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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幼儿结构游戏中数学认知的适宜性指导 
◆丁  朦 

（长春丰和国际幼儿园  吉林长春  130000） 

 
摘要：幼儿处在身心成长发展的黄金时期，采取恰当教学策略促进其认

知水平的提高可为幼儿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在幼儿结构游戏中进

行数学认知的适宜性指导是促进幼儿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将对幼儿结

构游戏中数学认知的适宜性指导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

希望为幼儿教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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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随着新课改的推进，教育理论的发展，幼儿
课程的游戏化倾向成为幼儿教育的大趋势，游戏化教学大大提高
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让孩子们可以在做中学。其中，结构游戏
是运用一定材料进行建筑构造的游戏，可在适应幼儿身心发展规
律的基础上促进幼儿能力的提高。 

一、幼儿结构游戏中数学认知的内涵及特征 
结构游戏也被称作建构游戏，幼儿运用一定的材料，例如沙、

土、积木玩具等等进行建筑构造。幼儿在结构游戏中充分运用已
知经验，手眼配合、把握物体形状、大小、颜色、功能等因素，
在空间范围内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将意识层面的想象转变为现实
的形象。幼儿在摸索结构材料以及进行建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接触到数学相关的认知与经验，这种认知是无意识的，但就像一
粒种子为孩子未来发展打下根基。 

幼儿结构游戏中数学认知的特征。第一，表现在幼儿在摆弄
结构材料的过程中无意识的形成数学认识。幼儿在进行材料建构
过程中往往只是简单地用单线表达空间的长和短、高与矮以及其
他的空间量与空间方位，但却在这种量的变化调整中形成了数理
意识，对数与量形成了较为清晰地观念。第二，材料本身即蕴含
着数学经验的特征，材料的大小、形状、颜色等为幼儿的数学认
知提供了可能性。第三，幼儿在结构游戏中能遇到许多与数学认
知有关的问题，在游戏中主动进行数学认知经验的探索，认识数
学发生的过程、方式以及问题表征，可以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兴
趣，主动探索问题。 

二、幼儿结构游戏中数学认知适宜性指导的必要性 
（一）自主探索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幼儿结构游戏中数学认知的培养是孩子们在特定的游戏环

境中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探索知识、明白道理，这远比听取老师的
讲授或者看书学到的知识印象深刻。而且在这种环境中孩子们的
学习完全是自发的，由个人兴趣主导的，传统课堂中易疲劳、注
意力不集中的现象都会大大减少，也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因此，老师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孩子们感兴趣的事物应用到课
堂中来，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二）团体互助交流促进个人身心健康成长 
个人的成长离不开集体，幼儿时期培养形成良好的集体意

识，形成合作共赢的观念对孩子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幼儿结构游戏中孩子们一起动手合作完成任务，而且游戏化的课
堂氛围轻松愉悦，便于孩子们在集体中随时交流遇到的问题，共
同克服困难，共同成长。 

（三）促进幼儿语言能力、思维能力的迅速提高 
幼儿可以通过结构游戏中数学认知的适宜性指导培养语言

表达的能力，逐步独立自主的表达自己创作的思想、情感。通过
结构游戏，幼儿自主尝试构建建筑结构，其空间想象、思维能力
都能得到极大地发展。 

三、幼儿结构游戏中数学认知适宜性指导策略 
（一）尊重幼儿独立意识，“做中学” 
开展幼儿结构游戏要求教师对学给予幼儿充分的尊重，尊重

其游戏方式，尊重幼儿选择游戏的对象、材料、内容等等。最重
要的是尊重幼儿的独立意识，将幼儿看做完整的个体、具有独立

意识的人。在游戏中教师担任着引路人的角色，给予必要的指导，
而不是强制的替孩子们决定好一切，孩子们没有发挥的空间只是
跟着老师的指令机械地完成任务，这样是没有效果的。老师可以
在游戏中观察孩子们的行为方式加以教育，但切忌干涉过多，重
要的是让孩子们在做中学。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倡导“教学做”一体，在“做”中
“学”。“教学做为一体”，其中“做”才是核心，无论是“教”
还是“学”都要在“做”的基础上进行。在结构游戏中培养孩子
的数学认知是基于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决定的。特别是到了大班
时期，幼儿思维意识、行动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急于摆脱他
人的控制，以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幼儿教育中培养数学认知
要适应幼儿的这种发展特点，创造幼儿自己动手做、自主探索的
环境。 

实践证明，自己动手实践学到的知识远远要比听老师讲课或
者看书来的印象深刻，而且这一时期的孩子很难集中精力去听老
师讲授理论知识，而采用结构游戏的策略，将数学认知蕴含于简
单有趣的游戏中，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老师要鼓励孩子们
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自由发挥，逐渐摆脱这一时期幼儿依赖权威
依赖他人的心理。要让孩子“做”，在“做”中体会知识，老师
在“做”中观察学生、在“做”中教学。 

（二）增强教师队伍的素质建设，合理开展数学认知游戏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领者，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学生学习

效果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素质。幼儿结构游戏中数
学认知的适宜性指导也需要具有专业性、系统性的老师具体实
践。 

增强教师队伍的素质建设首先需要加强高效幼教专业学生
的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增强专业能力。树立为了祖国教育事业
献身的崇高理想，不怕苦不怕累，更要形成系统性的幼儿教育知
识，为日后科学的进行幼儿教育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加
强在校教师的素质培训，让每一位老师认识到幼儿教育的特殊
性，转变原有传统教育的思维定式，将在幼儿结构游戏中培养数
学认知的策略切实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去，为孩子营造良好的游戏
环境。还要定期进行考核，考察幼儿教师的专业水平，对不良行
为及时矫正。 

具体来说，教师要有目的有计划的选择结构材料，为幼儿创
造开展结构游戏的条件。幼儿结构游戏中数学认知的适宜性指导
需要教师在幼儿的结构游戏中仔细观察幼儿的行为，以便可以及
时的发现幼儿在数学认知上的新发现、新兴趣。教师要充分掌握
幼儿空间知觉发展的规律，准确把握幼儿数学认知提高的最近发
展区，根据幼儿现有水平制定合理的发展目标。采取恰当的方式
进行归纳、引导、总结，使幼儿能在愉快的、自主的游戏氛围中
提高数学认知能力。 

结语：游戏是孩子的天性，在幼儿结构游戏中进行数学认知
的适宜性指导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有助于提高幼儿学习的
积极性与自主性。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认识到结构游戏的重要意
义，放手让孩子们“自由玩”，让孩子们自由创造。 

参考文献： 
[1]门雅丽.论幼儿结构游戏中数学认知的适宜性指导[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7(12):45-46. 
[2]孙学勤.指导幼儿结构游戏,促进幼儿智力发展[J].教育

导刊,2016(Z2):96. 
[3]何英春. 开展幼儿数学操作活动的点滴体会[J]. 甘肃教

育. 2012(18):91. 
 
作者简介：丁朦，女，籍贯：山东，民族：汉，学历：本科，

职称：现初级，研究方向：数学认知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