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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幼儿游戏的支持性策略研究 
杨温馨  胡雪涛  张国欢  孙怀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摘要：农村学前教育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农村幼儿的身心发展无疑是促进农

村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游戏作为幼儿学习和生活的主要途径和实现方式，首当其冲成为我们的重点研究目标。农村经济条件与人

口素质相较城市而言较落后，重视幼儿游戏活动开展水平也较少，因此其游戏的开展面临重重阻碍，我们需要改善农村幼儿游戏活

动中面临的困难，为其提供理论支持和以“流动游戏箱”为核心的实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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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国家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要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2011 年，“两基”目标在全国全面实现。

目前，农村教育发展的短板重点体现在了学前教育方面。实现更高

质量的学前教育目前成为了农村教育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国家教

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在论述教育事业发展目标时指出：“基本

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农村学前一年毛入园率达到左右，城镇和经济

发达地区农村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基本解决‘入园难’问题。”

在论述健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时指出：“基本建立‘广覆盖、

保基本、多形式、有质量’的学前教育体系，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

育。”以上文件都提现了国家对于学前教育的支持，尤其对发展农

村学前教育予以了相当的重视，为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机

遇。1 

介于国家制度的大力支持以及自身专业的素养、个人兴趣，致

力于开发服务于农村幼儿学前教育发展的流动游戏箱，将典型玩教

具整合为便于流动且方便使用的流动箱，为农村幼儿园提供物质基

础，拓展农村幼儿园开展游戏活动和教学活动的方式与内容。 

游戏是幼儿生活和学习的基本方式，能够为幼儿带来积极的情

绪体验及建构认知。农村与城市经济水平有一定差距，农村幼儿的

游戏活动与材料较城市幼儿相比较有差距，游戏活动形式也较为匮

乏与单一。因此农村幼儿的游戏现状并不容乐观。为了缩小城乡幼

儿游戏差距，实现教育公平，帮助农村幼儿享受游戏，快乐生活与

学习，笔者走访了延安市某镇的幼儿园，调查了幼儿园游戏发展的

现状，观察了幼儿园游戏材料的种类等。 

本次研究的目的是 1.帮助农村幼儿教师树立正确的儿童观与教

育观 2.纠正幼儿家长的游戏观念 3.解决农村游戏设施及材料缺乏的

问题。 

通过调查与观察，笔者了解到在延安市某幼儿园中游戏的现状

为： 

1.教师观念落后，重知识轻游戏。在《幼儿园工作规程》中，

将游戏活动列为了幼儿园的基本活动项目之一。但是，仍然有不少

农村幼儿教师认为，幼儿园应当以课堂为主，以教育幼儿知识为主

要任务。儿童观、教师观、教育观认识不够准确，一部分教师没有

认识到游戏活动对幼儿的成长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游戏活

动是幼儿生活学习的重要方式。他们认为，开展游戏活动就是在不

出现安全问题下自由地玩耍，安排更多的知识教学课程，幼儿就可

以学到更多的有用知识，这样她们的工作成绩是可以进行量化评价

的，更能得到幼儿园领导以及家长的认可。 

2.家长思想固执守旧，偏远地区有较多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监

护人可能是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亲戚，对幼儿较少的管束，作为家

长更看重幼儿的结果，忽视幼儿的过程性成长，不认同幼儿园开展

游戏活动。不认为幼儿有一定的自主能力。大部分住在城镇的家长，

陪伴幼儿成长，直观接触受较好师资力量教育的幼儿，看见幼儿的

自主性，逐渐明白什么样的教学适合幼儿童年期，很多已经认识到

幼儿在游戏活动中，有利于身心健康，并且对形成健全的人格有帮

助。但是，大多数农村幼儿监护人片面的认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

命运，进入幼儿园以后就应该学习文化知识，游戏是在做完功课之

后。其忽略了在幼儿园的集体环境中，众多幼儿一起在幼儿教师的

专业指导下进行游戏活动对幼儿成长的意义。 

3.教师未充分发掘游戏的教育意义。农村幼儿教师中有较大部

分存在职业懈怠，专业不专的现象。未对游戏活动进行规划和科学

的指导，只是让幼儿自由活动，游戏活动进行地无组织无目的。既

缺乏在游戏前的规划，又缺少在游戏中进行科学的组织和指导，而

且在游戏后也很少进行总结。这就使游戏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教育

作用，幼儿的社交能力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游戏中没有得到提

高。 

4.幼儿园资源匮乏，游戏难以开展。农村幼儿园受资金困扰，

幼儿喜爱的游戏设备几乎没有，仅有简单的滑梯、秋千等，物资缺

乏很难接触许多城镇幼儿教室中随处可见的玩教具。而且，农村幼

儿教师普遍缺乏因地制宜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利用身边的材料。两

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了，农村幼儿园在开展游戏活动时教具种类单

一，无法开展丰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活动，很难提升幼儿的眼界及

发展幼儿游戏。同时，农村幼儿园师资力量薄弱，难以开展高质量

游戏活动。 

5.缺少教师，班额过大。农村幼儿园的岗位职业幸福感吸引能

力较差，直接导致了农村幼儿教师的缺乏，在缺乏幼儿教师师资力

量和物资条件的情况下，农村幼儿园普遍存在班额较大，部分地区

甚至达到五六十人。如此大班额的情况下，教师的日常忙碌在各个

幼儿之间来回奔波，处理突发情况，维持安全纪律，缺乏组织游戏

活动的时间和精力，难以进行精心设计与指导。即便开展集体的游

戏活动，也往往是缺少足够的组织和指导，更多时候是刚组织好，

很多幼儿还没有进入到游戏状态就草草收场。这也导致农村幼儿园

的游戏活动，更多的是幼儿自由活动，缺少教师的组织，也就难以

获得应有的教育意义。 

根据现状，笔者提出了相关的策略： 

1.加强培训，提高教师组织游戏及利用其进行教育的能力。在

游戏活动的开展中，教师进行科学的提前规划和指导是游戏活动成

败的重要条件。在游戏活动开展前，教师应对游戏进行规划，明确

此游戏对幼儿的教育意义，准备游戏所需要的材料和教具，掌握如

何对幼儿进行有效指导。值得注意的是，在游戏中对幼儿进行指导

既非让幼儿盲目顺从，也非放任幼儿完全自由，应根据不同游戏的

不同教育意义合理制定指导方案。在游戏进行当中，教师应细心观

察，不同幼儿与他人交往的能力，游戏中的专注程度将游戏道具想

象成替代物品的想象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这可以反映不同幼儿的性

格、想象能力以及生活经验等。在游戏过程中，教师切不可包办代

替，应根据实际情况参与和指导。游戏结束后，教师应该对游戏的

教育意义进行总结，同时根据不同幼儿的不同情况制定进一步的教

育方案。 

2.发挥信息优势，改变家长传统观念。开展游戏活动与家长的

理解和支持分不开，幼儿园应该积极通过各种途径改变家长的传统

观念。例如：可以利用网络，建立家长 QQ 群和微信讨论组等信息

分享平台，在平台上分享孩子在园参加游戏活动的图片，以及游戏

活动对孩子成长的意义。对家长宣传幼儿参加游戏活动意义，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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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家长对幼儿教育的传统观念。幼儿园可以举办开放日或者举行

一些亲子活动，让家长参与或者近距离观摩幼儿游戏活动。在活动

中，教师应引导家长观察幼儿游戏活动，并分析其在幼儿成长中的

意义。也可以举办一些专家讲座，通过专家对幼儿成长和行为的分

析，改变家长的传统观念。 

3.合理利用资源，拓展游戏种类。大自然中蕴含着丰富的的自

然游戏资源，只需要加工一番，农村幼儿园应该妥善利用这些资源

来弥补游戏资源的不足。利用大自然进行游戏活动，农村幼儿园的

条件得天独厚，在农村处处是可以充当游戏道具的资源。春天教师

可以带幼儿去田野中比赛挖野菜；夏天可以将植物的叶子摘下来，

用胶水粘在纸上拼成不同的形状，锻炼幼儿的想象能力；秋天可以

将各种植物的花制作成标本；冬天可以带着幼儿堆雪人、打雪仗。

开展这一类的活动，既可以锻炼幼儿合作、想象和动手能力也能够

丰富幼儿的知识和阅历。 

4.分组开展游戏活动。农村幼儿园在进行游戏活动时，应尽量

减少人数过多的集体活动和不必要的过渡环节，避免幼儿消极等待

的问题。更多开展分组游戏活动，分组活动中教师面对的幼儿数量

减少，会大大增加幼儿的积极性，且幼儿和教师的互动性也会提高，

教师可以给与幼儿更多关爱。 

5.利用流动游戏箱。流动游戏箱是将城市的一些有趣而有意义

的游戏活动带到农村地区，可以更好地帮助农村无法受到优质学前

教育的幼儿，体验有趣而科学的游戏活动，促进幼儿德，智，体，

美，劳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及幼儿个性化发展，开拓幼儿眼界。帮

助家长更好的教育儿童，让幼儿度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尽可能

减少农村学前儿童因种种外部因素而产生的与生活在较发达地区

的学前儿童的一些差距。关于设计的流动箱，笔者根据可流动性，

利用行李箱的原理，在箱子的底部安装了 4 个转轮，方便携带。为

了最大发挥箱子的可利用空间，笔者对箱子的内部进行了改造，如

下图所示，在每个小盒子中笔者计划在其中投放游戏材料的成品或

者游戏材料的部件，并在其中附上游戏的组装示意图和玩法。在箱

子的内部，笔者计划利用白纸、手电筒、各种造型轮廓，利用皮影

的原理，将造型投放在白纸上，幼儿可以对其想象，进行创作。在

游戏箱中，总共附带的材料有 3-6 岁儿童游戏课程资源、游戏活动

指导方案、游戏材料、玩教具等。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与人民越来越重视学前教育对幼儿

发展的重要性，而游戏作为幼儿一日生活的主要形式，更是关注的

重中之重。如今的城市学前教育发展如火如荼，而乡村由于缺少教

育资源学前教育发展较为缓慢，所以我们应该将目光也投放在乡村

上，尽自己的所学，结合乡村当地的具体情况，为乡村学前教育的

游戏方面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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