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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幼儿园游戏活动中师生互动现状探析 
◆温  甜  高小梅  魏  娟  谢延杰  刘  芳 

（陕西省神木市锦界第一幼儿园  719319）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学龄前教育越发被人们所重视。在幼

儿园教学中，学生的主要学习渠道就是与幼儿教师一起进行的游戏，所

以在游戏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至关重要，这决定了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和
理解。所以本文以幼儿园中师生互动的现状进行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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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决定了孩子的认知观和是非观，所以幼儿教育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在当今社会中，幼儿园的教育手法就是与学生进
行游戏，然后在游戏中教授学生一些基础的治理和道德理念，因
此师生间的互动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师生间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可
以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一些幼儿园
内师生间的关系极差，教师的教学方式和行为很难得到学生的认
可，也就导致了一些不良现象的产生。 

一、幼儿园师生间互动的现状分析 
（一）游戏设计的合理性 
幼儿园的游戏设计需要符合幼儿学生的身心发展，在游戏中

要体现出价值所在。幼儿园不是“托管所”，所编制的游戏必须
存在教育意义，而且游戏的意义必须是阳光，正能量的。而在我
国内不少幼儿园的教学理念太过陈旧，游戏中完全没有任何的意
义，教师成为了学生的“陪玩”。而且游戏的编制也极为不合理，
没有章程、环节，更没有游戏的核心教育意义。课堂气氛在教师
严厉的约束下，毫无生气。 

（二）游戏的组织能力 
组织能力是幼儿教师最为基础的能力，教师要维持整个班级

的秩序，所以学生人数相对较多，教师的精力有限不能做到面面
俱到。导致了部分学生在参加游戏时，没能得到同样的游戏体验，
更不可能从游戏中体会游戏乐趣和吸收感悟了。 

二、对于幼儿园游戏活动中师生互动的建议 
（一）制定科学合理的游戏计划 
幼儿学生的年龄一般为 1-6 岁，心智尚在发育，教师一昧的

固守规则，会让学生的天性得到压制。幼儿教育的主旨在于启蒙，
是要给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和品行，所以幼儿教育应以游戏为
主，通过生动具体的游戏内容让学生一边玩耍，一边吸收游戏中
岁蕴含的意义。所以游戏的设计必须有科学合理的计划，教师在
设计游戏的时候要考虑多面的因素，如学生的意愿度、游戏的根
本意义等。制定游戏计划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让学生在游戏中学到
知识。 

例如，某幼儿园，教师们举办了《我是歌神》的歌唱比赛，
要求每名学生都要准备几首自己最拿手的音乐在班级里进行首
轮评比，并且可以自行做出延伸。在首轮评比开始时，学生们都
踊跃的进行了参加，学生们都准备的十分充足准备大展歌喉。在
经过一轮的表演后，教师让学生们写出心目中最好的三名“歌
手”，要求三个人的名字不能重复，票数最高的三人获得晋级，
参与全校的竞争。最后在学生们的仔细筛选后，终于评比出了三
位小“歌神”。随后在教师们紧锣密鼓的部署后全校第一届《我
是歌神》正式拉开了帷幕，在校领导和家长的注视下，晋级的学
生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自己的“绝活”拿了出来，最
后在家长评委和校领导评委的一致认同下，选出了三位歌神。 

（二）师幼共同参与创设良好的游戏环境 
要保证游戏的氛围的足够热烈，教师的参与极为重要。教师

可以在游戏中客串角色和学生们一起玩耍，这不但能拉近师生间
的关系，更能使学生的参与欲望得到提升。 

例如，教师在于学生们准备一起进行《三只小猪》的话剧表
演，教师在得到学生的一致认同后开始为学生们分配角色，教师
本人则作为旁白同样参与话剧表演，在角色分配完毕后，教师安
排学生们进行彩排。没有获得角色分配的学生则作为评委和幕后
工作人员参与活动。话剧表演开始后，教师先是进行了报幕，将
各个角色的扮演者进行通告，并告诉“评委们”细心观察，找出

不足。随后话剧有条不紊的进行，在学生们的欢声笑语中话剧结
束了。教师安排“评委们”依次发表意见，小“评委们”以此娓
娓道来，点评的头头是道，最后教师选出了一位最佳“小演员”
和最佳“小评委”做出了奖励。 

（三）树立正确儿童观，重视幼儿的主体作用 
幼儿的身心发展极为重要，幼儿园的教师必须给予绝对的重

视。每个学生都有其独特的发展潜质，教师应进行发现并给与支
持和培养，帮助幼儿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培养学生爱好的
养成。同时教师不可过多干涉学生自身对自身喜好的决定，学生
的爱好应出于内心中真正的热爱。 

例如，在某幼儿园中，教师和学生们一起召开进行主题班会，
让学生们讲述心中的家人。当教师看到一位学生的画中不止爸爸
妈妈还有一条狗的时候，教师就问该名学生，“这个是谁啊”，教
师指着画中的狗道。学生兴冲冲的回答道：“它是我弟弟，已经
3 岁了”。教师看着学生红红的小脸问道：“你怎么把弟弟画的这
么丑？”学生不好意义的挠挠头。教师问道：“你很喜欢画画吗？”
学生说：“对呀，可是弟弟和我不一样，我不会画。”然后教师手
把手的教这名同学，将那个“毛孩子”画在了作业本上。 

（四）鼓励幼儿参与游戏评价 
幼儿学生的是极为灵活好动的，并极具想象力。教师在设计

游戏的时候，应把学生也计划在评价的范畴之内，往往学生的无
意之举就能将游戏趣味性带来巨大的提升，所以学生客观的建议
有很大的意义。教师在今后的游戏设计中，应结合学生的意见，
并多听学生谈从游戏中的体会和感悟，加强与学生的互动，拉近
师生间的关系。 

结束语： 
沟通是一座“桥梁”，任何形式的沟通都可以改变现状，拉

近关系，从陌生到熟悉，从抵触到信任就是对沟通的完美诠释。
在幼儿教育中，师生间的沟通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感情的
交流和磨合，所以当代幼儿教师务必要以绝对平稳的心态和正确
的沟通方式搭建与幼儿学生的“桥梁”，才能使幼儿教育事业的
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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