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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幼儿的幼儿园教育中，游戏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对于幼儿的正常成长发育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幼儿游戏对

于幼儿园小朋友初步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

用。游戏可以帮助小朋友形成乐观的，积极的，正向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并在游戏中可以学习到与别的小朋友正常交流的方

法以及共同面对困难、完成挑战取得胜利的积极精神，有助于

小朋友在同伴群体中学习到广交朋友、学会合作和解决矛盾的

一种有效的途径。游戏可以帮助小朋友获得归属感以及社会

化，能使小朋友学会承担一定的责任[1]。如何使小朋友能够正

确的在游戏中学到对自己成长发育有意义的东西，老师的存在

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为了验证老师存在的作用究竟有多少，进

行了以下实验。现将具体情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对象为我市重点幼儿园的100 名小朋友。本次

实验取得了相关人员及相关部门的同意。我们将100例小朋友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有50人。对照组小朋友的年龄在

3～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1±1.67岁。实验组小朋友的年龄在

4-7年之间，平均年龄为4.8±1.23岁。两组小朋友在年龄和性

别等一般资料方面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以进行比较

研究。

1.2实验方法

对两组分别进行同样的积木游戏，对于对照组的小朋友，只

进行一些简单的游戏介绍、游戏方法和游戏名称。对于实验组的

小朋友，除了以上有关的游戏内容，还会有教师对其进行观察和

指导，向其讲述一些经验和技巧。

1.3观察指标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干预之后，比较两组小朋友能否独立完成

积木游戏以及独立完成积木游戏所需要的时间等指标。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表示形式

是( sx ± )，用t-test，计数资料选取卡方检验。P＜0.05 时

差异在统计学上有意义。

2　结果

2.1相关指标的比较

经过干预后，两组小朋友的数据差异如下表所示，两组小朋

友有较大的差异，而且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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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小朋友相关指标对比

注：与对照组相比，aP＜ 0.05，差异显著。

3　讨论

游戏是孩子们的天性，是幼儿时期、青少年时期充满活力

的一种表现。在游戏中孩子们可以充分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喜好去

选择自己喜欢的游戏，并且选择合适的游戏伙伴完成一定的挑

战，取得一定的满足感和胜利感[2]。在积木游戏中，患儿可以

根据自己的经验，用一定的身体的行为获取一定的信息，团结

伙伴完成游戏，最终获得胜利，这对于幼儿初步了解生活是一

种重要的方式。因此，游戏在更大的程度上往往是被认为用于

传递经验，传递生活中的一些信息的媒介。这种媒介对于幼儿

的正常生长是很重要的。如何让游戏能够正确地发挥它的作用，

老师的枢纽作用就完全的显现出来了[3]。教师需要构建一种完整

的体系的思想，作为游戏中的指导，给予孩子们一定的指引。老

师们能够区分孩子们不同的性格，从而根据经验分配不同孩子去

执行不同的任务，选择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途径最终完成任务。

教师要千方百计的想出方法让游戏的进行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情节

或者正确的方向进行。从而达到对孩子们进行教育或经验传递的

目的。因此老师在游戏中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综上所述，教师在幼儿进行日常游戏的时候，要处于绝对

的主导地位，用合适的方法向孩子们传递适量的信息，并不是直

接给予相关方法或解决问题的答案，一定要注重让孩子们亲自动

手来获取相关的答案。因此教师在孩子们的游戏中，作用应当被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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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独立完成游戏 完成游戏的评论时间（min）

对照组 50 30（60%） 15.49±0.79

实验组 50 41（82%） 10.48±1.46a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