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2月（总第 191期） 

1239  

教学实践

试论幼儿园建构游戏中幼儿抗挫折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莫盈盈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海滨幼儿园    510000） 

 
摘要：本文针对幼儿园建构游戏中幼儿抗挫折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将从

培养幼儿抗挫折能力的必要性入手，对幼儿园建构游戏中幼儿抗挫折能

力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提升策略进行深入分析，以此推动我国幼儿教育的

发展。通过文章的分析得知，在幼儿园的建构游戏中对幼儿的抗挫折能

力进行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

提升幼儿的抗挫折能力提供参考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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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青少年的抗挫折
能力越来越差，多数青少年都没有应对挫折的能力，反而一遇到
挫折就会选择极端的方式逃避，这也导致了许多社会悲剧事件的
发生，因此，抗挫折能力的培养应当从幼儿时期开始，建构游戏
便是其中 为有效的一种培养方法。 

一、培养幼儿抗挫折能力的必要性 
处于幼儿时期的儿童年龄大致在 3 岁~6 岁，这一年龄段的

幼儿虽然不具备完备的思想意识，但是却拥有着巨大的发展潜
力，因此，培养幼儿的抗挫折能力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具体如下：
（1）培养幼儿的抗挫折能力既有助于幼儿坚强的意志品质的形
成，又有助于幼儿困难克服能力的提升，对幼儿进取心的激发具
有重要意义。（2）培养幼儿的抗挫折能力能够促进幼儿良好人格
的形成，使幼儿的自控能力以及思想意识水平都得到一定幅度的
提升。（3）培养幼儿的抗挫折能力既能够促进幼儿良好性格的形
成，又能够使幼儿养成吃苦耐劳、坚持到底的精神，对幼儿的身
体与心灵健康都极为有益。 

二、幼儿园建构游戏中幼儿抗挫折能力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未发挥榜样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幼儿的行为大都来源于模仿，模仿父母、

模仿教师以及模仿同学，其中，同龄人之间的模仿是幼儿行为的
主要来源，在建构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分发挥其他幼儿的
榜样作用。但就目前而言，多数幼儿教师均未在建构游戏中充分
发挥其他幼儿的榜样作用，这使得绝大多数幼儿会在游戏进行到
一半时选择放弃，这对幼儿抗挫折能力的培养极为不利。 

（二）未重视合作培养 
合作意识对于利用建构游戏培养幼儿抗挫折能力格外重要，

当幼儿拥有了较强的合作意识后，便不再会因困难的出现而放弃
游戏，而是会主动寻求其他幼儿的帮忙，抗挫折能力自然会有所
提升。据相关调查显示，群体性游戏独立完成的现象在幼儿园中
依然普遍存在，一些性格本就懦弱的幼儿会在群体性游戏中选择
一个人默默地独立完成，这与教师未重视合作意识的培养大有关
系。 

（三）未提升游戏难度 
现如今，幼儿以独生子女居多，其在家里有父母的帮助，在

幼儿园有教师的帮助，并没有独自面对困难的机会，这也是幼儿
抗挫折能力较差的主要原因，要想利用建构游戏培养幼儿的抗挫
折能力，游戏难度的适当提升格外重要。截止到目前为止，多数
幼儿园的建构游戏较为简单，幼儿通常不需要寻求他人的帮助便
可独立完成，未体会过失败，又何谈抗挫折能力的提升。 

三、幼儿园建构游戏中幼儿抗挫折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策略 
（一）充分发挥榜样激励作用 
为了避免幼儿在建构游戏中半途而废，教师应当利用幼儿模

仿学习的特点，充分发挥其他幼儿的榜样激励作用，其中，选出
优秀的幼儿或作品是培养幼儿抗挫折能力的关键。在建构游戏的
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表现选择出优秀幼儿，并将该幼儿
评选为“小明星”，而后将该幼儿的作品放在讲台中央给予展示，
鼓励其他幼儿向该幼儿学习，这样其他幼儿的勇气便会被该幼儿
激发，使得其他幼儿即使在面对困难时也能够重新投入到建构游
戏中。比如，在一次作品搭建游戏中，有位幼儿搭建的作品既美
观速度又快，教师给予了其作品高度的评价，并鼓励其他幼儿向

其学习，果不其然，在对该幼儿的作品进行学习模仿后，其他幼
儿均搭出了属于自己的作品。 

（二）重视合作意识的培养 
对于幼儿而言，幼儿园便是一个大集体，除了自身挫折外，

幼儿还极有可能会受到来自于集体的挫折，这就要求教师在利用
建构游戏培养幼儿抗挫折能力时，对合作意识的培养予以高度的
重视。幼儿教师可以多设置一些群体性游戏，并充分发挥自身的
引导作用，引导幼儿与其他幼儿展开良好合作，鼓励幼儿在遇到
困难时向其他幼儿寻求帮助，这样不仅能够提升幼儿应对自身挫
折的能力，而且还能够提升幼儿面对集体挫折的能力。比如，在
一次名为“城市风情”的搭建游戏中，有一位幼儿遇到了困难，
这时教师不应直接告诉其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应当鼓励幼儿向
同组的其他幼儿寻求帮助，这样该名幼儿的问题即得到了解决，
合作意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三）强化幼儿的失败体验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幼儿抗挫折能力较差的原因主要是因

为幼儿既没有独立面对困难的机会，又没有感受过失败的体验，
因此，教师在建构游戏时应当以强化幼儿的失败体验为主，其中，
适当地提高建构游戏的难度 为有效。教师在建构游戏的过程
中，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提升游戏的难度，鼓励幼儿独立解决问
题，并告诉幼儿失败并不可怕，一次不成功还可以再进行第二次，
如此一来，幼儿的抗挫折能力便能够在一次次失败的体验中得以
提升。一般情况下的积木游戏都是以说明书为标准，教师可以对
此进行创新，要求幼儿根据自己的想象对积木进行搭建，并在幼
儿失败时给予引导，鼓励其独立面对，以此提升幼儿的勇气与抗
挫折能力。 

结论：综上所述，本文将幼儿园建构游戏中幼儿抗挫折能力
的培养与提升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在阐述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充
分发挥榜样激励作用、重视合作意识的培养、强化幼儿的失败体
验的具体策略做出系统探究，研究结果表明，幼儿园建构游戏中
幼儿抗挫折能力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未发挥榜样
作用、未重视合作培养、未提升游戏难度等。在未来，还需进一
步加强对幼儿园建构游戏中幼儿抗挫折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的培
养，进而确保幼儿的抗挫折能力能够在建构游戏中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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