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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中指出，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幼儿园教育

应以游戏为基本形式。游戏是幼儿自愿参与的、伴随着愉快情

绪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往往能反映出各个年龄段幼儿所掌握的

社会经验，自主性游戏作为幼儿园一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主游戏可以使幼儿展现自己的想象力，深受幼儿的欢迎，在

幼儿的社会性、情感和身体等各方面的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

用。但在幼儿自主游戏中,教师怎样适时介入幼儿的游戏？如何

指导幼儿游戏？一直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难题。然而

由于各种客观原因的存在，每个年龄段的幼儿对于自主游戏都有

着一定的局限性，小班幼儿年龄小，生活经验欠缺，扮演的角

色往往善于模仿缺乏一定的自主性；中班幼儿已有简单的交往能

力，虽然具备一些游戏经验，但是处理问题的能力相对薄弱；

大班幼儿总是在重复相同的游戏情节，缺乏一定的创新意识。

围绕《指南》中提出了教师指导介入三条检验标准：

1）你的介入是否尊重幼儿的游戏意愿？

2）教师的介入是否帮助幼儿获得新的经验，提升游戏水平？

3）幼儿对你的介入是否积极响应？

幼儿在自主游戏中，教师应如何最大程度的放手？如何保障

给于幼儿提供更加自由的发挥空间？什么时间适时介入指导？结

和日常在幼儿自主游戏中，教师遇到哪些困惑？如何解决？具体

的实施策略从以下几个点入手：

1　追随兴趣、注重幼儿消极时，适时介入

每个年龄段的幼儿具有符合其年龄段的特点。大、中、小

班的孩子们对于同样的物品或者同一件事情的关注点与处理方式

是截然不同的。经过观察发现，如果幼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接

触到一种游戏的角色，就会对扮演的角色失去兴趣与热情，他们

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角色中。这时教师要给与温柔的提醒与

适当指导，以帮助孩子们提升专注力。［1］

例如：超市的收银员，由于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这类岗位

的工作比较程式化，幼儿在游戏中时间长了，性格比较活泼的孩

子就会觉得枯燥，无法长时间吸引他的注意力而失去兴趣，所以

往往参与度不高，偶尔会出现“罢工”的现象。此时，教师就可

以适时介入，教师可以试着扮演“顾客”，参与到幼儿的自主游戏

中，可以礼貌地询问幼儿“咱们今天是否有特价产品？大约打几

折 ？”有了老师扮演“顾客”的关注与参与，就会激起孩子们

继续参与游戏的兴趣，从侧面给游戏增添许多欢乐。这样一来，

通过教师的介入，可以将幼儿的注意力完全“吸引”过来，使幼

儿愿意积极与“顾客”互动，讲解宣传自己的打折物品，这样游

戏的内容就会变得更加有趣味性，孩子们参与游戏的兴趣也相应

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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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趣”激“趣”、注重幼儿参与度，适时介入

幼儿自主游戏的角色有很多：小小医院、超市、警察局、

美食餐厅还有娃娃家等游戏，在这类自主游戏中，孩子们常常

会踊跃地挑选角色并且迅速投入角色的扮演中，如：娃娃家温

柔的妈妈、忙碌工作的爸爸、小厨师等角色。由于小班的幼儿

接触社会经验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家人，

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幼儿的独立性往往相对薄弱，因此在游

戏中总是更关注自己的角色，与其他人的交流少，他们往往会

下意识的将自己家庭中家人各司其职的过程映射到游戏中，例如

“妈妈”更多的时候是在照顾孩子， “爸爸”大多时候都是

在进行工作等等，“一家人”的交流非常少，更无法做到打破

各区域间的有效互动。这个时候就需要教师的介入，教师可以

选取合适的机会告诉孩子们“娃娃家的宝宝今天过生日，正在

开生日 p a r t y”以“趣”激趣，这时娃娃家瞬间变得热闹起

来，给娃娃送礼物、生日蛋糕、鲜花、外卖等等热闹非凡络绎不

绝…只有幼儿感兴趣的、有趣的游戏情节才能吸引孩子们，让游

戏回归幼儿的世界，玩真正属于自己的游戏。［2］

3 　大胆放手、注重幼儿挫败感，适时介入

由于各个年龄段孩子的认知能力存在局限性，尤其是小班的

孩子，所以他们难免在自主游戏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体会到

挫败感，教师应该观察重视幼儿这种挫败感，正所谓有挫折才有

成长。当幼儿遇到这样的困境时，教师就应该介入，给与积极的

暗示，引导孩子们自己来解决困难，提升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教

师可以借助丰富的表情和动作做适当的指导。例如：孩子们在搭

建“动物园”游戏活动中，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存在一定的难度，

当孩子们不会使用游戏材料或者是没有下一步的思路时，经常会

向教师发出求助的信号，这时教师不要急着介入帮忙，而是暗示

幼儿向其他小朋友寻求帮助，在同伴的帮助下、幼儿会鼓起勇气

再次尝试，最后解锁新游戏的玩法。所以给幼儿创造机会与空间，

让他们自己去体验，在自我发现、自我学习中，寻找解决问题的

答案。

4　合理干预、关注幼儿纠纷矛盾，适时介入

孩子们通过幼儿园的生活，认识了许多小朋友，小伙伴之

间从陌生到熟悉，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过程。在孩子们与小伙伴的

交往过程中，自主游戏为孩子们提供了交往的机会，在整个游戏

过程中，由于角色之间相互转换，幼儿对于角色的分配以及在游

戏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这时，教师应该直接介入并且表

明自己的态度。例如：幼儿在游戏中因争抢玩具出现争执，这时

教师应该出面干预，引导孩子们预先制定游戏规则，在进行合理

的分工或分配之后再展开游戏。当有不同的意见出现在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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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时，建议孩子们各抒己见，最终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这样的处理方式让幼儿懂得在集体活动中要学会尊重为他人着

想，体会到理解别人和被别人理解的快乐。学会与同伴之间友

好相处与合作。

5　迁移跟进、关注幼儿探究偏差，适时介入

当孩子们在自主游戏中，他们的探究和行为出现错误偏差

时，老师们就要适时介入。例如：娃娃家里，孩子们正在自

主的玩游戏。忽然，乐乐跑过来喊“老师不好了，宝宝哭了”

“为什么哭了呢”？，因为“贝贝把她的头发剪下来了”这

时老师不是急于马上解决问题，而是悄悄地跟着乐乐来到娃娃

家，看到贝贝正在安抚宝宝，“宝宝你别哭啦，没事的，妈

妈告诉我，剪掉的头发会长出来的“，宝宝反而哭的更加厉

害，“我就要我自己的头发”我们只是在玩游戏，“为什么拿

剪刀，真的剪呀，你看你给我剪下这么多头发，我们只是在玩

游戏呢”呜呜呜…我就要我自己的头发“。贝贝反而理直气壮

地说 “在家里，妈妈就是这样做的，妈妈告诉我，头发长了

可以剪掉，它还可以长出来呀，它就是可以长出来吗，妈妈就

是这样说的吗”呜呜….贝贝也哭的了起来…..此时孩子的探究

陷入了困顿，在这个时间教师就应该介入。以上的案列，我们

看出不同的孩子又会有不同的发现，作为老师应该对孩子的需求

进行价值判断，做出合理的取舍，当孩子在游戏过程中、或探

究游戏过程中出现偏差时，教师就要及时认可孩子的已有经验、

认可孩子的思维水平，才能正确看待孩子的出错，成功与否并

不是探究的结果和目的，孩子有出错的权利，错误的出现，反

映了孩子的认知冲突，也恰恰是老师推动幼儿认知水平发展的教

育契机。此时老师就要善于跟进追问，进一步了解造成错误的

根源，是孩子观察体验不充分？还是答案背后的情感与态度有误

区？老师要进一步的倾听孩子们的解释、为孩子搭建一个支架，

推动孩子去反思这种行为的对与错，在反复失误、反复调整的

过程中迁移经验，帮助幼儿解决困难。

6　调试策略、关注幼儿互动无效，适时介入

自主游戏中兴趣是幼儿学习的内在动力，孩子作为另一个行

动的支配着，兴趣支配着他们对活动的关注度。老师们作为观

察者积极地去发现孩子的兴趣点和关注点，努力地用行动、语

言、神态、表情去暗示感染孩子。互动是教师和孩子共同参

与、共同解决问题获得经验的过程。在探究过程中，但是一些

知识性很强的活动，它远离孩子们的生活经验，是孩子们较难

理解的内容，假如我们违背了孩子的兴趣强硬的发展，互动无

法给幼儿带来有价值的经验，不能引发幼儿对已有经验的迁移，

那么孩子的自主学习是低效的、他们的思维也是停滞的。就需

要老师重新调试策略。例如：在玩“彩色世界”主题中，老

师为孩子们提供了红、黄、蓝、三原色给孩子们做混合实验，

并提供了相应的材料，希望孩子们能得出红色和黄色混合变成橙

色、蓝色和黄混合变成绿色、红色和蓝色混合变成紫色的结

论。但是这个实验孩子们在游戏中很快完成了，然后对此区域

不再光顾。像这样对于孩子没有挑战性的互动、没有引起孩子

对已有经验的反思、提升的互动过程就需要我们进行调试策略介

入。于是我们稍加改变形式，将原有的区域改建为“果汁专营

店“营业员进行果汁的调配，怎样才能调配出一杯杯浓淡不一

样的果汁？如“西瓜汁、葡萄汁、蓝莓汁、草莓汁、橙汁、

柠檬汁……孩子们的兴趣高涨忙于各色的混合配比中，他们在色

彩的变化操作试验中，体验了怎样把果汁调出不同的浓度，什

么颜色和什么色混合搭配调出橙汁、西瓜汁、蓝莓汁说的头头

是道。有价值的知识不是孩子们刻意接受的，只有在实际具体

的探究实施中才能获得快乐与认知！

自主游戏的开展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如何做一个观察

者和支持者，过多的指导是一种干涉，要学会观察和判断幼儿

的需要，适时地给予幼儿帮助，支持幼儿主动、创造性地开展

游戏，让幼儿在游戏中获得的快乐和满足。

自主游戏强调教师信任幼儿，放手让幼儿自由选择，自主

地把握游戏内容和游戏进程，玩自己的游戏。

自主学习就是幼儿按照自己的意愿，带着自己的问题，在

自己的探索中，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并获得发展的过程。

自主生活强调幼儿在面对自己生活中的问题时能尝试自主安

排时间，自主做出选择和计划，自主地支配玩具和其他物品，

学习自我服务和自主地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自主的生活中实

现自我意识和自我能力的发展。

自主游戏、自主学习与自主生活是相互交融、相辅相成

的，无论在哪一个环节获得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幼儿都会

将其迁移到其他环节之中。我们如果注意观察，就会看到一个

努力想要自己把扣子扣上的小班幼儿，尽管因为精细动作发展不

够完善，看起来困难重重，但他不肯放弃，我们相信这个幼儿

在面对游戏和学习中的问题时也会同样努力；同样，一个在游

戏中学会独立解决困难和矛盾冲突的幼儿，在面对学习任务时一

定也会不惧挑战，乐此不疲，反复尝试。

结语：幼儿园自主游戏的核心是教师放手。如何让教师放

手？最为关键的就是教师对幼儿的信任和尊重。因为信任，所

以放手。教师只有尊重和信任幼儿是一个有无限潜力的、有能

力的个体，才可能给予幼儿自由选择和自主游戏的机会。教师

在幼儿的自主游戏中要仔细观察，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着自己的长

处和优点而自主游戏是发掘这些闪光点的最佳“利器”，教师

要循循善诱，耐心指导，让游戏更丰富、更有趣，让幼儿体

会自主游戏的价值。

由此可见教师的角色是多重的，当幼儿需要游戏材料时，

教师是游戏材料的提供者；当幼儿需要帮助时，教师是游戏的

支持者和援助者；当幼儿需要教师一同游戏时，教师是儿童游

戏的伙伴和参与者；当幼儿不需要教师介入时，教师是游戏的

观察者；当幼儿在分享游戏经验时，教师是倾听者和发问者。

因此，教师需要调整儿童观和教育观，坚信游戏的力量，

坚信儿童的力量，坚信教育的使命就是促进幼儿主体性、能动

性和创造性的发展。要在幼儿的自主游戏中仔细观察，要循循

善诱，认真观察、记录抓拍幼儿游戏时的精彩瞬间、对游戏中

出现的困惑给予鼓励与语言上的耐心指导，帮助并提升幼儿在游

戏中获得知识经验的积累，让游戏更丰富、更有趣，使幼儿正

真的做到在玩中学、学中玩，体验自主游戏的快乐与价值，促

进幼儿个性化的多元发展，让他们的童真尽情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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