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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幼儿很快就会踏进小学校门，这是孩子的关键阶段之
一，孩子是不是能够顺利地从幼儿过渡到小学生，顺利适应小
学生活，幼小衔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质而言，尽管幼
儿园与小学教育二者无论是在活动内容还是在教学方法等方面军
有着明显的区别，然而，它们的目的是相同的：推动孩子有效
学习而开展的教育。所以，该环节中，怎样准确了解他们的发
展特点，尽可能的调动他们的主体性，进一步改善该阶段的教
育质量是今后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1　游戏化教学支持幼小衔接的可行性
幼儿和小学生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因此老师使用的教育方

法常常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孩子一般无法尽快适应这一变
化，于是就形成幼小衔接问题。针对上述难题，可以通过以下
措施来处理：首先，在幼儿园中引入小学化教学模式，使他们
到小学之后可以尽快适应新的情况，该做法明显不合理。其
次，保留二者教学的不同之处，设计相应的过渡阶段，为孩子
提供能够支持，使他们逐步适应小学生活。而过渡阶段所采用
的教法，应当拥有幼儿园教学的特点，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减轻
他们的不适应。具体可以采用游戏化教学方法，即把游戏活动
和教学活动结合在一起，使他们可以在一个较为愉悦的游戏活动
中学到知识，可以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改善教学成效，
这正是契合了“寓教于乐”的理念。因此，这种方法进行幼
小衔接阶段的教学，是与孩子的心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有助于
推动孩子们顺利完成过渡期。

2　角色游戏教学开展的误区
2.1角色游戏没有融入教学内容
在衔接期间，一些老师由于未弄明白角色游戏教学的内涵，

错误地把角色游戏与游戏化教学混为一谈。因老师并未充分理解
角色游戏的重要性，认为在教学中玩角色游戏就是游戏化教学。
于是只是单纯地将幼儿园中的游戏搬到课堂，虽然在课堂上也能
看到幼儿积极参与活动，但是由于这些游戏没能较好地融入教学
内容，因此并不能将其称角色游戏教学。

2.2角色游戏偏离儿童喜好
角色游戏教学中，是老师按照教学内容认真设计的。而幼儿

园教学中的角色游戏目的是为了推动孩子们全面发展，并未强调
学习知识，所以其中包含了相对较少的教学内容。一些老师在幼
小衔接教育过程中，鉴于幼儿园教学过程中的角色游戏不能融入
大量的教学内容，因此往往会按照教学内容设计新的角色游戏。
但是，老师一味地强调教学内容，使得所设置的角色游戏没有注
意到孩子的偏好，最终影响到他们参与的积极性。

2.3角色游戏轻教学设计
角色游戏教学要想获得顺利推进，老师必须按照教学内容设

置合理的角色游戏。不仅如此，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老师还应当
充分兼顾到孩子的身心特点，充分确保角色游戏可以调动他们的
积极性，使他们积极投入到活动之中。为此，教师在追求对角色
游戏的设计时，很容易走入另一个误区——重表现形式而轻教学
设计。在实际的教学中，如果“形式大于内容”，那么在课堂教学
中虽然有热闹景象，但是教学目标的达成度往往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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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角色游戏在学生的幼儿园教育时期教育不可估量的价值，作为幼儿教师，对于学生的幼小衔接时期的教育要注重方式
与方法。为了培养幼儿的自主性，在幼小衔接工作中应时刻不忘游戏是幼儿学习的基本活动，只有在游戏中他们才能更顺利更自然
地过渡为一名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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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发挥角色游戏在幼小衔接中的价值
3.1 通过角色游戏，培养学生的观察力
角色游戏是学生通过扮演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人物，将其

特征演绎出来 而这便需要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见到不同职业或者不
同性格特点的人留心观察，并认真揣摩人物特点，从而使其演
绎出的人物更加逼真，能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专注度与观察能
力。例如，司机是学生常见的人物，教师可让学生观察司机工
作角色。学生所扮演公交车司机时，将司机观察门口是否有人
时的眼神及表情表演得惟妙惟肖。通过这一游戏，使学生学会
观察生活中细节的方法，从而增强其在今后观察能力。

3.2 通过角色游戏，增强学生的沟通能力
在幼儿园阶段，学生在生活与学习环境中接触最多的便是教

师，并且教师起着看护和照顾学生的作用，这样一来，学生彼
此之间交流的时间较短，协作机会也不多。那么，对于幼儿园
时期的角色游戏则能为学生步入小学后的学习与生活奠定了基
础，因为通过角色游戏，学生相互之间沟通，将人物与的交流
演绎得十分逼真，这样一来，学生便与他人之间的沟通时间变
长，并且在彼此交流的过程中，学生逐渐注重其沟通的技巧与
表达能力，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角色
游戏使学生在幼儿园阶段的学习与生活不再片面地围绕教师，而
是更多地与其他学生进行接触，从而在学生步入小学阶段时，
其对与其他学生的沟通不再陌生不再胆怯。

3.3通过角色游戏，拓展学生的协作能力
幼儿园时期，教师为保证学生的安全，对于学生活动的环境

十分注意，并且控制学生活动的范围，甚至一些游戏的时间均是
与教师单独度过。长此以往，学生幼儿园教育时期便逐渐地失去
了同其他伙伴合作的机会，甚至对于学生来说，在其脑海中并不
存在团队合作的意识，那么，其团队协作意识与能力便无法形成。
而角色游戏则一定程度上需要学生彼此之间相互配合，从而将扮
演角色真实地展现出来因此，角色游戏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意
识与能力，为学生奠定了成长基础。例如，消防员是我们生活中
并不陌生的职业，火灾现场经常为我们传递正能量，而教师组织
学生演绎消防员救人，使他们彼此合作，由此才能够他们逐步养
成合作精神。

综上所述，通过角色游戏教学进行幼小衔接教育，表面上比
较容易，要想取得实效却很难。老师应当在充分兼顾到角色游戏
教学特点和主要因素的前提条件下，防止完全脱离教学内容，唯
有如此，才可以更好地推动孩子完成幼小衔接阶段的顺利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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