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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趣味的幼儿民间游戏
唐登菊

（重庆市荣昌区广顺中心幼儿园，重庆 荣昌区 402460）

摘要：民间游戏是一种具有自娱自乐的活动，民间游戏在幼儿一生之中占有特殊的意义，民间游戏能够促进幼儿健康的体格发展，

趣味是幼儿游戏的生命，能开发幼儿的大脑。兴趣是幼儿教育最好的老师，民间游戏能提高幼儿想象思维、创新自主。幼儿园应重视民

间游戏和开发利用民间游戏，内容包括：民间游戏的改编与创新，民间游戏与一日常规教学活动相结合，在幼儿园民间游戏的组织与指

导中，教师应为幼儿营造和创设适宜的民间游戏环境，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促进幼儿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因此，趣味的幼儿民间游戏

是幼儿学习生存的第一步，是幼儿一日活动的必备因素，是幼儿教育的核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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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出教育者要珍视生活与

游戏的独特价值。深刻认识幼儿游戏的性质和价值，掌握支持和

指导幼儿游戏的策略与方法，是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民间游戏是幼儿发展的需要和幼儿学习的方式，游戏活动

是幼儿成长的伙伴。幼儿园应利用各种各样的教育资源，扩大幼

儿生活和学习的空间，共同为幼儿的身心发展，创造和谐的环境。

挖掘本土特色的趣味民间游戏，可让幼儿在有限的环境中创造出

无限的教育能量。民间游戏是幼儿最主要和最喜爱的活动，它是

经过人们一代又一代传承下的结晶。内容丰富的民间传统游戏是

人们经过改良后是最适合当今幼儿生理和心理特点，幼儿民间游

戏来源于生活，取之于生活，能给幼儿提供一个新的学习平台和

创造空间，让幼儿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

一、民间游戏的远大意义

陈鹤琴先生指出：幼儿教育的第一任务就是保证幼儿的健康

和身心的正常发育。民间游戏是幼儿园活动中不可多得的教育资

源。游戏活动中所配有的歌谣采用了当地人常用的方言俗语，活

动内容也是来源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劳动果实。童谣出自于最

自然的方言，幼儿就通过他们所熟悉的、能理解的、又有兴趣的

活动，模仿、认知、感受及亲身体验。如果说幼儿在游戏中获得

的独立自主、情感交流，同时在游戏中获得的技能，行为规范，

道德品质，是最真实的民间游戏的体现。民间游戏其独特之处就

在于幼儿有目的、有意识、积极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活动。整个活

动中从游戏的选择、角色的分配、材料的准备到游戏情节的发展，

都由孩子们自演自导。正是在这样的游戏过程中，幼儿处于积极、

主动的地位，他们多才多艺的才能得到有利的发挥，孩子们不断

地从活动中体验着规则与自由，不断地从别的孩子身上印证着自

己，不断地在同伴的互动中求证着自己，不断丰富和完善着其人

格的内涵。儿童从民间游戏之中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喜欢什么？

擅长什么？民间游戏满足了幼儿身体锻炼的需要，有效地促进幼

儿“享乐”“体验”与“表达”。

二、幼儿一日活动

幼儿园的一日活动需要开发和利用民间游戏。一日活动的内

容是幼儿生存之道，选择民间游戏是幼儿教育唯一优秀的资源。

民间游戏玩法项目之多样，内容丰富之精彩，参与人数不一，幼

儿教师可根据幼儿一日活动的时间安排、活动内容及组织形式开

展灵活的民间传统游戏。

（一）晨间活动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每天早上，小朋

友们陆陆续续地入园，有序地坐在座位上等待老师，幼儿自律性差，

总喜欢跑跑跳跳，教室空间不宽敞，如果老师陪伴不当，幼儿就

容易发生意外，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在教室里，“刁竹签”“抓

石子”“翻花绳”等都是老师一早就在桌子上摆放的幼儿特别喜

欢玩的桌面游戏材料。这些简单、易学、小巧、趣味性的民间传

统游戏，适合在晨间时段中开展。晨间中的活动，孩子们可以商

量着玩猜拳游戏，或者是简单的拍手游戏，它，都是孩子们度过

一个美好一天的开始。

（二）区角活动

区角活动是幼儿园区域的重要部分。每一个区角，是每一名

幼儿教师精心为孩子们准备的活动礼物，是老师们根据幼儿的身

心特点创编的活动内容，是老师有目标有计划地投放相应的游戏

材料。在区角内开展民间游戏，选择一些适合 2-4 个人或者多个

人进行的小型民间传统游戏，既丰富了活动区角的内容，又开发

了儿童的智力。如娃娃家的分角色游戏，建构区的手指游戏，美

工区的编织类游戏，科学区的手影游戏，阅读区的猜谜游戏等，

让儿童自己参与玩法，发现问题，探究问题。区角民间活动的开展，

可从小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锻炼孩子们交际能力，同时，也满

足幼儿健康发展的需要。

（三）户外活动

户外锻炼对促进幼儿体格发展起着重大作用。陶行知先生认

为：要解放儿童的创造力，必须解放儿童的活动空间。让儿童多

去室外活动，多去接触大自然中的绿水青山、鸟语花香。户外活

动的游戏有很多：“打地鼠”“滚铁桶”“走平衡木”“跳圈圈”“钻

山洞”“袋鼠跳”“跳长绳”“跳房子”“独轮车”“自行车”

等这些游戏都是户外锻炼的活动项目，它可以让幼儿独自运动，

也可以让幼儿寻找伙伴一起运动；可以小组成员同时进行，也可

以自己选择性攻关；既可以锻炼孩子的勇敢与胆量，也可以令其

肢体肌肉的发达。户外空间开阔明朗，户外空气舒适清新，环境

空间既能满足儿童活动的需要，又足以让儿童运动量增加，孩子

们的身体素质也会进一步提升，孩子们在户外游戏中能健康成长。

《城门城门几丈高》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户外活动。游戏一开始，

“城门”是通过孩子们玩“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决出胜负，赢了

的幼儿双臂上举搭成拱形组成“城门”，进城的人一个跟着一个

从“城门”下钻过，一边前行同时一边念童谣“城门，城门几丈高，

四五六七八丈高。骑大马，挎大刀，走进城门滑一跤。”当念到“跤”

时，参与“城门”的幼儿立即将两臂放下，围住过“城”的幼儿，

被套住的孩子要与做“城门”的孩子互换角色，游戏挑战重新开始。

《城门城门几丈高》让孩子们一方面从游戏中获得了愉悦感和成

就感，另一方面锻炼了孩子们运动的协调性和平衡性。乖巧活泼

的小馨馨长得瘦瘦的，身体协调能力、控制能力也不错，平时唱

歌跳舞表现也很好，我觉得她玩起这个游戏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

但意想不到的是每次要出“城门”的她都会被“城门”压住，重

试了几次都一样，小女孩跑到我面前，扮了一个鬼脸，调皮地笑了。

而小嘉睿是班上孩子中身体最棒的一个。游戏开始时，只见他用

双手捧着头部小心翼翼地钻进山洞，穿越时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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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一段游戏结束，小嘉睿顺利地通过了“城门”，闯关

成功！小家伙心里比奖励了一颗棒棒糖还开心！我一直觉得身体

胖胖的他无法通过呢？没想到这孩子头脑灵活、反应灵敏，注意

力专注，顺利闯关。户外游戏不一样的效果！

三、乡土气息的民间游戏

民间游戏伴奏着悠扬悦耳的歌谣，深受孩子们喜爱。它具有

浓浓的方言特色和本土韵味，趣味无穷，玩法之多，不仅给孩子

们带来了知识的海洋，还给孩子们带来了另一片天地！

（一）趣味性

民间游戏是培养 3-6 岁儿童语言发展的必备条件，孩子们可

以在游戏中与同伴交流情感，体验趣味。“公鸡头，母鸡头，玩

具玩具在哪头，在这头，在那头，请你猜猜在哪头。”老师手握

玩具的拳头让孩子们猜猜，将日常生活参与到游戏活动中，让幼

儿在玩耍之中就学到了生活中的歌谣知识，开阔了眼界，提高了

认知，增进了幼儿语言上的趣味。

（二）合作性

民间游戏对同伴之间的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孩子们可以几

个几个组织一起游戏。如“抱球接力赛”“二人三足”要求幼儿

在指定的时间齐心协力到达目的。如“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

孩开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摘白菜……”当一个小朋

友把手拍向另一个小朋友的手掌上时，另一个小朋友要用双手接

住，然后再互换动作，这些游戏让幼儿在活动中懂得游戏规则和

与伙伴互玩合作的意识，体现了幼儿合作能力的重要价值所在，

除了发展幼儿动作和身体机能，更培养了幼儿之间交往、谦让、

合作的精神。

（三）分段性

儿童在幼儿时期对于外界事物是非常好奇的，为此在制定游

戏计划之前我们老师要根据幼儿年龄特征，性格特点，不同年龄、

不同时段采取不同程度的游戏。小班的幼儿规则意识性不强，我

们可以选择趣味浓且简单易学“我是木头人”“丢手绢”的游戏。

中班的幼儿基本是4-5岁的孩子，他们喜欢与人竞争，思维活跃，

选择“跳房子”之类的游戏能促进儿童的思维发展。大班的幼儿

身体素质相对要好些，合作意识与竞争意识也在增强，“跳竹竿”

节奏性强，幼儿在玩的过程中动作要敏捷，反应要快，挑战性极高。

（四）科学性

民间游戏还具有科学性，我们有意识地将幼儿数学有效地贯

穿于游戏之中，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的体质，还促进幼儿对数的

基本认识，“扔沙包”和“投壶”游戏，幼儿可以挑战自己中奖

的数量，学会了数数。游戏活动《金锁银锁》老师是“上锁”的人，

小朋友是“开锁”的人，大呼啦圈是一把“大锁”，开锁人的“家”

是蓝色和黄色的磁性绳摆成的长方形框。游戏开始，开锁人站在“大

锁”下念儿歌：“金锁银锁，咔啦咔啦一锁，赶快逃过，3、2、1，

逃。”当念到“逃”，大锁立即关闭，老师将呼啦圈平放在地上，

开锁人赶快逃回“家”，原地坐下不能走动。这时老师比比哪家

人数多，哪家就能得到 1 把“金钥匙”，游戏继续。最后孩子们

一起数数蓝黄两家哪家的“金钥匙”数量多，就能打开“宝物箱”

得到礼物。孩子们在趣味的游戏中巩固数学认知，养成从小学科学，

爱科学的概念。

（五）传承性

当今社会是个经济发达的社会，中国的教育也随着改革的春

风引入了许多外来文化。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传统文化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作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我们更应该继承

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将传统的体育活动潜移默化地融入到日

常生活中，让儿童更好的理解民族文化，感受民族文化。民间传

统体育游戏起源于民间，是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娱乐项目，

它的优势就是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如“滚铁环”的游戏，幼儿在

游戏里把铁环想象成奔跑的汽车，男孩们手持一根顶端有弯槽铁

棍，推一直径一尺多的铁环向前飞跑，同伴们在跑道上相互竞争，

既增添了一种情趣，又通过想象让幼儿得到意外收获，在游戏中

想象更具有目的性、丰富性、趣味性、民族特色性。民间游戏促

进了幼儿想象力的发展。

四、民间游戏典型特点

《老鹰捉小鸡》趣味性强，内容简单易好玩，是孩子们最有

挑战性的一种游戏，它具备民间幼儿游戏典型特点：

（一）内容生动、有趣、活泼

游戏过程生动、有趣是民间游戏的手段，兴趣是幼儿创造和

想象的老师，民间游戏的形式多样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精髓。它之

所以能代代相传流传至今，就在于民间游戏既源于幼儿的实际生

活，又符合幼儿的年龄特征以及好奇心的特点，以其生动、活泼

的游戏内容和轻松、愉悦的游戏过程被幼儿所深深喜爱。“老鹰

捉小鸡”游戏主要通过幼儿的语言与走、跑、跳、藏等去构筑一

个真实的游戏情境，使幼儿在这种愉快的游戏情境中展开追逐、

嬉戏的游戏活动。整个游戏过程，无须太过复杂的玩具，孩子们

就能在活动中玩得不亦乐乎，乐在其中，兴趣浓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个个在孩子心中充满神话般的民间游戏促使孩子们闯关成功，

自豪感油然而生，整个过程充满了和谐欢乐的气氛。

（二）规则简单，材料简易，促进发展

以“老鹰捉小鸡”游戏来看，在幼儿进行游戏前，只需要幼

儿通过猜拳定老鹰，游戏就可以进行了。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幼儿只要有兴趣、愿意玩，哪怕是在路边、乡间小道或挤在操场

的一个角落，孩子们都可以呼朋引伴、三五成群结伴而行。这样

的游戏既满足了幼儿心理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幼儿身体健康的

发展。

“老鹰捉小鸡”游戏具有极大化捉与不被捉到过程的躲闪乐

趣。首先，母鸡为了小鸡不被老鹰捉到，必须极力保护小鸡，老

鹰则要动脑筋想办法捉到小鸡。然后，游戏进行时，排成一队的“小

鸡”们必须遵守活动规则，组员们随着鸡妈妈灵活跑动，随时改

变躲、藏、跑的技能。小鸡仔们做到敏捷地躲闪不被老鹰捉到，

以及老鹰经历多次捕捉终于捉到的过程，这二者都能引起幼儿的

兴趣与愉悦感。

五、总结

民间游戏趣味独特魅力无穷，是孩子们学习的动力！是幼儿

教育的导航方向！是中华民族传承的一枝奇葩！我们衷心希望更

多的人来关注支持民间传统游戏，珍惜和开发民间传统游戏，我

们要在原有的游戏基础上深入实践、深入研究、深入反思，创造

更多的民间游戏的内容，提高民间游戏内容的多姿多彩，并不断

挖掘其中新的教育功能，开发创新，让民间游戏成为伴随幼儿快

乐成长的源泉，代代相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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