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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论坛 

好玩的多米诺骨牌 
◆季芊扦 

（张家港市实验幼儿园） 

 
多米诺骨牌是一种集动脑动手于一体的益智活动。骨牌要一

张张摆下去，它不仅考验玩者的细心、耐心和意志力，而且还需
要玩者有不怕输、不怕失败的精神。排骨牌时，由于骨牌小、轻，
容易因意外的外力影响而失败，所以玩者时刻面临和经受着失败
的打击。这就要求玩者遇到挫折不气馁、不退缩，要树立信心，
鼓起勇气，重新再来。可见，多米诺骨牌的游戏非常有利于幼儿
耐心、细致、不怕输等良好品质的形成。那么，在幼儿园如何开
展多米诺骨牌的教育活动，使这一游戏成为幼儿所喜欢并有益于
幼儿形成良好品质的活动呢？我们大胆地进行了尝试，在区域中
投放了多米诺骨牌，观察了孩子们的探索活动。 

故事 1：一座多米诺骨牌高楼 
小羽在益智区拿起一盒多米诺骨牌，游戏一开始，他就把多

米诺骨牌竖起一根接一根垒高，搭到第五块时多米诺骨牌高楼轰
隆一下子倒塌下来。小羽把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推到一边，重新拿
起一块竖起，再次进行垒高，然而在搭了五层之后再一次倒塌了。
他沉默着坐了一会儿，又拿起了骨牌。两次、三次、四次……在
经历了大约六七次的失败之后，他把两块多米诺骨牌竖起来,再
在上面横着架上一块骨牌，然后在如此架空着往上垒高。这次，
他一直往上垒高到了第 8 层，多米诺骨牌高楼才倒下来。然后他
把多米诺骨牌全部收进盒子里放回柜子，重新选了一个魔尺玩了
起来。 

分析反思： 
小班孩子初次接触多米诺骨牌，并不了解玩法，而他们对平

面搭建经验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当拿到像积木一样的骨
牌时，孩子们 想做的就是像搭积木一样拼摆成自己喜欢的或平
面的图案或立体的建筑。小羽一开始使用了 直接的方法，把多
米诺骨牌竖向连接进行垒高建造高楼。在他的思维里面，这种长
条多米诺骨牌这样搭是 高的，想法很准确，操作却有很大难度。
小羽平时比较好动，能专注一件事情并坚持这么长时间，很不容
易。他的坚持让我看到了他行为模式的一种变化，也看到了他思
维方式的改变与突破，显然，这种突破比游戏的成功与否更有价
值。在终于获得了首次的成功之后，他却更换了别的游戏。对他
来说，成功就像一颗非常诱人的糖果.当还差一点点就能够着的
时候，是他欲望 强烈也是 积极主动的时候。但是，当通过千
辛万苦好不容易得到之后，他却会停留在自己的成功点上。而不
愿意去破坏这一份满足感。 

支持策略： 
一个游戏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

才能 大限度地唤起孩子参与活动的热情，激起孩子探索的欲
望。当孩子满足于现有成绩无法更深入的去进行活动时，教师可
以引导孩子萌发一些新的探索目标，或者给与他更多的提示和启
发，让孩子的游戏有新的思路，保持孩子继续探索的兴趣。 

在游戏讲评时，我给孩子们观看了一段多米诺骨牌的视频，
炫酷的视频清晰地展现了多米诺骨牌玩法的整个过程。录像的播
放，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让幼儿在看看和讲述中对“多米诺骨
牌”的玩法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有效激发了孩子探究骨牌玩法
的欲望。 

故事 2：为什么我的多米诺骨牌没有全部倒下？ 
小羽一块接一块把很多多米诺骨牌竖起排成一排，萱萱则在

一旁观看。小羽则开始一边搭一边数数：“1、2、3……”数到
25 时他笑眯眯的说：“可以拉！”然后用食指一推第一块骨牌，“哗
啦啦”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了。小羽开心的拍手：“我
成功啦我成功啦！，跟电视里看到的一样呢！”萱萱见了在边上也
开始搭了起来，她搭的很快，一会儿也排了一条长龙。小羽伸手
想去推第一个骨牌，萱萱连忙拉住他：“这个是我搭的，我要自
己推的，不要你来推。”小羽听了撇撇嘴：“那好吧，你来推吧。”
萱萱小心翼翼的伸出手纸一推，“哒哒哒”骨牌倒下了 5 个后却
停止了。小羽哈哈大笑：“你看把，我都说了我来推，你偏要自
己推，一定是你推的时候力气太小了，要用点力啊。”萱萱则在
一边撅着嘴：“为什么我的骨牌没有全部顺利倒下啊？” 

分析反思： 
在上一次观看了多米诺骨牌的展示视频后，孩子探究骨牌玩

法的欲望被有效激发了，而且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幼儿观察、
发现了骨牌玩法的关键之处，即小心地把骨牌一块接一块按顺序
摆好，再用手推倒第一块骨牌，幼儿初步了解多米诺骨牌的玩法。

所以小羽成功的实现了他的第一次尝试，在看到小羽的成功时，
萱萱也加入进来，但是她的尝试却遭遇了失败。两个孩子把失败
的原因归结为推第一块骨牌的力气太小，显然孩子们仅从视频中
接收到的信息是有限的，视频并没有将细节放大，他们没有意识
和关注到多米诺骨牌在排列时还需要注意的间距问题。所以其实
小羽那成功的尝试也只是一次偶然事件。 

支持策略： 
《指南》科学领域中指出：“教师要提供丰富的可操作的材

料，引导幼儿动手操作、实验，运用多种感官，探索各种常见自
然现象的特性”，“重视幼儿在操作中主动地体验、理解和认识，
重视活动中的互动与交流”。猜测和验证是科学探究的必要过程。
所以，教师需要提供有助于幼儿自主探索、发现多米诺骨牌排列
时注意点的材料，让孩子通过与材料的互动，由孩子自己去发现，
去进行调整。 

所以教师在多米诺骨牌的小筐里增添了画着两排格子的底
板，一排红色，一排绿色，红色格子间距大于骨牌长度，绿色格
子间距小于骨牌长度。在下次游戏导入时提示引导幼儿进行猜想
并尝试在一个格子里放一块骨牌进行验证。 

故事 3：发现骨牌间距离的小秘密 
小羽轻轻地把多米诺骨牌在红格子底板上按序排好后用手

指推倒第一块骨牌，发现接下来的骨牌并没有被相继推倒。他诧
异道：“怎么搞的，我昨天明明成功的呀！”他立马接着又拿起绿
色格子的底板，一块一块再把骨牌放进格子里，他放的时候很小
心，每一块骨牌都是仔仔细细放的与格子相贴合，排好之后他嘀
咕着：“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成功呢？”他眯着眼睛推倒第一块骨
牌，“哗啦啦”骨牌一个接一个全都倒了下来。小羽开心的叫到：
“成功啦成功啦！”教师提醒到：“那为什么红格子底板上的骨牌
不成功而绿格子底板上的却能成功呢？”小羽愣了一下，低头看
着桌面上的两排多米诺骨牌思索着，一直在旁边看着小羽操作的
萱萱尖叫道：“你看两个格子中间空的不一样。”小羽眼睛一亮：
“红色格子距离很远，绿色的格子离得比较近。”教师：“那有没
有办法让红色格子那个底板上的多米诺骨牌也能被推倒呢？” 
萱萱：“把红色底板上的骨牌拉得靠近一些，这样它们之间的距
离就比较近，就能全部倒下了。”小羽：“我觉得也可以在它们中
间再加上一些骨牌，也许也能全部倒下。”于是他们俩又开始动
手尝试起来。 

分析反思： 
猜测和验证是科学活动的必要过程。这一次游戏中，教师提

供了画有不同间距的格子，在导入时引导幼儿自己猜测哪一种颜
色格子上的骨牌会全倒，猜测之后，幼儿就有了动手操作的动机
和兴趣。然后在游戏过程中，幼儿把骨牌小心地放在相应的格子
上加以验证，首先进一步了解骨牌的玩法，其次通过教师的引导
幼儿发现骨牌连续倒下与骨牌之间的距离有关系。不同颜色格子
的运用，通过格子间距离的对比，把骨牌之间的距离清楚地展现
在幼儿面前，便于幼儿的发现，解决了上一次因只看了视频无法
深入观察细节的问题。所以在操作中，幼儿很快就发现了影响多
米诺骨牌倒下的奥秘。 

教师又通过问题“有什么办法让红色底板上不能全部倒下的
骨牌也能一块压着一块全部倒下呢？”引发了幼儿解决的需要，
尝试着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有的移动骨牌以缩短骨牌
之间的距离，有的在间距大的骨牌之间增放骨牌…幼儿在操作中
才能梳理出方法，获得相关经验，为活动的进一步拓展做好了准
备，使得该活动更具有实际的意义。 

支持策略：有挑战性才有进一步探究的欲望，有问题才能突
显解决的方法。在孩子已经基本领悟了多米诺骨牌排列技巧的情
况下，可以再在区域内提供一些画有直线、曲线及各种简单图案
的图片，让幼儿探究拐弯处的排列，让多米诺骨牌的排列更具有
趣味性和观赏性。 

小小的多米诺，给孩子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和遐想。合理地
进行多米诺游戏指导和设计，有助于幼儿动脑与动手能力、创新
能力、审美能力的全面培养，对于幼儿身心健康成长、提升幼儿
园教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与多米诺骨牌一次又一次的互
动操作中，孩子们内在的、独特的潜能将不断被唤醒，我们的多
米诺骨牌游戏将继续不断深入，去探索更多关于多米诺骨牌的秘
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