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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角色游戏中幼儿主体性的发挥 
◆刘  梦 

（简阳市平武镇中心幼儿园  641407） 

 
摘要：本文对当前幼儿角色游戏存在的问题概述，讨论幼儿进行角色游

戏的现实意义问题，阐述实现幼儿主体性的途径和方法，并分析如何利

用角色游戏实现幼儿主体性，希望可以让幼儿更加自信，实现德智体美

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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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当前的幼儿教育一改传统的教育
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幼儿思维和情感的培养，尽量让幼儿在丰富
的情境中认识生活、接触社会，为此，广大幼儿教师不断探索着
教学方法。角色游戏是幼儿十分喜爱的游戏类型，幼儿经常可以
在儿童节目看到角色扮演的场景和游戏，将角色游戏用于幼儿教
学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有利于确立幼儿的主体地位。随着素质
教育的不断深入，当前的幼儿教育一改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更
加注重幼儿思维和情感的培养，尽量让幼儿在丰富的情境中认识
生活、接触社会，为此，广大幼儿教师不断探索着教学方法。角
色游戏是幼儿十分喜爱的游戏类型，幼儿经常可以在儿童节目看
到角色扮演的场景和游戏，将角色游戏用于幼儿教学可以取得良
好的效果，有利于确立幼儿的主体地位。幼儿教育是幼儿成长的
推动力，在良好的幼儿教育策略下，幼儿可以学习知识、收获快
乐，同时还可以提升幼儿的自信心。然而，由于幼儿认知能力比
较缺乏，交往能力也不足，难免会在家庭生活中遇到难题，这会
对幼儿的自信心培养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在幼儿教育过程中，
教师也会发现部分幼儿存在不愿意交流的情况，或者不能准确表
达出自己的情感，广大幼儿教师可以通过开展角色游戏及时解决
这些问题，进而确保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 

一、抓住兴趣点，灵活转换 
常言道：“兴趣是 好的老师”。幼儿在角色游戏活动中是否

可以表现积极，主要是从自身的兴趣和发展角度出发，比如对于
女孩来说，教师可以带领幼儿进行“洋娃娃生病”的角色游戏，
女孩们对娃娃情有独钟，可以当做医生为自己的洋娃娃“打针”、
“吃药”、“洗脸”、“梳头”；而男孩子可以在教师带领下进行“火
车司机要出发”的角色游戏，男孩们对小汽车等更加感兴趣，可
以对火车进行“修理”、“打扫”、“拉货”等。因此，在游戏中，
教师要关注幼儿的兴趣点，并且要更加深入的了解幼儿对哪些角
色崇拜，想扮演哪些角色，教师要抓住幼儿的思想动态，捕捉幼
儿感兴趣的话题。对于部分幼儿来说，更加希望成为可爱的或者
凶猛的动物，比如幼儿都喜欢到动物园玩，那么在进行角色游戏
之前就要先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比如：“我们今天要进行的角
色扮演游戏是‘动物园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小动物爱吃什么
吗？”有的幼儿会说道：“猴子爱吃桃子和香蕉”；有的幼儿会说
道“我见过兔子吃胡萝卜，鸭子吃鱼”；还有的幼儿会说道“我
知道老虎爱吃肉！”“那么大家分别当做一种小动物，自己告诉老
师想到得到哪些食物吧”。在这个游戏中，通过话题的转化，幼
儿就会对不同的动物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再如，许多幼儿对超市
购物感兴趣，这时教师也从有趣的话题引入到游戏，比如“你为
什喜欢去超市？”有的幼儿说：“因为超市里面有许多好吃的东
西”，还有的幼儿会说道：“超市附近会有淘气堡”。幼儿通常在
家长的带领下会有一定的购物经验，但是对超市的认识不全面，
而教师可以把超市作为游戏主题，进而激发幼儿自主探究的能
力，使幼儿对生活事物更加细心的观察。幼儿通过多次游戏会积
累经验，在游戏中会进行角色分工，比如会思考家里哪些生活用
品可以在潮湿买到，进而更加深入的了解整个购物的程序，对服
务员和顾客的交流模有更深的了解，通过超市角色游戏，幼儿的
实践能力不断提升，知道超市购物的流程、如何询问商品、如何
结账，感受服务员和顾客的交流，借助超市角色游戏，幼儿真正
成为游戏主角，幼儿在游戏中兴趣不断提升，培养了幼儿的思考
能力和交流能力。 

二、依据多种原则，投放材料 

在幼儿进行角色游戏中，教师需要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游戏材
料，因为很多的情境离不开材料的支持，如果缺乏实物进行游戏
难免会让幼儿感觉枯燥，这说明材料和幼儿活动关系密切。在角
色游戏中，教师进行游戏材料的投放很重要，这是幼儿主体性得
到发挥的前提和重要途径。创设有意境丰富的游戏环境会让幼儿
的想象力得到培养，激发参与游戏的想法。在环境的创设以及材
料的投放上，教师需要与幼儿进行交流，让幼儿思考出需要哪些
材料，如何按游戏的需要摆放，在幼儿对场景的构思中，幼儿也
就成为环境创设的主人。此外，在角色游戏中，师生要一起开动
脑筋，思考如何就地取材，做到变废为宝，可以采取自然材料收
集、废旧材料利用的方法，为幼儿提供丰富的半成品材料，这样
就可以启发幼儿学会自己动手去加工制作玩具，让幼儿主体性发
挥。比如在角色游戏中妈妈为孩子做的“面条”就可以是白纸切
成细条而成，而孩子与家长打电话时，电话是包装箱里白色泡沫
做成的。在材料的使用上，要充分利用比较复杂的材料让幼儿有
更多的探索机会，这样会让幼儿更有探索兴趣，从而确立幼儿的
主体性。 

三、建立开放式，观察指导 
幼儿是角色游戏中的主体，教师在指导游戏中要确立幼儿的

主体地位必须尊重幼儿的想法，实现五个自由，具体说来包括：
a 选择主体的自由；b 选择情节的自由；c 选择主体玩具的自由；
d 选择角色的自由；e 讲评自己的游戏的自由，这样幼儿才能把
游戏变为自己的游戏。开展角色游戏益处良多，需要教师从幼儿
的视角去分析，用幼儿的心去体会。但是需要教师注意的是，开
放的游戏指导不代表采用放羊式的游戏策略，很多教师认为不去
干预可以更好的发挥幼儿主体性，事实上需要幼儿间接的进行指
导，这样才可以在游戏活动中找到幼儿的发展价值。在游戏中，
教师努力做好观察者、引导者的角色，给予幼儿自主权，比如让
幼儿自主进行材料、空间和伙伴的选择。同时，还要培养幼儿独
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模拟消防员”的角色游戏中，
救治伤员要救出再救治；在“快餐店”的角色游戏时，如果没有
饺子，教师具要告知去中餐馆买。在游戏过程中，还会存在很多
问题导致幼儿模糊了角色意识，使游戏不能进行下去。因此，教
师要根据幼儿个体性差异，给予随机指导，仔细观察幼儿在游戏
的表现，鼓励那些不爱参与的去幼儿参与游戏，加强兴趣的引导，
帮助幼儿建立角色意识，进而突出幼儿的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在幼儿教育中，教师要从幼儿的角度出发，制定
出幼儿感兴趣的角色和场景，并且依据多种原则去投放材料，同
时还要建立开放式去观察指导。此外，还要选择合适的“剧本”，
让幼儿发挥主体性，这样才会实现幼儿素质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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