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实践 

幼儿自主性游戏的开展 
◆章  婷 

（苏州市吴江区德尔幼儿园  215228） 

 
摘要：自主游戏是教师在了解幼儿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引导幼儿共同参

与游戏环境的创设，为幼儿提供丰富的环境及平等的机会，让幼儿按照

自己的意愿自由的选择游戏，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游戏，在与材料和伙伴
的相互作用中共同分享游戏带来得快乐和学习彼此的经验。激发幼儿的

自主性积极能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促进其个性潜力的发挥，促进其身心

健康和谐发展，本章主要论幼儿自主性游戏的开展。一、自主性游戏需
要遵循的原则；二、自主性游戏的特征；三、自主性游戏的开展；四、

充分利用资源进行自主性游戏；五、营造宽松的氛围，发挥幼儿自主性

游戏；六、教师作为幼儿游戏的支持者应达到的某些要求；七、幼儿自
主参与区域游戏，激发幼儿创造的火花；八、让幼儿参与整理物品及游

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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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园教育应尊重
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充分关注幼儿的经验，引导幼
儿在生活和活动中主动学习。”“提供自由活动的机会，支持幼儿
自主选择。”“幼儿园的各种设施、活动材料等都是有利于引导幼
儿主动探索。”他们百玩不厌的。可见游戏在幼儿这个年龄发展
与教育领域中占有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由于幼教的改革，人
们十分重视教育观、儿童观的改变并且更加重视发挥游戏在促进
幼儿全面发展中的独特教育作用。 

一、自主性游戏需要遵循的原则 
具有目的性、创造性、全体幼儿参与性、体现教育主导性、

幼儿主体性。 
二、自主性游戏的特征 
1、游戏计划的生成性 
游戏的计划不是有老师制定好的，而是在活动中儿童不断发

现、创造、改良、不断生成新的计划，既能使游戏的开展又能满
足其愿望和需要。 

2、游戏的多样性 
幼儿在游戏时周围环境不断的变化，不断延伸，生活经验的

不断积累，不断的转换生成游戏，环境又具有多样性，幼儿想玩
什么，想怎么玩都是他们自由的权利。 

3、教师角色的多样性 
在游戏活动中，教师既可以是游戏的参与者，又可以是游戏

材料的提供者，既能做游戏随时的指导者，又能是游戏的观察者。
在幼儿分享游戏时，教师还可以做倾听者和发问者。 

三、自主性游戏的开展 
1、使幼儿积累丰富的生活及知识经验 
成功的体验来源于经验的获取，幼儿在操作材料往往与自己

的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活经验越丰富知识经验也就越丰
富，幼儿游戏的技能和玩法就越丰富，游戏的主动性，创造性就
更大。因此，丰富幼儿一日生活可从以下几点出发：提问、讨论、
参观等方式进行交流，分享。加深幼儿对生活的理解从而产生新
的游戏，新的主题。如，双休日与家长去逛超市，去采摘等活动..... 

四、充分利用资源进行自主游戏 
1、利用自然环境开展 
幼儿园可以充分发挥大自然赋予的优势，积极利用自然环境

开展丰富多彩的游戏，例如春暖花开，教师可带幼儿参观园内春
天的气息；夏天，教师可让家长带去户外捉知了、蟋蟀等，充分
感知夏天的到来；秋收时节，可带幼儿采摘果子、等；冬天，如
逢一场瑞雪，孩子们便会堆雪人、打雪仗等，总之玩的不亦乐乎。
自然环境为幼儿提供了丰富、有趣的游戏场所。只要巧妙的利用，
引导幼儿在玩中探索，在游戏中学习。 

2、利用家长资源开展游戏 
幼儿园的活动离不开家长的支持，家长也是幼儿成长中最重

要的角色。教师可以通过家园开放日或家访等活动，使家长认识
游戏的重要性，让他们一步一步的了解到支持，积极的为孩子甚

至幼儿园提供游戏的材料，共同把游戏开展的有声有色。如：周
末或节假日，带孩子出去散步、钓鱼、捉迷藏等活动，使孩子既
体验游戏的快乐，又获得生活的经验！ 

五、营造宽松氛围、发挥幼儿自主性游戏 
我们都知道游戏是幼儿园最主要的活动，幼儿在游戏中不断

地学习成长。所以我们更要提倡自主选择游戏。什么才算真正的
自主呢？一天早晨，和往常一样，小朋友们争先恐后邀请我加入
他们的游戏。我笑着回答：“老师今天看你们玩。”于是，他们组
织人员，选出组长，组长对本组的人员进行游戏分配。第一组玩
《丢手怕》第二组玩《老鹰捉小鸡》，游戏进行的非常激烈，特
别是被淘汰的小朋友都乖乖的坐在一旁，我们经常说放开自己的
手让孩子自由，往往都做不到！这次，我深深的体会到，为什么
要让孩子自主游戏的权利。只有尊重幼儿主导地位，放手让幼儿
主导活动，自己创造游戏，推动和鼓励幼儿在游戏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孩子才能真正的自由！ 

六、教师作为幼儿游戏的支持者应答到某些要求 
1、观察与分析形成联系是支持游戏 
观察幼儿游戏开始的行为，可以发现幼儿的表现是不同的。

有的幼儿很快能找到游戏的材料、伙伴，友好的协商，达成共识
进入游戏，有的幼儿到处转悠没有结果，有的幼儿行为迟缓等。
游戏中所产生的困难和矛盾，需要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以便幼儿
顺利进行游戏。同时教师对观察的游戏行为要加以分析。 

2、时机与方法的适宜组合是支持游戏 
教师通过观察分析才能确定什么时候或以什么方式参与幼

儿游戏，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等等。可以制作简单的表格进行观察、
分析总结，及时调整教育或游戏的目标方案。 

《纲要》中明确指出，为了保证幼儿的安全与游戏的顺利进
行，教师可适度介入游戏，介入的方法有多种，但要把握好时机
与分寸，不干扰幼儿的游戏为前提，以幼儿游戏的快乐为本，以
促进幼儿的游戏发展为目的，给他们提出建议，支持他们实现游
戏的愿望。 

3、交流与分享的及时与组织是支持游戏 
幼儿在游戏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困难，有的可以解决，有的不

可以，解决不了的，他们就无法进行游戏，这时，需要我们介入，
接入的形式、方法多样。 

自由选择、自主开展、自发交流是幼儿自主游戏的基本品格，
也是对幼儿自主游戏的衡量标尺。教师要做到“放”“导”结合，
贯穿于幼儿游戏的全过程。 

七、幼儿自主的参与区域游戏，激发幼儿创造的火花 
区域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也是幼儿园最基本的活动。在

游戏中，为了激发幼儿思维和灵感。我们不管是在时间或空间上
都能让幼儿在游戏中玩的尽兴，例如：在户外区域中，提供跳绳、
游泳圈等并鼓励他们玩出新的花样，游泳圈可以转、滚、跳。皮
筋可以一个人跳、双人跳、一边跳一边唱：马兰开花二十一，二
五七等。再次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教师只要稍稍指点他们，就能
激发创造的火花。自主游戏向孩子敞开一扇通往自由、创造性、
其乐无穷的活动空间、其效果是老师更轻松，幼儿更开心。   

八、让幼儿参与整理物品及游戏的评价 
游戏后让幼儿参与整理物品，把游戏的材料分类放好。有利

于幼儿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然后讨论，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问题等明天是否继续，为什么？同事分享成功的经验为下一次游
戏的开展做好材料、经验等方面的准备。 

幼儿能够在属于自我的游戏中，满足在现实社会中所得不到
的需求，在没有任何控制关系的背景中实现自己的意愿，从而达
到情感智慧上的平衡。在幼儿自主游戏中，其个性的发展才是最
充分、最和谐的。因此自主游戏必须给予幼儿充分的自由，幼儿
能够愉快游戏，共享游戏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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