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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在建构游戏中培养幼儿想象力 
◆刘  芳 

（贵州省仁怀市五马镇三元小学附属幼儿园  贵州仁怀  564508） 

 
摘要：每个幼儿幼时至长大后，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想象力，尤其是幼儿

时期。那么，如何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呢？可以通过建构游戏来培养，培

养幼儿对现实生活的联想。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建构游戏中培养幼
儿想象力的意义，接着着重探讨了在建构游戏中培养幼儿想象力的具体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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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上，建构游戏活动开展时，由教师计划、统筹活动的各
种内容，幼儿在教师的辅助下，不断发挥、开发想象力。因此，
教师应不断地总结建构游戏活动的经验，丰富活动内容，才能更
好地培养幼儿的想象力。 

一、抓住“感性”，激发幼儿想象力建设的兴趣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从感性转变为体验性。因为幼儿

的知识和经验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想象力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
活动中，教师应引导幼儿们一个接一个地观察周围的物体，感知
它们的主要特征，从而激发幼儿们对建筑的兴趣。引导幼儿在日
常生活中观察桌子、椅子、床、汽车、幻灯片等，让幼儿触摸、
说、加深记忆，把事物的结构形象留在大脑中，建立一定的感性
体验，为以后的创造奠定基础。在观察中，幼儿逐渐积累感性经
验，并有模仿甚至创造的欲望。使用图片、视频、模型和其他直
观的材料来丰富幼儿的形象。幼儿思维主要依赖于事物具体形象
的联想，具有具体形象的特点。在游戏开始前，为幼儿提供物理
电影、模型或电脑，让幼儿们了解物体的形状、结构特征和类型。
鼓励幼儿们边看边讨论、操作、交流和学习、组织幼儿们观看建
筑物的图片和视频。通过这样，幼儿们会发现，三角形、圆形的
门比我们日常生活中长方形的门要好看。对此，幼儿们的想象力
和创新思维也被打开。因此，在建构游戏中，幼儿回忆电视中的
漂亮的房屋建造一个圆形、尖顶，空心的房子，别墅和不同形状
的三维高层建筑。 

二、在建构游戏中培养幼儿想象力的策略 
1.明确搭建的目的 
在建筑游戏中，经常会发现有些幼儿的建筑目标不明确，随

着时间的推移，它不仅限制了幼儿创造的空间，而且限制了想象
力的翅膀。它也会让幼儿们对游戏失去兴趣。为了丰富幼儿游戏
的内容，进一步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应告知幼儿“今天要做什
么？”“用什么样的材料建造？”“如何建造？”在游戏中，老师
会根据幼儿们的建设情况，不时地了解幼儿们，从而在拓展主题
内容的过程中培养幼儿们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2.多样化的材料投放 
材料的多样性可以促进幼儿想象力的发展。游戏素材是幼儿

游戏的物质条件，是表达游戏内容的辅助工具。相同的材质可以
构建不同的对象图像，不同的结构材料也可以构造相同的对象图
像。因此，在游戏中，为幼儿们提供了各种结构材料还可以以环
保为主提供吸液管、松紧带、矿泉水瓶、彩纸等辅助材料［1］。对
此，在进行城堡围墙建设时，有的幼儿用吸液管建设、有的幼儿
用积木搭建、还有幼儿用彩纸为围墙做装饰，促进作品的丰富多
彩。通过多样化的材料，幼儿的动手能力随着想象不断提高，想
象能力在材料的多元上表现的淋淋尽致。 

3.合理设计建构游戏 
建构游戏的发挥关键在于教师的教育理念，以及教师是否对

不同年龄段的幼儿给予充分有效的指导。大班的幼儿有一定的建
设水平，从单一的延伸到整体布局的过渡。可提前使用辅料、设
计和计划，通过分工协作完成更复杂的项目。例如，大规模的“我
的幼儿园”和“城市花园”主题活动的建设，在游戏建设开始前，
老师们准备好在建设前工作，幼儿们欣赏一些实物图片，观看视
频等，告知幼儿们活动的主题。对此，让幼儿对此次活动内容讨
论设计，在搭建过程中，每个幼儿各司其职；搭建活动进行时，
教师根据不同的拼接等特殊环节给予更多的指导，并通过语言传

达指导信息：“这个积木更适合放在这里吗？”又如，从已完成
的“城市花园”中，试着让学生进行局部改变，发展幼儿的再造
想象力。首先，为幼儿制订了 5 个改变项目：变换颜色、变换形
状、变换体积、变换材料、变换属性。其次，引导学生对城市花
园中栏杆、花坛等进行改变，有的幼儿选择换颜色、有的选择换
形状，还有的幼儿直接翻新了城市花园。通过这种形式，学生的
定性想象力被推翻，从而获得新乐趣。又如，引导幼儿之间的组
合建构，提高幼儿之间的合作想象力和动手能力［2］。总之，整个
建设过程是高效有序的，不仅充分发挥了幼儿的动手能力和思维
能力，保证了教师的引导作用，而且充分培养、发挥了幼儿的想
象力。 

4.加强对幼儿的开放式引导 
在建构游戏过程中幼儿是主体，教师则是主导，只有教师主

动承担起自身的教育责任才能使幼儿真正明白“怎么想象、想象
什么”。因此教师就要着重加强对幼儿的开放式引导，与幼儿进
行全面的提问交流，从不同维度创设出游戏情境和问题情境，从
而最大程度激发幼儿的求知欲和探索欲，使幼儿的想象力在潜移
默化中得到提升。比如进行“你演我猜”游戏时，针对同一个物
体，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多层次提问“这个物体有什么最明显的
特征？和它相似的物体还有哪些？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扮演？一
些演不出来的特点要怎么展现呢？”通过连续性的问题沟通来不
断扩展游戏的外延，使幼儿能够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进而充分
挖掘幼儿的想象潜能，使幼儿产生新思路、新想法。 

5.对幼儿进行积极性评价 
对于建构游戏来说，由于幼儿个人能力、兴趣爱好的不同，

其最终结果往往也有较大差异，而教师则应当以“赏识教育”为
原则多对幼儿进行积极性评价，从不同方面挖掘幼儿的闪光点，
从而逐步增强幼儿的学习信心，使幼儿“愿想象、敢想象”。比
如在画画游戏中，有的学生思维较活跃，为太阳、树木等物体添
加胡子、眼睛等拟人化特征，教师就可以使用“惟妙惟肖、它们
好像在招手眨眼呢”等语句进行评价，有的学生思维相对较平淡，
只是简单地画出圆圈、树枝等内容，教师则可以使用“满满的写
实主义风格、简直就是复制粘贴出来的”等语句进行评价，从而
使不同特点的幼儿都能够在游戏中获得成就感，逐步为幼儿建立
起多样的想象空间，促进幼儿突破思想禁锢，自由随心地进行游
戏。 

游戏的构建可以促进幼儿更好、更快地参与思维发展活动。
在游戏过程中，幼儿们的热情更高，制作的物品更精致、更丰富，
幼儿们的能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因此，游戏的建设对促进
大班级幼儿想象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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