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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游戏的指导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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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幼儿的年龄的原因，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离不开游戏，且游

戏在幼儿的教学过程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教育工作者在对幼

儿游戏过程中进行指导的时候，往往有着过度强调问题或者自由放任幼

儿等问题的出现。老师在幼儿的游戏中要更加注重教学过程中幼儿的话

语权，要保证幼儿的身心得到解放，并同时建立起良好的可以促进幼儿

健康发展的游戏式教学之间的关系。老师也可以通过游戏形式和游戏精

神两个层面对幼儿的游戏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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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戏的定义 
游戏是一种活动、是一种娱乐方式，同时也有着多种多样的

表达方式。幼儿的天性离不开游戏，也是幼儿对整个社会和世界
认知的 佳途径。在游戏的过程中，孩子能从中获得更多快乐的
感受，他们可以通过和玩伴的交流和协商来制定游戏规则。这样
不仅能提高孩子们在游戏中的地位，同时还能培养孩子们的合作
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以及社交能力等。 

二、教育工作者在对幼儿游戏的指导中存在的问题 
老师是一种光荣的职业，在我们小时候的学习中就说过，老

师是辛勤的园丁，在除了平时对幼儿们的授课以外，还要对孩子
们的身心发展进行关注和照顾。对于工作的繁杂和辛苦，很多老
师都把学生的游戏时间作为自己休息的时间，也就导致了对幼儿
的游戏关注度不充足的状态。还有的老师认为在幼儿游戏的过程
中只要保证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就可以了，游戏的整个过程老师甚
至都不去参与。还有一部分老师在对幼儿的游戏进行指导的时
候，老师不会注意孩子们的举动，只负责给孩子们提供一些能帮
助孩子们进行游戏的环境和材料。这种情况不仅可以使孩子们的
游戏进入到放任的状态，也是老师本职工作的缺失， 根本的是
使得孩子们在游戏中得不到相应的锻炼和学习。 

三、老师在幼儿游戏中的指导性策略 
（一）老师要进行合理的游戏选材和幼儿们共同进行游戏 
游戏是反应现代孩子们的生活的活动，也是对孩子们的世界

的一种探索， 主要的是受孩子们的喜爱。在游戏的过程中，老
师要考虑孩子们的现有能力来进行游戏的选材，保证孩子们的创
作，并和他们共同完成整个游戏。例如：老师和孩子们一起玩儿
到商店买商品等游戏，并在游戏中选择适当的角色进行角色扮
演。让孩子们充当售货员，老师充当顾客，当顾客到商店想要买
商店里没有的商品时观察孩子们的反应。通过这种方式以及孩子
们思维能力的不同，可以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更有利于故事的拓展。 

（二）善于观察游戏中的教育要点 
游戏是一个连续性的动态系统，在孩子们游戏的过程中，可

能孩子们不经意的一句话就蕴藏着一定的教育性，而这个时候就
需要老师们用敏锐的洞察力来发现这一可能的契机。幼儿在游戏
中可以完全解放自己的天性，也正是这个时候是了解孩子们想法
的 佳时期。老师要在这个时候尽可能的分析孩子们的各种行
为，支持他们好的兴趣并进行鼓励，并定期举行游戏式的教学活
动，来激发孩子们的潜能。 

（三）注重幼儿个体差异的特点 
在孩子们进行游戏的过程中，老师们应该尊重个体差异的特

点来对孩子们进行适当的教育，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们都适合同
一种游戏。对于不擅长的游戏时老师们应该尊重孩子的兴趣，并
及时了解其中问题的产生，做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例如：老师们
可以组织让幼儿们做手工小红花，做好了就可以粘在教室的墙上
同学 A 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已经做好了，同学 B 则怎么也做不好，
但是他看见了其他同学陆陆续续的已经把自己的小红花粘贴在
墙上，心理很是着急，并不停的看着其他同学，这时老师走过去
又教了他一遍做小红花的方法，同学 B 很快就做好了并且非常开
心。这种通过老师适当的指导，保证了学生们的游戏进程。所以

在幼儿进行游戏的过程中要全面关注孩子们的良好发展，尽可能
的避免孩子们对于游戏的随意性，要进行实时的、理性的引导和
教育。 

（四）给幼儿表现自我的机会 
幼儿是一个个体，也有着表达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权利。但

是在传统的游戏中，很多游戏都是老师自己制定后并强加给学生
的，幼儿很难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表达。比如在进行积木搭建房子
的时候，老师们如果说“宝贝们，我们今天要搭建楼房哟。”或
者说“宝贝们，我们今天要按照心里想的方式来搭建房子哟。”
这两汇总说法虽然看上去没什么区别，但是显然上一句的话语中
就透漏着命令性，而孩子们的内心想法也没有得到尊重，表现的
欲望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压制。第二种说话的方式则是告诉孩子
们想要把房子搭建成什么样子都可以， 后只要满足是房子的目
的就可以，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来对房子的搭建进行创造，并能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孩子
在游戏中真正的得到了平等的待遇。 

（五）在幼儿游戏结束时要适当对孩子们在游戏中的表现做
客观的评价 

这种方式不仅可以让孩子们在以后的游戏中保持一种很高
的积极态度，还可以让孩子们了解自己游戏过程中的优点和需要
改进的地方。比如：在幼儿们进行积木颜色分类的时候，每人分
得的积木数量相同，颜色不同，谁先把积木的颜色分完就算胜出。
当游戏结束的时候，老师可以对孩子们说：你们太棒了！等话语
来进行评价，并让幼儿们了解到游戏不单单注重的是游戏的整
体，更注重的是游戏的过程和游戏中自己的表现。通过老师对孩
子们的赞扬，不仅能促进孩子们的进步，还可以让孩子们在未来
的学习中充满自信心。 

四、结束语 
幼儿游戏是老师和孩子们教和玩儿的互动统一，使老师们在

充分参与孩子们的游戏中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努力培养孩子
们的自主能力和创造能力。通过参与游戏来不断提高对幼儿的教
育水准，全面促进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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