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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幼儿园结构游戏的观察与指导 
◆余喜兰 

（厦门市科技幼儿园  福建厦门  361012） 

 
摘要：创造性游戏对幼儿具有深远的意义，结构游戏是创造性游戏之一，
结构游戏的的组织与指导非常重要。教师在组织结构游戏时应首先明确
结构游戏主题的由来，主题就如教学中的选材，选得好就成功了一半，
其次应注意结构游戏的前期经验积累，注意引导幼儿观察主题建筑，有
目的地筛选主题重要元素；在结构游戏中，教师要学会观察幼儿的游戏
并给予适时的指导。结构游戏还应使用多种形式，更换不同的场景以激
发幼儿的建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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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游戏的主题遥不可及 
如北京天安门这样的主题，老师往往不知道结构游戏的主题

必须来源于生活，必须是幼儿所熟悉的场所，从而导致游戏生活
化的缺失。 

1.游戏主题没有循序渐进。想一口气吃成大胖子，中班就以
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乡、海陆空等为主题，从而导致游戏是幼
儿自己的游戏的观念缺失。 

2.过于关注建构作品的逼真或造型的美观，或者是炒冷饭。
特别是在游戏观摩的活动中尤为明显。结构游戏中教师教的痕迹
很明显，根本不是孩子的创造性游戏，而是模仿成人建构的游戏。
从而导致幼儿在结构游戏中创造性的缺失。 

3.认为结构游戏纯粹是幼儿自己玩的。那就只要提供材料，
只要幼儿不争吵就行，从而导致幼儿园结构游戏教育性的缺失。
或者规定孩子只能用老师提供的材料，导致幼儿自主性的缺失。 

4.教师心中没有目标。目标拟定多有诟病，如分目标拟定没
有关注总目标 、目标一次性拟定太多 、目标提出后不注意落实 

二、结构游戏主题的由来 
结构游戏主题的由来可以来自孩子也可以来自老师，但有一

点是都必须来源于孩子的生活，必须由小变大、循序渐进。有些
老师在孩子完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就搭建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社
区甚至北京天安门。这是违背规律、拔苗助长的行为。 

幼儿园小班的结构游戏大都是命题结构，例如搭建花、枪、
飞机、椅子、宝剑，其基本技能要求是拼长、垒高、加长等简单
的技能。到中班开始初步有小主题建构，以大主题我们的幼儿园
为例，中班上期应该把幼儿园肢解开来，将幼儿园确定为四个小
主题来开展，就拿我们科技幼儿园来说可以有这样四个小主题建
构：1、好玩的淘气堡（内有蹦蹦床、海洋球、滑滑梯、钻山洞
等组成部分）；2.富有挑战的探索岛（设有各类平衡桩、跷跷板、
凉亭、探索岛等设施）；3.我们的操场（操场外有围墙、围墙连
着保安室、操场上有大型滑滑梯组合、有自选区、挑战区：走钢
丝、爬梯子、还有足球区等）；4.我们的教学楼（有教师办公室、
结构室、科学室、教室、卧室、洗手间等）。每个小主题都可以
游戏四到五次，每个小主题都玩过了，就可以搭建大主题《我们
的幼儿园》啦，这样中班上学期一个学期的结构游戏主题就有了，
而且是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开展的。又如我们
的社区，有幼儿园、有学校、有公园、有大马路、有我们的居民
楼、有体育馆、图书馆等等。每一个主题都搭建过了，我们的社
区就可以组合搭建啦。教师们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切不可一口
吃成一个大胖子。 

三、结构游戏的前期经验积累 
1.引导幼儿观察主题建筑。幼儿的结构游戏必须是孩子熟悉

的内容，必须要基于生活来源于幼儿的生活。例如，我们的幼儿
园、我要上的小学、我们的小区、美丽的公园、我们的社区等。
在开展结构游戏前，必须带孩子亲临现场，仔细观察所要搭建的
建筑物，让幼儿有最直观的感性认识。 

2.筛选主题重要元素。在引导幼儿观察所要搭建的主题建筑
物时，教师要及时把孩子所看到的通过录像、拍照等方式记录下
来，在组织第一次结构游戏的时候和孩子一起回顾，参观的过程，
欣赏所要搭建的建筑物，并和孩子一起商量本主题主要包含的部
分，对照片进行筛选，提取有用的东西。例如参考松柏小学时，
我们可能会引导幼儿认真观察松柏小学的大门、标志、围墙、教
学楼、操场、百草园，同时也会一路拍照，拍了很多。回来后老
师要认真翻看照片，自己想好，哪些是孩子能表现表达的部分，
把它重点筛选出来，让孩子反复观看，加深印象，构思建构。孩
子的结构游戏是创造性工作，没有反复感知、认真观察是很难有

好的表现表达的。 
3.肢解主题建筑物。一个庞大的建筑物要让孩子在游戏中建

造出来是有很大难度的，为此教师要帮助幼儿把建筑物肢解开，
例如搭建滑滑梯，我们要帮助幼儿来看看，滑滑梯由几个部分组
成？（四条腿、走廊、楼梯、滑板及扶手）当孩子有肢解建筑物
的能力的时候，老师让孩子们讨论怎么分工，孩子才能真正去讨
论分工：一个人搭建滑滑梯的腿、一个人搭滑板及扶手、一个人
搭建楼梯、一个搭建走廊，最后把每一个部分组合起来就是一座
漂亮的滑梯了。同时要丰富和加深幼儿对建筑物和物体的印象，
教师不但要引导幼儿掌握物体的主要特征，还要能区分同类物体
的明显甚至是细微的区别。如椅子和凳子都是四条腿，一个有靠
背，一个没有靠背；四条腿的凳子，有的是长的，有的是方的，
还有的圆的。对物体细致的观察和了解，不仅有利于幼儿构造，
真实地再现周围生活的物体，更能促使幼儿触类旁通，在构造物
体时进行加工和创造。 

4.设计主题建筑平面图。主题一旦确定后，教师就有必要组
织孩子，把平面图设计出来，并从中筛选最佳方案。这也好像我
们的装修平面设计图一样，如何将一个主题的内容合理地布局很
重要，毕竟实物和游戏这中间要怎么建立起联系，对孩子来说是
很有挑战的，我们就一间结构室，这么小，怎么把偌大的松柏小
学呈现在我们的结构室里呢？孩子们必须参观完松柏小学后，再
看看我们的结构室，最后把平面图设计出来，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5.确定场地布局图。在孩子充分设计规划的基础上，教师最
后引导孩子确定场地布局，把主题的各个部分要建在什么位置确
定下来，并引导孩子独立又有机地连成一个整体。每个部分是相
对独立又是和整体有机联系的。孩子在设计的过程中都是独立的
个体思维，最后集思广益才能确定布局图。 

四、结构游戏中教师的观察与指导 
当孩子已经开始游戏了，这时候老师要干什么呢？你是去干

涉孩子的游戏、还是做孩子游戏的伙伴？还是做一个观察孩子的
老师？教师什么时候介入孩子的游戏？什么是适时的介入？教
师在孩子游戏中的价值和作用是什么？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我
们的一线老师，为此笔者以为结构游戏中教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观察，现提出来，希望可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1.观察孩子的拼搭技能。小班孩子应有的结构技能是……中
班孩子的结构技能是……大班孩子的结构技能是……教师对每
个年龄段孩子应掌握的技能应该了如指掌，然后才来观察我班上
的孩子哪些是超出了中班孩子应有的能力，哪些是达到了中班孩
子应掌握的技能、哪些是还有待提高的孩子。 

2.观察孩子的建构习惯。幼儿建构的习惯很重要，教师应注
意培养幼儿爱护构造材料、爱护建构成果、轻拿轻放构造材料,
用完后归类摆放整齐等良好习惯。有些孩子搭建完一个物体就没
事干，跑来跑去，还有些孩子喜欢搞破坏，随便踩踏别人的作品，
有些孩子乱扔玩具……等等，这些都是建构习惯的养成该注意的
地方。 

3.观察孩子的合作性。很多孩子在结构游戏中不懂与人合
作，总是自己搭建一个小小的东西，也不知道要摆在什么地方，
没有合作意识更没有布局意识，于是就文不对题沉浸在自己的思
维中，拼些自己喜欢的花啊、抢啊、剑之类的，拼完就拿着自己
玩，这种情况特别在中班多见，从中班开始，幼儿的建构不再是
命题建构而更多的是主题建构，主题建构过程中，合作就显得特
别重要，因而教师应重点观察孩子的合作情况并给予适当的提醒
和鼓励，从而培养孩子的合作意识。 

总之幼儿的建筑构造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模仿—再现—创
造，这是孩子建筑活动的发展轨道。最初的原型模仿完全是直觉
感知，在成人反复地示范和幼儿不断地模仿下，并通过重复练习，
再逐步发展为离开原型的记忆模仿。这时，幼儿已是能够有目的
地，有计划地进行构造了，而教师的指导也应该转入幼儿独立构
造的能力培养方面了。孩子在构造中遇到了困难教师不要急于代
替解决，应该通过启发引导、鼓励幼儿积极动脑，在反复的实践
操作中学习自己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幼儿独立构造、想象创造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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