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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幼儿区域游戏中教师介入的指导策略之初探 
◆陆云飞 

（张家港市实验幼儿园） 

 
摘要：幼儿园区域游戏是幼儿园教育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游戏中教师

的介入与指导在教育教学领域中一直存在争议，幼儿教师以什么样的身

份进行介入与指导，如何进行有效的介入与指导都备受关注，在学术领

域各家各派都保持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本文将立足于现有阶段的研究成

果，结合日常的教育教学案例，探讨幼儿园区域游戏中，教师以游戏者

的身份介入幼儿区域游戏的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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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阶段是幼儿身体发育和身心健康成长的重要阶
段，《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到，“幼儿阶段是儿童教
育应以游戏为基本”。改革开放以来，游戏被广泛的应用到幼儿
教育中的每一个环节，但是在我们的日常教育教学中，我们发现，
很多游戏仿佛成为了服务幼儿教育的教学工具，失去了游戏本来
的意义，幼儿游戏成为了幼儿教师自导自演、自行编排的虚假游
戏。那么，应当如何有效的开展幼儿游戏呢？幼儿教师的指导行
为就变的非常有意义，势必会影响幼儿的游戏水平，下文我们将
主要探讨幼儿教师以游戏者的身份介入到幼儿的区域游戏中，总
结幼儿教师在区域游戏中的指导策略。 

一、什么是教师游戏者身份 
教师游戏者身份是指教师要具有游戏精神，要符合游戏的自

由、自主、愉悦、创造等特点，要充满爱心介入到幼儿游戏中的
角色。幼儿教师在游戏中能够转变角色特点，技能成为幼儿游戏
过程中的小伙伴，又能成为幼儿游戏过程中的引导者，能够与幼
儿建立平等的幼师关系，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在游戏中彰显的
是游戏者的身份，在教育教学中扮演的引导者的身份，避免以主
观的思维去安排幼儿进行游戏，从而促进每一名幼儿得到不断的
发展与进步。 

下文所论述的区域游戏中，幼儿教师游戏者身份介入区域游
戏的指导策略，并不是说我们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的指导策略有
错误，而是要表述教师游戏者身份介入幼儿区域游戏中游戏精神
表现的不够充分，介入幼儿区域游戏的主体应当是幼儿，将游戏
回归到幼儿，让幼儿做区域游戏的主人翁。 

二、教师以游戏者身份观察幼儿游戏展开指导 
学会观察，是教师以游戏者身份介入幼儿区域游戏的前提。

教师通过观察，发现幼儿在游戏中遇到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幼儿的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通过游戏行为的暗示和启
发，让幼儿在游戏中领悟游戏真谛，丰富游戏内容。 

例如：“服装店”游戏，在整个游戏中，教师发现幼儿一直
是以记录的形式在进行游戏，扮演“裁缝”的幼儿每逢遇到前来
咨询的“顾客”总是询问“你的尺码是多少呀？”，“顾客”回答
之后“裁缝”就不了了之，不再进行其他的询问，并迎接下一位
“顾客”。幼儿教师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以“顾客”的身份光顾
幼儿的衣服店，当幼儿询问过教师衣服尺寸之后，幼儿教师问：

“小裁缝，你觉得我穿什么颜色的比较好看？你把你们店里的款
式拿过来给我看一看可以么？”此时，“裁缝”仿佛明白了，定
制衣服不单单要询问衣服尺码，还要询问款式、颜色等问题，之
后，我有问：“那你说我过一周过来取衣服可以吗？”裁缝高兴
地说：“可以”。 

在整个游戏中，幼儿教师并没有指定幼儿要询问什么问题，
而是以游戏者的身份，参与到幼儿的游戏中，通过观察，分析出
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游戏指导，充分培养
了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教师以游戏者身份介入幼儿游戏给予支持 
在幼儿区域游戏中，创造力的体现是需要幼儿教师给予一定

的支持。区域游戏中，幼儿教师要为幼儿提供游戏材料和创设游
戏环境，要照顾好每一名有的游戏情绪，要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
验帮助幼儿完成游戏。这些都是幼儿教育给予幼儿的游戏支持，
幼儿教师以游戏者身份介入到幼儿游戏中要对幼儿行为给予相
应的支持，从而更好的指导幼儿游戏，提高幼儿的创造力。 

例如：区域游戏“龙卷风”，这个游戏是科学区中以“水”
为主题的游戏，目的是为了让幼儿感知水在密闭的环境中流动会
形成“龙卷风”的现象。幼儿教师将游戏的操作步骤以多媒体的
方式呈现给幼儿，幼儿对“龙卷风”非常感兴趣，争先恐后地玩
“龙卷风”。但是在一周之后，孩子们逐渐对“龙卷风”失去了
兴趣。幼儿 A 虽然对“龙卷风”的玩法失去了兴趣，但是他将
两个瓶子拆开，用一个大一些的瓶子照在小一点的瓶子上玩“龙
卷风”，结果瓶中的水撒了一地，小朋友非常懊恼。这时，幼儿
教师发现了这个问题，便去帮助小朋友收拾撒在地上的水，而后
询问小朋友为什么要这么做，原来小朋友想做一个更大的“龙卷
风”。接下来，幼儿教师以游戏者的身份，帮助小朋友作了一个
更大的“龙卷风”，作完之后，小朋友说：“老师，龙卷风要用两
个一样大的瓶子呀”，老师说：“是的，小 A，要想形成龙卷风，
要让水在密闭的环境。” 

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教师以游戏者介入游戏，给予幼儿一
定的支持，从一个小的龙卷风延伸到大的龙卷风，培养了幼儿的
创造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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