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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幼儿在建构行为中的交往分析与探究 
钱靖 

(苏州市吴江区平望幼儿园  江苏苏州  215200) 

摘要：建构游戏是幼儿通过自己动手操作，进行模拟、再现和塑造等形式的活动，是蕴含着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活动。建构游戏

是大班幼儿非常受欢迎的区域活动之一，因为结构游戏的特点存在着多样性和多变性；具体性和可操作性，比较符合大班幼儿活泼

好动的特点，能够促进幼儿交往能力的产生，并且能让幼儿的交往能力得到锻炼。因此，以建构游戏为重点，致力于观察幼儿行为

的具体表现，总结建构游戏中幼儿同伴交往行为的特点，在建构区中培养及发展幼儿的交往能力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本文以大

班幼儿为例，通过观察的方法，对幼儿在建构游戏中的行为方式进行分析，探索幼儿合作行为中产生的策略，以帮助教师从中给出

更有建设性地指导，促进幼儿交往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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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里喜欢玩建构游戏的小朋友特别多，为了给幼儿创建适宜

的建构互动环境，我们尽可能的把建构区域布置到最大化，来使幼

儿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发挥建构能力。建构游戏基本上都是多人一起

的有互动的游戏，基于一学期对幼儿的建构行为，我们对幼儿的交

往合作进行了分析： 

一、建构游戏中，幼儿合作交往行为的具体表现 

（一）独自游戏，以自我中心为主导 

幼儿间存在着个体差异性，班级中总有一小部分小朋友还处于

自我为中心的思维阶段，所以在进入游戏时，尽管教师每次都会询

问：“你们今天的计划做好了吗？准备搭建什么？需要用到什么材

料？你们是一起合作搭建吗？”等等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回应可能

是牛头不对马嘴，可能是丝毫没有回应，选择自言自语地独自搭建

完成自己的任务。淇淇的建构能力在班级里属于中上水平，掌握了

较多的搭建技能，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她与其他幼儿交

往方面有些欠缺，她在建构区搭建的时候很多次都是自己独立完成

的，期间也没有和小朋友产生合作的行为的现象。有一次她在搭建

一幢有围墙的别墅，当别人不小心碰倒她的一块积木的时候，她没

有选择和对方理论说明情况，而是直接推倒了自己的所有积木，接

着又把对方的也一并推倒了。她满足自己行为的同时，砸到了其中

一个小朋友的脚，但是她还是没有与对方进行言语沟通。被砸到的

小朋友很气愤，责骂了淇淇几句，但是淇淇除了脸上透漏出一丝尴

尬后，又继续埋头搭建。看着淇淇置之不理的行为，他也就没有继

续纠缠。从淇淇的建构行为来看，她一个人能很好地自娱自乐，并

且能够独立地完成自己的搭建目标。但是她没有及时关注到同伴的

想法，也不会主动关心同伴的需求，对于碰到小朋友地脚也没有表

现出歉疚。所以在一起进行游戏的时候，她缺少了语言技巧的帮助，

就算她一个人能够搭建的很好，但是在建构区中没有一点点合作行

为，不利于她亲社会性的发展。教师应当持续关注此类幼儿的行为

表现，在游戏中为幼儿提供了更多合作游戏的机会，有助于幼儿养

成团结友爱、友好协作的亲社会行为的养成。 

（二）相互成就，有初步的合作意识 

前面说到了在开始游戏前，老师都会进行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引

导，尽管有时候他们还是从独自游戏的开始，但有时候也会在建构

游戏过程中经历合作游戏的阶段。建构游戏中经常会看到一些非语

言的交流，没有预先的计划与商讨。幼儿在建构前并没有约定要一

起合作，而是在搭建的过程中看到同伴的动作觉得有趣或者认可对

方的搭建当时，从而被吸引而引起合作，这是一种自发性的合作活

动，在建构活动中，这样的合作行为其实也并不少数，在一次交通

马路的搭建中，一开始幼儿与幼儿之间没有协商的合作，但是大家

一起在搭建交通马路的时候，不知是空间的限制还是他们的不谋而

合，幼儿顺其自然地把两条路连接成一条路，他们还拿着小汽车在

马路上开来开去，并根据游戏需求又创设了红绿灯、加油站等设施，

这样就在无形中形成了幼儿间的交往与合作。还有一次搭建幼儿园

的马路的时候，一个小朋友联想到我们幼儿园门口总是很多家长停

电瓶车，便想出方法把路加宽，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家长停车，然后

旁边的小朋友看到了也如法炮制，用相同的方法，把路变宽了。以

上幼儿的行为固然缺乏共建意识，但是他们处在平行游戏的表现形

式下，通过同伴学习、经验分享、行为模仿等等，会渐渐学会更多

的搭建技巧，促进更多的合作意识发展。 

（三）消极交往，遇到阻力和冲突 

在搭建游戏中，尽管有些幼儿一开始能进行很好地合作，但由

于前期没有沟通和计划，或者在建构过程中的各种突变因素，导致

在活动过程中有很多矛盾和阻力发生。在一次搭建立交桥的活动

中，致远想要用最后一块拱形搭建桥梁，但是琳琳想要用它来连接

另一侧的马路，于是他二话不说就拿走了拱形积木，致远发现后说：

“这个我要的。”说完拿回来摆放到原来的位置。琳琳很生气，伸

手就去抢，在手伸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桥弄塌了，紧接着他便哇

哇大哭。致远看着琳琳哭泣的画面，犹豫了一会便把积木给了琳琳，

并且默默地把桥修补好。在这一活动中两人因为需要同一块积木不

免引起冲突，琳琳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他不会和同伴用语言去表

达自己的想法，不仅抢了积木还先以哭示弱，好在致远是一个通情

达理的小朋友，看到琳琳哭了便让着他了。像这类意见不合，导致

在建构活动中出现分歧和意见的事情比比皆是：比如搭建停车场的

时候是搭建露天停车场还是地下停车场；建造屋顶是用木头积木还

是泡沫积木更适合；搭建围墙的时候是一一排列积木还是架空搭建

积木等等。幼儿在建构活动中面临各种难题的时候如果能及时商

量，解决问题，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是最好的结果。如果幼儿无法自

己解决问题，教师应该适时介入，寻找最有效的方法，帮助幼儿化

解矛盾与冲突。 

（四）双人结伴，以同性合作为主 

大班幼儿正处在 5-6 岁的年龄阶段，有的小朋友通过日常的交

往，有了固定的好朋友，通过观察研究发现，大多都是一桌上的男

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做了好朋友，在建构区中更容易产生合作的

意识。在一次搭建爱心桥的时候，小朱和希希一开始就合作搭建，

浩浩询问后也想加入到活动中来，小朱爽快的答应了，但是在搭建

过程中，浩浩和希希意见多次不合，小朱做着墙头草的角色，不断



基础教育 

 12

调和浩浩和希希的关系，但是最后还是闹掰了。小朱选择继续和希

希搭建，而浩浩落单了又变成了一个人独自进行搭建游戏。还有一

次在户外进行建构游戏，小煦作为“主导者”寻找合作伙伴，共同

搭建坦克，好多小朋友都想加入搭建坦克的建构游戏中，但是他选

择了三个男生作为合作者，把另外两个女生“排挤”在外。从这两

案例中可以看出性别也影响游戏的合作。幼儿性别意识的发展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幼儿的交往。 

二、建构游戏中促进幼儿交往合作的策略 

（一）营造轻松自由的环境氛围 

合作动机产生于愉快的合作情绪体验，而轻松自由的游戏氛围

有利于幼儿愉悦的情绪产生。首先，教师可以提供给幼儿一个宽松

的、适宜的环境，并且将建构区设置在教室外面的区域，场地非常

大，能容纳多名幼儿进入，幼儿数量增加的同时也促进更多幼儿的

交往契机，不管是摩擦还是友好的交流都有利于幼儿交往能力的发

展。建构区域的墙面上也展览了很多关于各种各样建筑方面的图

片，这样能够引发幼儿与幼儿的讨论、思考和共鸣，引发他们交流

要搭建什么样子的建筑，如果想法一致，便能有合作搭建的机会。

当然材料的投入也非常重要，不管是低结构材料还是高结构材料都

能够提高幼儿的搭建能力和交往合作能力。更有一些材料是幼儿根

据自己设计的计划书，从家里寻找相应的材料带来的，那么就更能

引起他们的话题。幼儿只有处在心理自由和宽松愉悦的环境中才能

充分发展个性，让幼儿与材料互动，让幼儿与幼儿互动，才能激起

幼儿探索的主动性和交往合作的积极性。  

（二）丰富有趣的主题情景 

从以上案例中可见，幼儿的建构行为大多时候都是来源于主

题，幼儿的建构行为：搭建幼儿园、桥、交通马路等等都是主题情

景的再现。由于幼儿对主题都有一定的了解，并且是在这一阶段的

持续探索，所以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能互相交流自己的所见所闻

所想，能对同伴的想法提出不同的意见。当想法一致时更是密切合

作，不谋而合地共同来合作完成任务。而且根据主题进行搭建，不

会让幼儿无事可做。有的幼儿没有计划和想法，就会呆呆地坐在垫

子上或者追来跑去，打扰建构区中其他幼儿游戏。如果给他们一个

明确的主题，就有想法和主意会产生，幼儿自然而然地就会因为搭

建同一个建筑而一起展开话题。当然为了给幼儿更多的灵感，教师

也会设置一面根据主题开展而不断变化的展示墙，上面展示当时主

题活动可以搭建的一些图片、计划书等等，促进幼儿与幼儿之间更

深入的交流，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 

（三）恰当的引导与支持 

1.游戏的引导 

李光华学者指出，在建构游戏中，教师要善于观察，尊重幼儿

创作的作品以及他们的创作想法，并在游戏的过程中及时对幼儿的

表现给予相应的指导和价，让幼儿体会到建构的快乐。教师作为幼

儿的支持者与合作者，始终站在幼儿的背后，观察幼儿的行为，幼

儿的交往，幼儿的创造，了解幼儿的所需。当幼儿产生困惑或者遇

到瓶颈时期，可以以同伴关系的角色加入到幼儿的游戏中，陪伴幼

儿一起战胜困难，帮助幼儿一起寻找突破口解决问题；当幼儿遇到

困难时，及时给予鼓励，同时抛出问题发散幼儿的思维或者提醒幼

儿向旁边同伴寻求帮助；当幼儿独自一人时，可以针对性地进行指

导，创造各种条件引发幼儿的合作行为；当幼儿与幼儿之间发生矛

盾时，教师应及时进行正确地教育，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人家交往

观，促进幼儿之间友好地交往。作为一名教师应该懂得审时度势，

能够抓住教育契机，懂得把握分寸，适时介入。老师的介入可以有

效激发幼儿合作行为的产生，提供给幼儿更多的合作机会。 

2.语言的创造 

语言是与同伴间促进良好合作交往的重要技能，如何让幼儿在

建构游戏中积极交往，对于一些不善交流、语言能力发展慢、性格

内向的小朋友是非常困难的。作为老师一定要在一日生活中给予正

确的引导：在游戏前，幼儿围坐在一起进行做计划的时候，可以引

导幼儿有耐心地倾听与对话，商量搭建的内容，勇敢表达自己的想

法，让同伴去认可、并且吸引同伴主动加入到活动中来。在建构游

戏的过程中更应该创造条件去支持他们的建构游戏，让他们迈出自

信的一步去寻找伙伴，互相帮忙，引发他们的合作行为，让他们在

游戏中感受交往的重要性。在游戏后的评价同样至关重要，鼓励幼

儿说一说在活动中未解决的问题，大家一起商讨，及时解决；分享

一些搭建经验，共同探索，交流学习；梳理自己搭建的成品是否是

大家共同计划下的产物，给予他们更多表达的机会。 

（四）创造异性间的合作机会 

《纲要》 中指出：幼儿园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幼儿在游

戏过程中，能增进彼此性别的初步的了解，减少性别偏见，使不同

性别的幼儿气质和性格取得互补，充实各自的心理内容，是一种较

好的性别教育手段。大班的幼儿对性别同一性的认知发展基本处于

同一个水平，即能够达到对性别同一性的安全认知。有时候教师可

以将男生和女生分在同一组进行建构游戏，并且分配一些搬运的活

给男生，这样让女生感受有男生的团队是比较轻松的；女生分配一

些细致的活，让男生也同样感受女生做事的细腻，让搭建的结果比

预期的更好更成功，正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在活动后也要及

时让他们一起分享建构中的互相配合的相关经验，表扬他们的合作

精神，增加下一次异性合作的机会，从而促进不同性别儿童之间的

合作。 

建构区域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区域，除了要充分发挥幼儿的动

手能力、创造能力和想象能力之外，建构游戏对于促进幼儿同伴交

往行为的发展和交往策略的运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应该为

大班幼儿创设各种机会，有意识地培养幼儿的合作行为，以提高幼

儿的语言发展能力和同伴交往能力，促进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本

次研究关于大班幼儿建构区内同伴交往，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相应培养策略，虽然不是很全面，但是培养大班幼儿的学习品质

的发展同时，对幼儿智力、健全人格和社会化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

意义。最后，本研究只是探讨了建构游戏中幼儿的合作行为，而在

建构游戏中，还有很多学习品质值得去探索和挖掘，比如说抗挫折

能力、专注程度、想象力与创造力等等，都能够从某一方面促进幼

儿学习品质的发展，未来将继续深入观察建构游戏，关注幼儿在过

程中的学习品质表现，关注幼儿学习品质和各方面能力的整体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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