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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小班表演游戏开展的现状研究
王学文

青海民族大学师范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 要】：近年来，表演游戏因其独特的发展价值，在幼儿园的地位日趋提高，而且受到了学前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但在

幼儿园表演游戏的活动开展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教师对于表演游戏的概念模糊，表演游戏的主题类型较为狭隘、单

一，表演区的材料投放不够全面、道具更换不够及时等，因此，笔者认为要重视表演游戏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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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方式，幼儿园的课程和游戏是

分不开的，表演游戏是幼儿园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幼儿

根据童话、绘本故事等文学作品或是自己创编的故事中的角

色、情节、语言等饰演某一角色，再现文学作品内容的一种

创造性游戏方式。通过将表演游戏运用到幼儿园的教育活动

或其他活动中，可以发挥幼儿的积极性和自主创造性，开发

幼儿智力，促进幼儿各项能力的综合发展。

1 小班表演游戏开展的现状分析

笔者在 W县幼儿园的支教期间，深入到小班年级，以 4

个小班共 100名幼儿和 12 名教师为样本，观察并记录小班

幼儿表演游戏的开展情况及教师对幼儿表演游戏的指导情

况。同时，给四个小班共 12名教师发放问卷，有效回收 12

份。

1.1 小班教师对于表演游戏的认识

调查结果显示，有 58.33％教师认为表演游戏是幼儿通

过扮演角色，运用想象，创造性地反映个人生活印象的一种

游戏，25％的教师认为表演游戏是一种创造性游戏，是幼儿

按照童话、故事中的角色、情节、语言，进行创造性表演的

游戏，16.67％的教师认为表演游戏是幼儿运用肢体动作、语

言等以及一些道具，严格再现绘本或童话等故事内容的游

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幼儿教师对表演游戏的概念模

糊，将表演游戏与角色游戏的定义相混淆。

1.2 小班表演游戏开展与组织情况分析

调查显示，83.33％的教师开展表演游戏的时间在 20分

钟以内，33.33％的教师开展表演游戏的时间在 20-30分钟，

16.67％的教师开展表演游戏的时间在 30分钟以上。同时，

根据笔者观察小班幼儿开展表演游戏的时间大部分都在 20

分钟以内，并且小班幼儿每周自主进行 3-4 次自主表演游戏，

自主进行表演游戏的频率和次数安排较为合理。在教学活动

中 50％的教师每月开展 1-2 次表演游戏，25％的教师每周开

展 1-2 次，16.67％的教师每学期开展 1-2次，8.33％的教师

几乎不开展表演游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表演游戏在小班

教学活动中开展的频率较低、次数较少。

1.3 小班表演游戏的场地设置及材料投放情况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得出：58.33％的班级设置了表演区，

41.67%的班级未设置表演区，大部分班级设置了扮演区供幼

儿游戏。50%的教师自行布置表演区，还有 50%的教师与幼

儿共同布置表演区，小班幼儿没有自行布置表演区的情况。

同时，小班教师会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进行表演游戏的

场景布置，各班可以根据本班需要去借助其他班的区域完成

活动，道具的更换频率较低、次数较少。

1.4 教师对于表演游戏的指导情况分析

笔者主要从教师的介入方式进行分析，主要有平行介

入、合作介入、外部介入。通过调查，笔者发现有 75%的教

师选择外部介入，66.67%的教师会选择合作介入，50%的教

师选择平行介入，三种介入方法使用的频率都挺高，由此笔

者发现教师会根据教学活动中表演游戏开展情况，选择合适

的介入方法进行指导。

1.5 小班教师对于幼儿表演游戏的评价情况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师幼共同评价所占百分比为 75%，教师

评价所占百分比为 25%，幼儿自评或他评所占百分比为 0%，

由此发现，小班教师对表演游戏的评价方式主要是师幼共同

评价。同时，笔者发现教师在评价幼儿表演游戏时的重要程

度由高到低分别为：幼儿的合作情况及游戏过程中的秩序遵

守情况、幼儿的参与情况、道具的使用情况、幼儿的表演是

否到位、幼儿个体的进步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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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幼儿园小班表演游戏存在的问题

2.1 教师对于表演游戏的概念模糊

根据调查，笔者发现有将近一半以上的教师将表演游戏

与角色游戏的概念相混淆，认为表演游戏是通过扮演角色，

运用想象，创造性地反映个人生活印象的一种游戏，没有将

两者的性质区别开来，角色游戏是幼儿生活经验的反映，而

表演游戏则是在选择作品和剧本的基础上进行表演，教师没

有明确对表演游戏的概念认识。

2.2 表演游戏的主题类型较为狭隘、单一

教师选择表演游戏的主题时主要是根据幼儿的年龄特

点及教学活动内容进行选择，主要以一些绘本故事和幼儿喜

爱的动画片为表演游戏的主题，尤其是作为语言活动教学的

辅助手段，把表演游戏作为教学活动的导入或是延伸，没有

让幼儿在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创编，幼儿的兴趣不够高、参与

度也较低。同时，没有把一些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

《格林童话》《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等故事中的某一片段

进行表演，主题较为单一、没有创新。

2.3 表演区的材料投放不够全面、道具更换不够及时

游戏材料指的是幼儿在游戏中使用的玩具或是其他物

品，既包括从商店购买的玩具，也包括由教师、幼儿或是幼

儿家长利用一些废弃材料和半成品材料制作的供幼儿游戏

的玩具或是游戏材料。通过调查发现，有的班级没有设置表

演区供幼儿自主游戏，只是在教学活动需要的时候去借助其

他班级的表演区进行活动。大部分班级 1-3个月左右更换一

次道具，频率低、次数少，更换不够及时，材料也只是根据

需要进行增添，不能吸引幼儿去自主进行表演游戏，幼儿容

易对表演区产生疲倦，对表演游戏的积极性也较低。

2.4 教师的指导与评价不够及时、全面

教师的指导与评价对于小班幼儿起着重要的作用，既要

保证幼儿可以自主游戏，也要提高幼儿对于游戏的兴趣与积

极性。笔者通过观察发现，教师使用平行介入、合作介入和

外部介入的比例都较高，但这几种介入方法没有相结合使

用，教师也没有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进行指导与评价，

比如：没有示范进行表演、没有编制一些练习性游戏提高幼

儿表演技能等。教师主要评价的是幼儿的秩序遵守和规则意

识，对其他方面的评价较少，教师可以慢慢再加入其他方面

的评价，比如：幼儿的表演技能、幼儿的参与情况等，根据

幼儿的最近发展，由简到难，慢慢增加评价的内容，提高幼

儿对表演游戏的热情。

3 小班有效开展表演游戏的对策

3.1 幼儿园方面

（1）创设合理、有效的表演区，提高幼儿对于表演游戏的

乐趣

表演区的设置应以小班儿童的年龄特点和教育目标为

依据，既要考虑到幼儿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合作，也要注意孩

子的投入程度，以满足小班幼儿的需要，让幼儿感受到表演

游戏的乐趣，提高与他人的交流、合作能力。表演区主要由

表演区、观众区、道具区三部分组成，放置的材料可根据需

要进行移动。表演区是一个较为嘈杂的区域，应该选择不影

响其他区域的空间，最好远离阅读区、美工区等比较安静的

区域，可以设置在班级走廊，以免影响其他区域的活动开展。

（2）利用有效资源，制作适合小班幼儿的游戏材料

组织幼儿园教师利用自然资源，如树叶、小石头等进行

制作以及一些废旧物品，如瓶盖、一次性杯子等进行制作，

保证游戏材料的多样性及丰富性，让幼儿参与到材料的制作

过程，变废为宝，树立环保意识，懂得珍惜自然资源以及可

以重复多次使用的材料，提高动手能力。材料的发放要根据

小班加强园本教研，解决表演游戏中存在的问题幼儿表演游

戏的特点，多投放同种游戏材料，防止幼儿争夺，鼓励幼儿

根据所扮演的角色，亲自动手制作所需材料或寻找一些替代

品。

（3）制定表演游戏的评价准则，建立评价与奖励机制

制定表演游戏的评价方案，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与奖

励机制，使得教师对表演游戏有明确的评价标准，明确开展

表演游戏的一些注意事项，完善表演游戏的组织机能，起到

风向标的作用。设立一些表演游戏的奖项，对于表现好的班

级给予一些奖励，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及工作质量。

（4）强化对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专业素养

要定时加强对幼儿教师的职前与职后培训，明确相关的

幼儿理论知识，不断巩固专业知识，用理论知识武装头脑，

更好地为教学实践而服务。同时要给幼儿教师提供一些外出

学习的机会，学习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时俱进，不断提

高幼儿教师综合素养。

3.2 教师方面

（1）运用谈话、提问等多种方式帮助幼儿选择与熟悉表演

内容

表演内容的选择对于幼儿的表演游戏能否顺利开展起

着重要作用，教师要选择适合幼儿、有表现力的表演游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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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要有特定的场景、性格明显的角色、简洁形象的语言以

及简单的情节，易于幼儿理解，比如《拔萝卜》《小猪变干

净了》等通俗易懂、情节简单的绘本故事中的某个片段，符

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易于幼儿模仿。同时，教师应通过

谈话、讲解、提问、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帮助孩子熟悉故事

内容，加强对表演游戏主题内容的讲解，使孩子能够理解和

熟悉故事内容。

（2）教师示范表演，激发幼儿表演欲望

教师把绘本故事、童话、影视作品等文艺作品，采用歌

舞、戏剧、桌面、木偶、皮影戏等表演形式，在表演区的小

舞台上进行示范，激发幼儿的表演欲望，将各种表演技巧进

行示范，幼儿可以自行进行模仿，同时，充分发挥道具的作

用，提高了幼儿的游戏技能，同时也为幼儿选取和积累表演

游戏的素材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3）教师选择合适的指导策略，及时加强对幼儿的指导

指导幼儿共同参与活动场景的布置、道具的制作，提高

幼儿的动手能力，体验与同伴共同合作的乐趣。引导幼儿与

教师共同制定并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如爱惜玩具、要保持

安静、游戏结束后将玩具收拾整齐。在教师的帮助和建议下，

根据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内容、人物的对话和动作，引导幼儿

进行表演游戏，鼓励幼儿使用丰富的面部表情和动作体态，

提高幼儿的表演技能。

（4）教师及时对幼儿进行评价，给予幼儿积极的反馈

教师要优先重视对幼儿的正面评价，善于运用榜样、表

扬、奖励等积极的教育方法，对幼儿的表演游戏进行评价，

关注幼儿自身纵向能力的发展，从多个维度肯定幼儿的表

现，比如在游戏中的参与度、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不

断寻找、挖掘表演游戏中的积极因素，并利用这些因素进行

评价，评价的形式要多样，小班主要是以师幼互评为主，幼

儿自评为辅，多让幼儿去发现，认真倾听幼儿的声音。

参考文献：

[1] 姜帆.幼儿园表演游戏的现状、问题及对策[D].山东师范大学,2016.

[2] 陈艳鸿,罗美情.开展大班表演游戏 提升幼儿艺术表现力--以大班表演游戏《小牛过生日》为例[J].福建教育学院学

报,2021,22(03):114-116.

[3] 方建华,冯静.大班表演游戏中教师指导行为的研究[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21,31(01):78-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