从而提高幼儿园游戏活动的丰富性。

4.2关于民间游戏和现代游戏结合的建议
（1）更新对开展幼儿园民间游戏的认识和观念，是促进和保

证幼儿园民间游戏顺利开展的重要手段和条件。当前幼儿园还有
一部分教师对于民间游戏存在一些认识上的不足，同时，“领导不
重视”、“家长不理解”等一系列因素也成为了影响这一部分幼儿
园教师开展各种民间游戏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更新民间游戏
的观念，首先，幼儿园和教师需要改变对当前的民间游戏的态度，
提高对于民间游戏的理解和认识。其次，可以通过组织和参加有
关幼儿园和家长集体的培训、教师之间的学术研讨和交流等活动，
增加教师对民间游戏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改变对民间游戏的观念。

（2）教师和幼儿家长们都应该特别注意，对一些关于民间童
谣游戏的操作难度和游戏内容进行一些改编时，要使其变得能够
充分适应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同时还应该注意改编一些关于民间
游戏童谣的一些内容，使其变得能够充分符合这个时代的发展要
求和文化特点，即具有时代性的基本原则。

（3）对规则则和组织形式进行改编与创新，在具体操作中，有
的民间游戏可能不太符合幼儿的年龄，对幼儿来说难度较大，因
此，教师要对规则与玩法进行恰当的改编，让其更加适合幼儿的
发展。

5  结束语
本篇从多个角度论述了民间游戏在幼儿园中的应用，民间游

戏所代表的是民间传统文化，通过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展开和
实施，既能对民间游戏做到传承与再创造，也能提高学生们的民
族意识，这相对于现代化的游戏来说，更能培养学生的天性，增
强学生的认知，虽然在民间游戏应用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
的不可持续性和不可操作性，但教师只要真正意识到民间游戏的
重要性，并不断通过模式上的优化、方法上的改变以及思路上的
创新，就一定能最大程度上推进民间游戏与现代游戏的结合，使
民间游戏得以在幼儿园中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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