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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游戏活动中幼儿自主性有效发展的策略浅谈 
◆刘丽娟 

（简阳市平武镇中心幼儿园  641407） 

 
摘要：随着社会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的提高，幼儿自主性发展也逐渐

成为了学前教学的重点，促进幼儿自主性发展的直接手段就是游戏活动，

在幼儿园开展的游戏活动中，幼儿有权利决定游戏中的一切，包括游戏
材料的选择和游戏角色的分配等等。教育界各学者认为，游戏活动可以

很好地帮助幼儿的自主性发展，幼儿教师如何运用这一手段充分引导幼

儿的自主性发展，是当下的一个重点。但是从当下幼儿园游戏活动实践
中来看，还存在着些许的误区，因此本文从游戏活动对幼儿自主性发展

的意义出发，对当下幼儿园游戏活动现状进行了分析，通过深入研究后

制定了可行的有效发展策略，拟为幼儿园游戏活动提供一定的思路，来
帮助幼儿自主性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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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重幼儿个体差异，优化教学理念 
游戏活动中的创造性游戏的基本特征是自主性，能够最直观

的体现幼儿的思维和情感。在游戏中，对于游戏器材的选择，游
戏角色的分配等等，都受幼儿的主动性和意愿性支配，这样正是
幼儿园开展游戏活动的初衷，最大程度的激发幼儿的自主性，进
而让幼儿能够形成主动思考、主动选择的能力。由于幼儿年龄很
小，所以与成人的心理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幼儿没有成人那边成
熟和周全的思维，对于事物的分析也不是依靠合理等规律。不理
性、不客观是其心理特点，幼儿往往通过自主的感受来选择，自
己喜欢、感兴趣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教师就是要尊重幼儿的这种
特征，采用游戏活动来充当发展幼儿的自主性。 

教师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这一点对于优化游戏活动
有着重要的帮助。因为教师的教学理念是开展游戏的基础，教师
对于幼儿的影响是巨大的，只有优化了教学理念，才能真实的实
现幼儿自主性的发展。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个体，但每一个又
都是可爱、天真的。由于遗传因素和家庭环境因素的不同，每一
个幼儿呈现不同的性格和兴趣爱好。作为教育者，应该尊重孩子
们的个体差异性，不强制要求每人一定要达到什么标准，平等对
待每一个幼儿。教师要学会尊重幼儿的个体差异，不同年龄阶段
的幼儿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幼儿园游戏活动更多的
是针对三岁到六岁这一年龄阶段的幼儿，这一阶段的幼儿具有活
跃的思维，教师需要对这一阶段幼儿的整体发展水平有一个深入
的了解，才能在后期更好的引导幼儿的发展，此外，每个个体都
存在个性特征上的差异，要根据不同幼儿的个性差异，对教学理
念和方式进行改进，以达到适应更多幼儿个体发展的目的。 

二、注重师生交流，提高指导能力 
幼儿在游戏中的主体地位是无法撼动的，但是由于幼儿各方

面发展的限制，使得幼儿在游戏过程中仍需要教师的适时介入。
但是如果教师介入的方式不对，幼儿与教师之间缺乏情感交流，
也是会影响幼儿的自主性发展的。因为幼儿难免会对教师产生一
定的敬畏心理，甚至有的幼儿是畏惧和害怕教师的，教师如果不
能带着情感介入游戏，幼儿只会将教师的介入看作是命定的下
达，可能会对幼儿想法和行为产生限制，遏制其自主性的发展。 

所以教师的指导应当是以平等的角度介入的，幼儿本身就具
有强大的依赖性，对于父母的需求很大，因此，教师应当给予幼
儿更多的情感方面的关爱。在与幼儿进行交流的时候，教师可以
采用半蹲或是弯腰的姿态，切不可高高在上的俯视幼儿，尽可能
的将目光与幼儿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对于幼儿提出的问题要积
极的回应，发现幼儿的闪光点要积极表扬，当幼儿出现不好的行
为的时候，教师也要及时制止并引导其改正，要让幼儿无时无刻
体会到来自教师的关爱，才能更加促进幼儿的自主性发展。此外，
于幼儿，要尊重、信任、鼓励，让幼儿可以大胆的发表自己的不
同观点，让幼儿有自信去发表自己对于事物的见解，尊重幼儿，
是对幼儿信任的体现之一，也是把幼儿看作是一个可以对自己进
行管理的单独的个体。 

三、创造自主开放的游戏环节 

游戏材料的选择是最直接影响幼儿自主性发展的环节，教师
需要对幼儿有较为深入的了解，针对于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特
征，在游戏材料的投放上下心思。幼儿的思维比较跳脱、活泼，
因此那些较为生动的玩具更能够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提高幼儿游
戏的兴趣，对于其思维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帮助。教师在进行游戏
材料的投放的时候，可以投入更多的半成品材料，让幼儿在游戏
中发散自己的思维，使用这些半成品材料进行拼搭和构建，可以
有效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游戏规则一般都是由教师自
主制定的，一方面可以保证游戏有序的进行，另一方面也可以对
幼儿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但是大多数的游戏规则却违背了自
主性发展的原则。游戏活动主要依靠幼儿自主想象和创造形式多
样的游戏来实现的，但是教师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却大大限制了幼
儿的自主性。根据此等现象，教师大可以将制定游戏规则的主动
权教给幼儿，让幼儿根据自己对游戏的体验和需求来制定相关的
游戏规则，不仅满足了幼儿的自主性发展，同样也对幼儿的行为
举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一举两得。 

四、结语 
幼儿虽然年幼，但具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教师在教学活动中，

不能遏制住幼儿的天性，让其失去选择的权利和决定的主动性。
长期以往， 幼儿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也不利于幼儿以后的学
习。而幼儿园游戏活动为幼儿的自主性发展提供了平台，两者之
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从当下幼儿园游戏活动的开展中
来看，依旧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表现在教师的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教师缺乏游戏活动的指导能力；游戏材料构建单一，规则死板着
三方面，基于此，本文制定了游戏活动中幼儿自主性有效发展的
策略，从尊重幼儿个体差异，优化教学理念；注重师生交流，提
高指导能力；创造自主开放的游戏环节着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希望能够解决当下幼儿自主性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还不够全
面，需要日后更加深入的研究来完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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