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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教育游戏化的重要意义
宋栩烜

（绍兴市越城区艺术花苑幼儿园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游戏活动是发展幼儿生活能力、学习能力以及社会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游戏活动中可以帮助儿童获得各方面

的经验、提升各方面的能力。是幼儿园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形式，是幼儿园教育的基本活动。教育家、心理学家维果

斯基对儿童游戏的研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为老师以后的幼儿教育工作开展和研究起了很好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游戏；意义

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精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把游戏融汇于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充分体现寓教育于游戏之中。

为幼儿提供平等表现机会，使幼儿的能力、个性得到和谐发展。

在维果斯基的心理学著作中，幼儿园教学中的游戏理论，也给

学前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带来了许多启示和经验。本文我将结合

维果斯基的儿童游戏理论和大家一起探讨幼儿教育游戏化的意

义所在。

1 幼儿教育游戏化活动中儿童发展的价值

幼儿游戏是符合儿童需要的一种“教学”活动，但幼儿的

内心有自身的“教学大纲”，只有二者相吻合的时候，这种

活动才成为可能。幼儿园的教育游戏化是可以很好地促进幼

儿的发展，当游戏是和幼儿的发展需要相吻合。就是激发幼

儿的学习兴趣，这正式幼儿教育游戏化对幼儿具有重要的发

展价值。

第一，幼儿教育游戏化能更好地促进幼儿散发性思维，让

原有思维摆脱具象事物的束缚，使幼儿学会了不仅可以按照对

具象事物和情境的直接知觉和当时的影响做出相应的行动，而

且能可以根据想象情境的意义去行动。由于抽象的表达在现实

生活中很难做到，幼儿只能用真实的物体作出真实的动作。正

因为游戏想象与现实事物这种矛盾现象的存在，使游戏化活动

成为幼儿早期受情境束缚的知觉与摆脱了现实情境束缚的思维

之间的合适媒介，幼儿可以通过想象来行动、可以通过这种游

戏表达来表现现实意义。

幼儿在游戏中以物代物是有选择性的，关键要看替代物本

身的某些特征，如果幼儿能用一个物体的名称来取代另一个物

体的名称，那词和物体就可以发生分离，就出现以物代物的现象；

如果不能用一物体的名称取代另一物体的名称，词与物体不能

分离，以物代物就不可能出现。如，幼儿用“手电筒”代替“话

筒”，就是已使“手电筒”这个词和“手电筒”本身发生分离，

用“手电筒”这个物体的名称去取代“话筒”这个物体的名称。

否则就不能出现这种表征性的以物代物。

第二，维果斯基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的理论是指儿童有

两种发展水平，一种是儿童的现有水平，也就是能独立活动时

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另一种是儿童可能的发展水平，

也就是指通过教学或者成人、同伴所获得的潜力。两者之间的

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得力于维果斯基提出了“最近发展区”

的理论，让我们意识到游戏在幼儿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游

戏中无形地创造了了儿童的最近发展区。让幼儿总能是表现超

越自己现有水平的表现。

在游戏中，幼儿心甘情愿地遵守社会规则，将眼前的欲望

臣服于假装剧情中的角色的规则，就会变成“新的欲生形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游戏创造了最近发展区，幼儿从中了解很多

表现在未来将变成他真实的行动和道德的基本层次。维果茨基

由此提出：受到一定的鼓励去进行团体性游戏的幼儿，在解决

具有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的游戏规则等社会问题时会变得更为

游刃有余，尤其是当此社会问题的解决要依靠在社会行为的控

制中使用语言时，效果更加突出。

2 幼儿教育游戏化活动中的幼儿规则意识

游戏活动中的规则是幼儿自己或者同伴一起来制定的，是

自我认可愿意执行的一种内部的自我表达。首先，幼儿游戏时

最重要的特征表现在想象和规则中，比如团体游戏包含了行为

规则、生活游戏也包含着规则，幼儿都必须遵循，才能成功地进

行游戏活动。其次，在游戏活动中，幼儿往往会把自己的经验认

知和一个想象中的自身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幼儿会把自身所扮演

的角色会你这认为的规则和该角色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则相联

系，不知不觉地将自现实生活的规则，运用到游戏活动中。从早

期到中期幼儿游戏发展的轨迹，可以发现最明显的改变便是逐渐

增加的规则意识。维果斯基强调，无论任何游戏只要有想象的情

境，都必将有规则的存在。但是当儿童在游戏时的想象部分慢慢

消失以后，游戏规则将占据游戏活动的最主要部分，因此一个孩

子是不可能在完全没有规则的想象情境中行动的。由此可见，游

戏有助于幼儿意志行为的发展，幼儿最大的自制力产生于游戏之

中，从各种不同的游戏来制约幼儿的行为发展。

3 幼儿教育中的游戏化活动的教师教育意识

第一，幼儿教师要真正树立起幼儿主体性的教育理念，才

能切实把幼儿的发展作为教育活动游戏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有的放矢地选择游戏活动内容、游戏形式，调动幼儿的积极性，

让幼儿更主动、更投入地参与到游戏活动中。

幼儿教育游戏化活动是让幼儿成为游戏活动的主体，充分

考虑到幼儿的年里特点、身心发展特点，选择适合幼儿发展的

游戏化活动，让所有幼儿都能体会到游戏带来的乐趣，在游戏

中获得快乐、获得成长与发展。所以幼儿教师都需要心里装着

幼儿、尊重幼儿，这样才能在以幼儿的视角去制定教育教学计划、

方法、内容，并将教育活动游戏化活动落到实处。

第二，游戏活动要适应幼儿，发展幼儿。维果茨基的“最

近发展区”理论与他的游戏理论紧密相连，给幼儿教育工作者

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教师在选材或者在选取活动时，要尊

重幼儿的发展水平，切忌盲目无头绪。游戏是在幼儿意识的广

泛发展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在一定时期内，它代表了幼儿的

最高水平。

游戏始终是幼儿的最主要的活动。维果斯基着重研究幼儿

游戏活动中的角色游戏，主要关注儿童游戏对儿童发展的作用。

但是维果斯基太过注重角色游戏，这使得他的研究范围变得相

对较窄，而且无形中强化了家长和教师的干预，这是需要我们

注意的。但我们更需要通过维果斯基的游戏研究作为重要的理

论基石，促使我们不断深入探究幼儿教育活动游戏化，让孩子

在理想的教育中学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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