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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幼儿游戏活动时教师行为指导研究 
◆陈雅仪 

（张家港市实验幼儿园） 

 
随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与《幼儿园工作规程》

的不断深入实施，游戏成为了幼儿一日活动中必不可缺的一部
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以游戏为基
本活动”，游戏是孩子们学习知识技能的主要形式，其价值也得
到了充分肯定。幼儿是游戏的主人，游戏的主题、材料的选择、
活动的方式都应该由幼儿自主决定的，而教师作为游戏的支持
者、参与者、引导者，更应该树立正确的游戏观。 

纵观幼儿的游戏活动，我们可以发现，多数教师会不自觉地
将自己置于主导的地位，主动的安排幼儿游戏活动的方式，幼儿
被动地接受，机械的游戏。有的教师甚至不去对幼儿的游戏进行
指导安排，只是为幼儿安排好角色就放任不管，一段时间后，孩
子们便会对这样的游戏感到厌倦，甚至放弃游戏。针对这一现状，
本文将探究幼儿教师如何以游戏者身份有效参与幼儿游戏活动
进行科学指导。 

1.幼儿教师的游戏者身份 
幼儿教师在游戏中不仅仅是一位组织者，还包括了观察者、

建议者、游戏者等多重身份，教师要在幼儿的活动中注意自身的
双重角色，既要是教育的引导着，又要成为游戏的陪伴者，教师
的游戏者身份是可以使孩子们感到亲切又不会觉得拘谨的一种
必然的身份代入 

2.仔细观察活动，及时发现幼儿需要 
观察是知觉的高级形式，是一种受思维影响的有目的、有计

划、比较系统且持久的知觉活动。观察力即观察的能力，是在感
知过程中并以感知为基础而形成的，具体地讲，就是指一个人有
计划地去看、去听、去闻、去尝、去思考。对于幼儿教师而言，
观察能力是其 基本的品质。幼儿园游戏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活
动，教师能在活动中观察到幼儿在社会交往、技能获取、情感发
展等多元的发展，由于游戏的不可预见性，教师在游戏活动中的
观察更需要敏锐的意识和客观的判断力，及时发现幼儿的游戏活
动需要，对后续的介入方式进行选择。 

3.介入时机合理，灵活选择指导方式 
3.1 教师以平行方式介入，暗示指导游戏 
当幼儿对教师提供的材料不感兴趣、不喜欢玩、不会玩或玩

法单一时教师可以以平行方式介入，暗示指导游戏，我们也可以
把这种方法叫做平行介入法。教师在幼儿的附近玩相同或不同的
材料，隐形暗示幼儿的进行模仿，引导幼儿了解多样化的玩法。
例如：在科学区，教师提供了许多塑料袋、毛根等材料，想让孩
子们寻找空气、制作降落伞，探究降落伞下降速度与重物伞面的
关系，结果孩子们摆弄了一会，捏捏揉揉就走开了。这时教师可
以利用塑料袋制作两个个降落伞，抛在空中进行比赛，这是被吸
引了注意力的孩子就会模仿着制作出不同的降落伞，加入这场比
赛中，使游戏得以继续进行。又比如：孩子们都将魔尺搭成枪，
在教室里追来追去，教师可以尝试将大小不同的魔尺搭成蝴蝶、
球、恐龙蛋、小马……拓宽幼儿的思路，鼓励幼儿进行其它的尝
试。 

3.2 以扮演游戏角色介入，巧妙提升游戏方式 
当教师以游戏角色的形式介入游戏时，一般会出现两种情

况：一.教师角色高于幼儿所扮演的角色，二.教师角色与幼儿角
色相平等。而角色的不同也会导致知道方式的出现差别。 

例如：在户外休闲区游戏中，部分孩子在做饺子，有的孩子
做的很仔细，有的孩子却将面粉撒来撒去，这时教师可以走到旁
边：“厨师长要来视察厨房的工作了，看看小厨师们有没有在认
真的包饺子呀，今天来了好多好多小客人，不知道这些饺子够不
够吃呀？”当大家都更加努力的开始揉面粉时，可以对孩子们加

以鼓励，“今天的小厨师真是能干呀，做出来的水饺一定很美味
吧！” 

在这个案例中，教师以一种高与幼儿角色的厨师长的身份介
入游戏，对幼儿的包饺子的游戏情况进行检验、对幼儿的游戏角
色进行评价。待幼儿的游戏开始后，在游戏开展的过程中，对幼
儿的游戏进行充分观察，选择适宜的时机进行指导 

例如：在户外休闲区游戏中，准备烧烤食材的小朋友动手将
切好的食材穿在签子上烤，教师发现签子上串的食物都是相同
的，品种十分单一，于是教师就走到烧烤架旁边，对服务员说：
“服务员，我想买两串烤串！”，孩子将烤串递给老师“恩！这个
烤串的味道咸咸的真好吃呀，要是还有别的口味就好了。”服务
员这时就会向串菜的孩子传递要求，发展出更多的新菜单。 

在这个案例中，教师与幼儿处于同一层面，相互之间是平等
的，教师作为一名客人，说出对品尝到的是食物的感受，幼儿对
客人的反馈对自己制作的事物加以调整，是游戏的形式和内容得
到了提升。而其他的幼儿看到老师作为小客人参与到游戏中，也
会争相模仿，扮演小客人参与游戏。 

3.3 教师直接介入，调解活动问题 
当幼儿在游戏中遇到争抢玩具或打骂等暴力行为时，教师就

应当直接介入活动，对幼儿的游戏行为进行直接干预，但以此形
式介入游戏容易破坏游戏氛围，终止游戏，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多
次使用。 

教师以游戏者身份介入幼儿的游戏活动，以积极的态度和饱
满的热情为幼儿的游戏创造条件，帮助幼儿克服障碍，解决游戏
中的各种问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启发幼儿获得丰富的游戏
体验，培养促进幼儿健康个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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