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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析“学”与“教”的幼儿游戏指导关系 
◆许阳杨 

（江苏省张家港市实验幼儿园） 

 
摘要：游戏是幼儿日常活动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现阶段教师向幼儿施

教的重要方式。因此，游戏指导的质量将会直接影响幼儿教育的最终效

果。本文将主要对教师在指导幼儿游戏的过程中，如何协调“学”与“教”

的关系进行分析，希望能给广大幼儿教师同行的后续指导带来一些启示

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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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尊重幼儿是教师协调好“学”与“教”关系的前提 
（一）对幼儿的想法予以充分尊重 
幼儿是独立的个体，且在面对游戏活动之时，会有较强的自

主性。针对幼儿的这一特点，教师应当予以充分尊重，切莫因为
幼儿的行为与教师“教”的预期不符而主观地去干预他们，甚至
对其进行指责和批评。要知道，游戏反映的是幼儿的知识经验，
而非教师的，因此，在幼儿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尊重幼儿
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他们去“学”。 

（二）对游戏的氛围予以充分尊重 
幼儿如果能主动、积极地参与游戏，那么整个游戏的氛围势

必会非常轻松、愉快，这样一来，游戏的真正价值才能得以体现。
在面对这种氛围时，教师应当好好维护与珍惜，避免强制性的干
预甚至是破坏，不然，势必会严重削弱幼儿参与游戏的兴致。如，
在面对幼儿用积木垒的房子时，教师应当从大门进入，而不是随
意地从“墙”上跨越，更不能讥讽或者嘲笑幼儿的语言、表情、
行为等等。 

二、适宜介入游戏是教师协调好“学”与“教”关系的保障 
（一）对幼儿的行为进行分析和观察 
有相当一部分幼儿教师会认为组织游戏要比组织集体教学

难，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幼儿在游戏过程中所产生的行为比较让人
难以理解，而且有时候即便教师能够理解幼儿的行为也很难对其
内心需求进行分析，就更不用说对其一些“学”的行为进行观察
和判定了。正因为此，很多教师在具体指导幼儿进行游戏的时候，
常常无法充分发挥“教”的作用。针对上述状况，幼儿教师必须
不断尝试通过仔细观察的方式对幼儿的行为进行判断，并据此选
择介入幼儿游戏的时机和如何有效地对其进行指导。具体来说，
教师可通过交流、旁观、旁听等方式来进行。 

（二）灵活掌控介入幼儿游戏的范围 
教师在指导幼儿游戏时，可以面向个体，也可以面向全体，

即教师应当将个体指导和全体指导结合在一起，而要做到这一
点，教师必须基于幼儿的实际游戏状况，因时制宜地进行介入指
导，与此同时，教师还需对介入的节奏进行掌握。基于上述内容，
教师要立足幼儿“学”的视角，尽可能地去体会和把控他们的需
求与兴趣，并在这基础之上，为幼儿留出相对充裕的空间和时间
供他们去思考和探索，以此进一步提高其游戏兴趣，培养其创造
能力。 

三、明确指导方法是教师协调好“学”与“教”关系的根本 
（一）教师以自身为“教”的载体 
教师以自身为“教”的载体，就必须对自己在“教”中的身

份进行考虑。一般来说，在“教”的过程中，教师有旁观者和游
戏者这两种身份。 

（1）旁观者 
所谓旁观者，就是在幼儿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始终位于游戏

之外，不对幼儿的行为进行干预。在基于这种身份对幼儿指导时，
教师应当做到充分尊重幼儿的兴趣取向，避免以自己的意志去替
代幼儿的意志，只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对幼

儿进行提醒即可。另外，在游戏过程中，师幼的关系应该是民主、
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一方支配另一方，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教学
相长的教学效果。 

（2）游戏者 
游戏者是指教师以幼儿伙伴的身份介入游戏，并通过运用合

理的行为和语言，以及共同游戏和平行游戏的方式开展活动。其
中，共同游戏是指教师和幼儿一起游戏，但是在游戏中，幼儿是
主导者，是“学”的主人，而教师只是幼儿游戏过程中的合作者，
主要是负责回答幼儿的问题或者视情况予以幼儿适宜的建议，借
此潜移默化地对幼儿的游戏行为进行指导。这种指导方式 大的
好处在于，教师与幼儿可以通过共同体验游戏的方式提高游戏的
趣味性，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游戏的质量，拉近师幼关系；
平行游戏则主要是说，教师要尽可能地去接近幼儿，并同他们玩
同一种游戏。在玩的过程中，师幼双方互不打扰。在这种指导方
式的作用下，幼儿可以模仿教师的玩法“学”到更多新思路、新
技能，这对其游戏水平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 

（二）教师以材料为“教”的载体 
幼儿发展与游戏材料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即游戏材料的属

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幼儿“学”的方式，与此同时，幼儿也
会基于自身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操作方式去应对游戏材料。由此不
难发现，游戏材料的投放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师对幼儿的指
导效果。因此，身为幼儿教师的我们，应当在后续加强对游戏材
料投放的研究，以便能切实推动幼儿的学习和成长。 

四、总结语 
总而言之，教师要想有效地在日常的游戏活动中对幼儿进行

指导，需要准确地对幼儿的行为意象进行观察，与此同时，还要
充分尊重幼儿在游戏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积极引导幼儿基于自己
的兴趣和意象去创新。在实际的游戏活动中，教师唯有协调好
“教”与“学”的关系，才能使游戏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继而
才能切实推动幼儿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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