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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察个体细节，强化整体发展

案例一：孩子们在积木游戏中的合作问题

老师介绍今天的游戏规则，孩子们按照每四个人一小桌子

和一套积木在教室的几张桌子上开始游戏，需要小朋友们两两各

自组合，每个桌子上坐两组小朋友，用老师分出来的积木。今天

的游戏区域是建构区。小家伙们一边玩一边笑着说：“真好玩。真

好玩！”这时候我趁机走过去，笑着对孩子们说：“好玩么，好玩

的话看看能不能都把它们给搭起来，让它们都不倒，做成你们喜

欢的模型？”孩子们连连点头：“可以呀，可以呀。”多多小朋友

认真地想着如何搭建自己喜欢的积木模型。“我在这里放一块积

木，那边再放一块，做成一个长方形状的样子，先铺在底下好了”。

“嗯，再往长方形里面填充积木，做成地板形状的，好让它固定

住。嗯，剩余的空隙有点小，这块还能放进去吗？我试试好了”，

“唔，那样子的形状我又不喜欢了，我试试全部摞起来看看，嗯，

这样子看着还行”。但是在一边，圆圆同学一个人拿着积木在堆自

己的小模型，不愿意和别的孩子一起组队。老师走过去说：“圆

圆，你怎么不跟大家一起玩呀？”。圆圆不说话，自己一个人堆着

模型。“圆圆，你堆的是什么呀？可以告诉老师嘛？”。圆圆说：

“小船”。老师摸摸圆圆的头说：“圆圆做的好漂亮呀，能不能教教

老师怎么做呀？”。圆圆把自己的模型往老师这边推了推，把一小

块模型递到了老师手里。

小朋友们在进行积木游戏时，要观察每一个孩子的状态。既

要观察每一位孩子在这次游戏中的参与程度，看一看是不是孩子

们都融入进去了这次游戏，还要观察孩子们的作品，通过孩子们

对积木的使用，观察孩子的性格与爱好[1]。幼儿充分且全面的发

展是幼儿各类游戏的主要目标。通过观察孩子们的融入度来了解

孩子们对积木活动的喜爱程度，以及孩子们合作交往的能力，还

可以了解到孩子个人性格以及情感等反面。孩子们的积木作品可

以体现出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2]。通过了解孩子们的家庭基

本情况，更多的了解孩子们的想法和需要，通过观察做出正确的

判断，确保幼儿园中各项游戏的顺利进行。在出现有孩子不会和

别的孩子一起接触，一起玩耍的情况时。老师应及时积极与孩子

进行沟通，提高孩子的兴趣，让孩子变得更开朗。

2　适时介入参与，发挥支持优势

案例二：教师在孩子们进行游戏时的参与

丁丁小朋友的模型已经初具规模了。“咦，前面有一个小人

呢，是不是童童的啊？”“童童，这是你玩的玩具小人吗？你还要

用吗？你如果不用的话可以给我用一下，我想试试放在我的模型

上面走可以吗？”“嗯，我不用，你拿去用吧！”“谢谢你”“不用

客气呢”，“嗯，让我想想，从哪里开始走比较合适呢？小人在上

面走会危险，老师说过高的地方不能爬，我还是继续放积木吧，

嗯，这块放上去好像不错，放上去看看会不会掉下来，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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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掉下来耶！嗯，不错，就这么放了”丁丁快看看，你们觉

得怎么样？好看吗？“哇，多多，你好厉害啊！”可以呢，好看，

你真棒呢！“。”老师老师，我的积木搭好了，你快过来看看啊！”

“老师老师，你怎么那么忙，看见我这渴望的小眼神了吗？”。大

家看到多多小朋友搭的这个木塔好漂亮，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开

心地笑着！

在孩子们进行游戏的过程中首先要留给孩子自己理解问题、

解决问题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在经历中积累经验，在经历中

学会面对问题、处理问题。让孩子们通过自己的想法去处理问题，

老师可以通过孩子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加了解孩子们的想法。

在活动中老师有效的介入孩子的活动，教师的介入效果通过

显效、有效以及无效的对比。其中，因介入在后期交流中达到有

效沟通的为显效标准；将可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作为有效标准；

介入后仍未能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为无效标准。

表1.    两组幼儿沟通效果对比[n（%）]

3　讨论

教师在游戏的过程中要以合理的身份介入，随意的打断孩子

的活动，对孩子来说更有可能造成困难且无法真正走进孩子的内

心。如果在合适的时间进行有效的介入，或许可以更快的了解孩

子。积木游戏是幼儿较为熟知的玩具，积木本身各类形态各类、各

种颜色都可以非常有效的吸引到幼儿，各类积木的组合与变化，

可以提高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但积木的灵活性也有可能降低孩子

的兴趣。积木能够培养提高幼儿的创造性、构建能力、以及合作

能力。有效的与孩子进行沟通，才能与孩子成为朋友真正进入到

孩子的世界。合作对于幼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建构游戏

活动中，幼儿纷纷合作起来，一起参加各种图形和模型的建构，在

建构游戏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乐趣，感受到合作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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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未介
入组

20 7（35.00%） 9（45.00%） 4（20.00%） 16（80.00%）

介入
组

20 9（45.00%） 10（50.00%） 1（5.00%） 19（100.00%）

-P ﹤0.05 ﹤0.05 ﹤0.05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