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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游戏精神的缺失与培养策略 
史乃霞 

（盐都区鞍湖幼儿园  江苏盐城  224001） 

摘要：游戏是幼儿的基本生存权利之一，还是他们生命活动的方式。然而，当前，教育事业逐渐朝着工具化和功利化的方向发

展，与此同时，幼教从业者的游戏精神也越来越淡薄，幼儿游戏的异化问题逐渐加剧。在这种形势下，探索幼教从业者的游戏精神，

已经成为今后幼教事业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先阐述了幼儿教育中游戏精神的作用，然后对如何重建幼儿教师游戏精神

进行了研究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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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专家福禄贝尔说：“游戏是孩子内心活动的自身表现，

是孩子 纯洁、 神圣的心灵活动。”对幼儿而言，游戏实质上是一

项充满趣味性的活动，而并未成年人所谓的娱乐活动。游戏是幼儿

阶段必不可少的活动。高素质的幼儿教师必须能够充分把握幼儿的

心理以及行为。从专业精神的层面进行分析，幼儿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必须善于运用游戏活动，它是为迎合儿童发展而开展的活动。而

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在大班额形势下，在与大量活泼爱动的儿童

打交道时，许多老师常常忘记了自己作为游戏者的身份，为更好地

确保活动秩序的安静，在开展游戏过程中往往采取高控制的措施，

以绝对权威性的“教师”出现在孩子面前。由此一方面会阻碍到师

生双方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还影响到双方的发展。因

此，要达到幼儿教育的目的就要研究幼儿教师游戏精神的缺失以及

重构。 

1 教师游戏精神树立的价值 

1.1 有助于幼儿在活动中更乐学 

乐学即指幼儿主动参与到活动之中，以一种轻松愉悦的情绪投

入其中，从中获得满足感、体验到成功的快乐。例如，在室外活动

区，幼儿往往不太喜欢脚跳球活动，教师屡次对他们进行引导和鼓

励，亲自做示范动作均未调动起他们的参与兴趣。后来教师告诉孩

子们：“脚跳球这项游戏能够体现你们的动作灵巧性，本月末本班将

开展脚跳球比赛，对前十名的同学进行奖励。已掌握活动技巧的学

生可以来当小师傅，去指导那些没有掌握活动技巧的同学，比一比

哪一位小朋友在一分钟内跳的多，收的徒弟多”，听到教师的话，班

上接着开始兴起了脚跳球的热潮。 初教师通过命令的方法安排孩

子们参与活动，此时孩子们持有一种抵触的情绪。随后教师改变了

工作方法，通过设置比赛的形式引导他们投入到活动中，他们的心

态立刻发生了变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积极地参与到活动中。 

1.2 有助于幼儿在活动中更会学 

会学即指幼儿在游戏中自主寻求处理问题的方法，拓展活动内

容与技巧。例如，在开展科学游戏《颜色变变变》过程中，当孩子

得出不同于教师的结果时，教师可以这样说：“你们的实验结果非常

独特，这是为什么？这是由于颜色配比差异造成的，你们可记录好

这个结果。”在活动过程中，教师需要转变自己的角色，不再是作为

一名管理者出现，而需要把自己当做是孩子们的朋友，引导他们积

极进行探索，使他们在玩中学。 

1.3 有助于幼儿在活动中更能学 

能学体现在幼儿的解决问题，交往合作等诸多能力获得提升。

例如游戏活动脚跳球，小朋友彼此向对方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提升

了他们的合作能力。那些掌握技巧的孩子以自己能够成为其他小朋

友的师傅而高兴；而那些没有掌握活动技巧的孩子则积极向其他同

学学习，希望不够尽快学会。教师也有了大量的小助教，从而使得

教学活动能够获得更加良好的成效。 

2 幼儿教师游戏精神缺失的表现 

2.1 对自由的理解度有误 

游戏精神 重要的特点便是自由[2]。一方面，幼儿教师对游戏精

神中自由的误解通常表现为将自由放在与纪律对立的位置上。因为

社会对教师角色的印象是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充当领导者，其任务主

要是传道、授业、解惑[3]，因此自由对于他们而言是无关紧要的方面，

甚至很多教师自身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为幼儿营造自由的氛围，

有利于其和谐发展。一位自由意识薄弱的老师根本不能为孩子们营

设一个自由发展的环境，也根本不能充分了解孩子们在活动过程中

对于自由的向往。在活动中幼儿难免会出现情绪激动、不受控制的

情况，教师若仅仅只是禁止幼儿的行为，而不是加以引导，则会挫

伤幼儿游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有的教师对游戏精神中的自由则

是单纯的理解为毫无限制的自由。但是游戏自身是具有复杂性，无

论是哪一项游戏活动，必须具有一定的规则，人对自由的追求也必

须在相应的规则下进行。纪律是对自由的更高级和更理性的运用形

式[4]。还有很多教师觉得让幼儿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活动便是游戏精

神中所提倡的自由。所以在开展相关教学活动过程中往往为孩子们

提供许多玩具等让他们自由地玩耍，并未设置什么目标以及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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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也不会在活动中对幼儿进行指导和引导。教学活动开展需要

教师着眼于每个幼儿的 近发展区，为幼儿提供具有一定挑战性的

任务，调动其积极性。 

2.2 游戏体验性不足 

游戏的体验性是否足够， 根本是取决于作为游戏活动主体的

幼儿的主体性是否能在活动中得到充分实现[5]。虽然这些活动是虚构

的，然而，参与人员在活动过程中却能够得到非常真实的感受。幼

儿和老师均亲身进入对象，与对象充分融合，去体悟、创造生命的

价值。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教师不能真切的投入到游戏活动中，

享受游戏的乐趣。在游戏活动中过于注重自己的活动设计，没有切

实从幼儿和游戏本身出发，难以体验到游戏的快乐。比如，在游戏

活动的一个环节中幼儿对于模仿小动物十分感兴趣，不停的模仿。

而教师却因为急于进行下一个环节，强制暂停幼儿的游戏行为。不

仅剥夺了幼儿良好的游戏体验感，而且教师自身也不能真正的融入

到游戏中。 

2.3. 创造精神的匮乏 

游戏背后的创造精神是其精髓[6]。幼儿教师游戏精神反映在教学

全程的每一个环节，需要老师能及时找出孩子们的兴趣点，与孩子

们一起开发、参与活动。而在现实中的很多幼儿教师重形式、轻过

程，无视儿童的兴趣需要。具体教学实践中，老师在开展游戏之前

均会预先进行备课，根据教学目标引领幼儿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

这样就忽略了幼儿的喜好，有时某个活动幼儿根本没有任何兴趣、

非常讨厌，然而，为实行既定教学目标，老师往往会硬着头皮将游

戏实施完，无法实现让幼儿在游戏中主动探究与创造。 

3 重构幼儿教师游戏精神的对策 

3.1 重新确立幼儿“游戏人”地位 

游戏精神是一种超功利精神，具有和谐、自由的特点，注重活

动过程。想重构幼儿教师游戏精神，教师应当尽快摆脱传统思想的

束缚，切实加强自我修炼，持续地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以重新确

立幼儿的“游戏人”地位[7]。鉴于上述原因，他们一方面应当对自身

的心态进行调整，对游戏形成理性的认识，另一方面，还应当积极

主动的抵制工具性对活动的影响，彻底从传统功利思想观念中走出

来，真正扭转孩子们“被游戏”的命运，确立他们“游戏人”的角

色。唯有如此，他们才会充分领会游戏活动的真谛，为活动的权利

与尊严提供保障，确立孩子们的主体地位，使他们通过参与活动逐

渐发现并提升自己。 

3.2 创设良好的“游戏场域”情境 

“场域” 早是物理学领域的专业术语，后来被引入到心理学

领域中，具体来说，即指人们所处的情境与环境等。毋庸置疑，游

戏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相应“场域”的支持。活动的“场域 ”一方面

涉及到物理场，例如各种类型的教具、材料以及设备等，另一方面，

还涉及到心理场，例如情感场、人际场等。因此，幼儿教师应当具

有良好的教育技巧， 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教学本领，为活动的

顺利开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场域”。该“场域”能够有效激发孩子们

参与活动的灵感和冲动，同时积极主动地参与。想要实现上述目标，

老师应当充当好“助玩者”的角色。所谓 “助玩”，即指为孩子们

更好地活动提供支持与帮助，因此老师应当主动转变长期以来沿袭

的“导演式”活动指导模式，采取以幼儿为主体的活动方式，尽快

转变自身在活动中的功能和职责。 

3.3 构建合作互动型师幼关系 

游戏精神充满了对幼儿的关怀[8]。为使幼儿形成良好的游戏精

神，老师应当积极主动地转变自身与幼儿的关系。当前师幼关系

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双方的权利地位的不对称及由此造成的话语权

不对等。想扭转这一局面，老师应当以游戏精神为基础，消除传统

的师道尊严，与孩子们平等地相处，带着童真和童趣与他们一起参

与到活动之中。不再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孩子们，与他们建立起

良好的伙伴关系，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型关系。唯有如此，幼儿才

能够真正自由地参与到游戏活动中，进行自主探索，从而使他们成

为真正的“人”。 

综上所述，幼儿教师游戏精神的前提是老师必须从内心深处热

爱自己的工作，这种精神的形成能够促进教师与幼儿建立起良好的

关系，使幼儿真正领会到游戏活动的趣味性、体验到成功的欢乐。

将其作为从业者必须具备的一项专业素养，对他们的专业成长起着

非常关键的作用，并且还为我们深入探讨幼儿教师素质问题指明了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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