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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幼儿园表演游戏中对幼儿“自主性发展”的培养
肖婷兮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16

【摘 要】：幼儿自主性发展近年来是教育界及教育者们所关注的焦点。表演游戏作为一种自主性游戏，不仅具有丰富幼儿创造

性、想象力的作用，还能充实幼儿的生活体验，发展其独立性，从而促进幼儿自主性的不断发展。本文章主要采用文献法、观察

法，从简单揭示幼儿园表演游戏中幼儿自主性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出发，对如何在表演游戏中培养幼儿自主性发展提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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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ldren's autonomous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focus of education circle and educators. As a kind of

autonomous game, performance game can not only enrich children's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but also enrich children's life experience

and develop their independence, thus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autonomy. This article mainly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observation, from the simple revelation of kindergarten performance gam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autonomy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how to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autonomy in performance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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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游戏是创造性游戏，也是自主性游戏，幼儿在表演游

戏中的自主性发展主要表现在幼儿的主动性、独立性、创造性。

具体而言，幼儿的主动性是指在无他人强迫下积极主动地参与

由于，例如在内容选择、角色分配以及评价等环节幼儿的情绪

和行为是否是自主自愿的。幼儿的独立性是指能不依赖他人，

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思考和行动，主要表现为在游戏过程中发生

的问题和冲突时，幼儿表现出的自我依靠能力。幼儿在游戏中

体现的想象、创新、思维发散等都属于创造性的发展，具体表

现为对道具材料的制作与运用，角色与情节的假象与表演等。

总的来讲，表演游戏中幼儿自主性发展主要表现为：自主选择

内容、自主制作道具、自主分配角色、自主进行表演、自主进

行评价几方面。

1 自主选择内容的培养策略

表演内容的选择对游戏的开展至关重要，目前表演游戏的

内容选择主要是“教师中心”，且内容单调，多是幼儿熟悉的文

学作品或者教学活动的延伸等等；教师缺乏剧本的创编能力，

不能将幼儿喜爱的内容作为表演内容，无法满足幼儿的兴趣与

需要；表演游戏的剧本往往缺乏创新创编，仅仅只是还原故事

情节，没有调动幼儿的主动性，也忽视了幼儿创编能力的发展。

1.1关注幼儿兴趣，提供支持和引导。

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中，教师应留意幼儿的兴趣和需求，当

幼儿接触到一些有意思的故事、绘本、动画片后，他们往往会

自己开始表演，有时还会邀请同伴配合表演。这就是幼儿自主

表演，教师应充分引导和尊重孩子，帮助幼儿能够更好地进行

游戏。例如笔者发现，本班幼儿非常喜欢“超级飞侠”这部动画

片，经常能听到幼儿互相分享“超级飞侠”里的片段和玩具，还

会一起喊动画片里的口号。教师可以利用这一条件，和幼儿进

行讨论是否要开展这一表演游戏，与幼儿一起商量选取哪一片

段，给予幼儿充分的权利，让幼儿做决定。

1.2尊重幼儿意见，鼓励幼儿创编剧本。

开展表演游戏时，不能局限于即成的剧本，把故事内容直

接套用为剧本。幼儿是创编剧本的主体，幼儿可根据自身的经

验与喜好，通过续编故事、自主创编、删减片段等方法使剧本

内容更加适合幼儿自主表演。还可建议幼儿用绘画的方式创编

剧本，用多样化的符号和形式表达幼儿内心的丰富想法。教师

应着眼于日常生活，引导幼儿将常见的生活情境融入表演，使

内容更加生活化，让幼儿获得更加丰富的情感体验。

2 自主制作道具的培养策略

游戏的道具和材料是游戏的物质基础，客观物质世界所提

供的环境支持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发展水平，丰富的表演道具和

环境更能调动幼儿的游戏热情。目前根据表演内容制作道具

时，尽管多以师幼共同制作为主，但却并非真正地体现“以幼

儿为主体”，常常是由老师来决定需要什么道具，再教给幼儿

制作，且往往是简单重复的道具。例如夜晚需要贴在幕布上的

星星；草地里的花等。除此之外，笔者发现表演区的道具开放

性材料较少，过多地投放形象逼真的道具，结构性过高，幼儿

容易忽视其替代性功能，阻碍了幼儿的自主创造。针对以上问

题提出以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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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减少固化道具，鼓励幼儿想象创造

一方面，处于具体形象思维阶段的幼儿，生动形象的道具

确实更容易激发幼儿游戏的兴趣。另一方面，过多地使用结构

性强的材料也会阻碍幼儿自主性的发展，限制幼儿的想象与创

造，因此在表演游戏中，教师可采用与幼儿共同设计的方法，

为幼儿提供开放性、半成品的道具材料，如：包装盒、泡沫板、

饮料瓶、落叶、石头等。幼儿在进行游戏时，能够发挥自己的

想象，以物代物、联想创造，一物多用，给予幼儿独立思考与

创造的机会。

2.2尊重幼儿兴趣，与幼儿共同设计

在表演游戏前可组织幼儿展开讨论，一起商量游戏中需要

准备什么，让幼儿能够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按照幼儿的意

愿共同搜集材料并制作道具，充分调动幼儿的感官。幼儿将自

己的想法大胆地实践出来，不仅调动了幼儿的主动性、培养其

创造性，也锻炼了幼儿的动手能力，使幼儿真正成为游戏的主

人。

3 自主分配角色的培养策略

表演游戏中分配角色主要涉及到同伴的选择和角色的分

配两方面。据调查发现，尽管在选择同伴上教师往往能尊重幼

儿的意愿，但在角色分配上仍然较少让幼儿自己做主。据观察，

教师只会在角色单一的表演中，让幼儿自主分配角色，例如《三

只小猪》、《乌鸦与狐狸》等。幼儿在角色丰富的故事中往往

不能选择自己想要表现的角色，因此而兴趣低下，无法积极参

与游戏，阻碍其多方面的发展。针对幼儿自主分配角色提出以

下策略：

3.1减少外在干预，允许幼儿自主选择同伴。

在进行游戏时，幼儿可自由组合，幼儿与自主选择的同伴

之间更加容易达成共识，合作起来更加默契。同时，教师应注

意幼儿自主组合可能会造成表现力强的孩子组合在一起，而能

力相对较弱的孩子组合在一起，导致全体幼儿发展成两极分

化。所以，在幼儿进行自主组合前，教师可对幼儿提适当的要

求，用榜样激励的方法，将相对能力较弱的幼儿合理地分配到

各小组中，使全体幼儿都能得到发展。

3.2尊重幼儿意愿，让幼儿自主选择角色

在表演前，组织幼儿通过讨论的方式选择角色，当角色冲

突时，可采用猜拳、轮换等方式与幼儿协商如何分配。根据情

况适当增减角色，鼓励幼儿选择适宜自己表演的角色，帮助幼

儿发现更多角色的趣味性，如：一棵树、一颗石头、风等。幼

儿的角色可随着游戏的深入不断地变化，让幼儿主动参与进

来，让角色“活”起来。

4 自主进行表演的培养策略

幼儿是表演游戏的主角，教师则是一个观察者、支持者。

在目前的表演游戏中，存在明显问题：教师过度进行干预，教

师更关注戏剧性和表演结果，对幼儿要求过高，过于管控约束；

自主表演流于形式，教师毫无目的性，不给予幼儿及时引导和

帮助；忽视幼儿的表演兴趣，幼儿有时会创编新的情节进行表

演，有时对于喜欢的内容则会反复进行表演。但教师为了避免

麻烦，往往会选择直接忽视幼儿的表演兴趣，从而扼杀幼儿的

表演兴趣，只有教师合理的提供帮助，才能使幼儿真正地成为

游戏的主人，发展其自主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策略：

4.1减少过度干预，将控制权交给幼儿

表演游戏不是戏剧表演，应更加注重其游戏性。教师在组

织表演游戏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特性，导致过多注重幼儿的表

演、对白、动作的规范性等。在幼儿进行表演时，教师应减少

过度干预，给幼儿自主进行表演的权利，让幼儿能够自由地利

用幼儿自己创编的语言、动作、表情等表现自己，表达自己，

切勿手把手地教，进行过多的提示和示范。

4.2善于观察指导，及时引导幼儿

减少过度干预，并不是指教师毫无目的在一旁等候。教师

要善于观察，当幼儿无所事事，或对当前的情节丧失兴趣时，

应及时引导幼儿对情节进行创编，为表演游戏注入新的元素。

当幼儿对情节有疑惑无法继续展开时，教师可就产生的问题组

织幼儿进行讨论，多了解幼儿的想法，寻找多种解决办法。当

幼儿不愿扮演负面角色时，教师可引导幼儿为负面角色创编多

种结局，或者自己主动扮演负面角色。

5 自主进行评价的培养策略

适宜的评价有利于教师发现幼儿自主性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为幼儿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笔者发现，在评价

时，绝大多数的教师给予了幼儿评价的话语权。当幼儿无法进

行自主评价时，教师则会主导评价，此时存在许多问题：如评

价对象单一，往往只表扬表现好的幼儿，忽略了有进步的幼儿；

评价内容片面，更多地注重对表演结果的评价，不利于幼儿的

整体发展；评价语言固定，评价程度流于表面，如“某某做得

好、某某很棒、向某某学习”等程式化的语句，导致幼儿在评

价时也出现程式化的倾向，不能对自己和他人进行更加深入的

评价。本论文针对此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5.1评价模式多样，引导幼儿自主评价

幼儿作为游戏的主体，同样也应该是评价的主体。教师应

为幼儿创建自由、轻松的分享环境，以便于幼儿能够充分发挥

自主性，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是让幼儿自评，鼓励幼儿把在游

戏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表达出来，讲讲游戏中的趣事、遇

到的困难、如何解决的等等。二是让幼儿互评，可以促进幼儿

相互学习，提高幼儿观察能力和评价他人的能力。自评和互评

充分尊重了幼儿的主体地位，为幼儿自主性发展创造了一个可

以自主讨论、自我陈述的环境。也有利于教师了解幼儿行为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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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内在动机，为更好地引导幼儿，促进其自主性发展提供依

据。

5.2实施多元评价，推动幼儿自主性发展

教师评价对象与内容过于单一是阻碍幼儿自主性发展的

重要原因之一，幼儿自主性发展包括创造性、积极性、主动性

的等诸多方面，因此教师在评价时更应该注重幼儿的整体发

展。一方面，教师应理性地看待幼儿自主性发展中的优劣势，

对其积极表现加以强化的同时，对劣势行为应在日常生活和教

学中加以引导，切勿一味地指责。另一方面，教师不仅要关注

幼儿的行为表现，更应该重视幼儿的意识、情感等方面，例如

对幼儿的创造意识、探索精神、独立精神、自信心等精神层面

进行肯定和鼓励，都有利于促进幼儿的自主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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