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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让角色游戏走进每个区角 
◆谢菊明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中心幼儿园） 

 
摘要：角色游戏以其"满足幼儿的社会性交往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发展幼

儿的认知、丰富幼儿的经验"的重要作用受到广大幼儿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和青睐，但事实上，在区角活动的设计过程中，角色游戏区在整体区角

数量中所占的比例却少之又少，而且还存在活动内容常年一成不变、年

龄段特征不明显等问题。为了更好的发挥角色游戏的作用，我园在主题

课程的引领下，尝试着让角色游戏走进每个区角，让幼儿带着角色进入

每个区角游戏，借此实现区角游戏作用的 大化，实现区角与主题活动

的互动与融合，使幼儿通过角色间、区角间的互动获得快乐发展。 

关键词：角色游戏；区角；主题；发展 

 

 

区角活动是伴随着幼教改革而出现的事物。区角活动为幼儿
提供了多样化的材料，满足幼儿操作的不同兴趣。但如果区角活
动只是地块的划分、是玩具柜间隔出的空间，那么孩子只能是里
面的过客。但如果“活动区不仅仅是一种环境，一个场所，而更
形象地说是一个舞台”，那么让角色游戏走进每个活动区，孩子
是角色的扮演者，孩子会让这个舞台更加精彩。这个舞台也将更
彻底地满足孩子们身体活动的需要、认知的需要和社会交往的需
要。 

一、角色游戏的概念 
皮亚杰根据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把儿童的游戏划分为练习

性游戏、象征性游戏和规则性游戏。"象征性游戏是幼儿运用心
理表征假装一物为另一物，或者是扮演假装的角色的游戏。"象
征性游戏以儿童的表征思维为基础。角色游戏是以表征思维为基
础的象征性游戏活动中的一种重要游戏形式。 

二、开展角色游戏的意义 
（一）加深幼儿的情感体验 
幼儿感受角色在各种情景下的态度、情感与行为特征，激发

幼儿积极美好的情感，加深幼儿的情感体验。例如在"幼儿园"
区角里，充当小老师的孩子不光要教"小朋友"画画、唱歌，还要
会模仿老师为小朋友讲故事、系裤子、擦鼻涕等，在游戏中亲身
体验老师的辛苦。 

（二）帮助幼儿提高自我控制能力 
自制力的在现实生活中行为的果断性、对无意义行为的自我

控制能力、遵守规则、克服困难等意志品质，是幼儿社会性构成
的重要方面。幼儿期是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关键期，角色游戏是
提高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角色游戏中幼儿为了
达到某种目的，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克服一定的困难，这样就
逐步养成了幼儿的自制力和勇敢的精神。例如，在糖果加工厂的
活动中，扮演士兵的小朋友，为了保护工厂，手持"钢枪"，能够
坚持站立不动的时间远远超过非游戏情境中站立不动的时间。 

（三）促进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 
带有角色的游戏是一种集体性游戏，幼儿作为集体成员，需

要相互适应，服从共同的行为规则，掌握和学习轮流、协商、合
作、等待等社会交往技能。为了活动的顺利开展，幼儿必须根据
主题、内容、角色分配等进行沟通和交流。 

1、为幼儿提供社会交往的机会，发展其社会交往的能力。
幼儿在游戏中掌握交往的规则，学习分享、谦让、合作等社会交
往技能。 

2、有助于幼儿克服自我中心化，学会理解他人，发现自我
与他人的区别；在游戏中，幼儿通过不断扮演不同的角色，掌握
一些社会行为规范；能学习不同的角色间交往方式，学到一些解
决矛盾纠纷的能力。 

3、使幼儿增强社会角色扮演的能力，使幼儿实现了性别角
色的认同；使幼儿理解了社会角色的特征。 

三、目前角色性区角活动存在的问题 
1、活动内容与主题课程无关： 
目前带有角色性质的游戏在"表演区"、"娃娃家"、"医院"、

"超市"等社会性的区角里。儿童利用他们经历过的生活内容，亲

自掌握这种经验，自己发展主题，在模仿学习中内化经验，把自
己想象成社会生活的成员。这些内容来源于生活，但与我们的主
题内容没有交集，而且存在一成不变、内容单调等现象。 

2、角色区数量偏少： 
在区角设计中，角色区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就我们幼儿园而

言，每个班级有 4-5 个活动区域，每个班却往往只有一个角色游
戏区。 

3、角色区内角色不丰富： 
在一个角色游戏区内，角色数量基本只有两至三种。如"医

院"只有医生和病人；"茶室"只有沏茶的和喝茶的；"理发店"只
有理发师和顾客，或者还有一位无所事事的收银员。角色丰富的
"娃娃家"是小班小朋友的 爱，但小班孩子往往是平行游戏，他
们游戏能力的不足，使他们很难游刃有余地掌控这些角色之间的
关系。 

四、“让角色游戏走进每个区角”的思考 
针对目前角色游戏区角存在的问题，我们思考：角色游戏以

其创造性、过程性和变化性成为幼儿获得经验和发展的 佳途径
之一。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仅仅依靠数量少而且并不完善的角
色区角，是否可以充分发挥出角色游戏的作用。在角色区角以外
的其他区角里，依靠着领域的划分的原则，往往侧重某一学科的
技能和认知的发展，幼儿进行的都是独立的操作，对幼儿社会性
的要求极低，也缺少各个领域的融合。因此，如果可以让角色游
戏走进每个区角，那么是否可以使角色游戏的作用 大化，使幼
儿在每个区角里的活动都是"动态"的，使每个区角活动里都能对
幼儿的兴趣、发展、社会性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真正实现幼儿
的"体验 探究 交往"。因此，我们试图以幼儿感兴趣的主题为线
索，以区域为依托，以角色游戏为载体和动力，综合完成多个领
域的教育目标来重新设计我们的区角 

五、“让角色游戏走进每一个区角”的实践 
区角里“角色”的增加，使区角活动的内容得以丰富，去除

了领域的界限，实现了发展的整体性、连续性。例如，在水果超
市里，现在除了有"顾客"和"收银员"、有"买"和“卖”以外，由
于增加了雕刻师、奶茶妹妹、导购、理货员等角色，使孩子在"
水果超市"里，雕刻师要根据顾客的需要用橡皮泥的搓、捏、贴，
来制作水果拼盘；奶茶妹妹用 漂亮的珠子串出冰糖葫芦、用夹
子夹起“果粒”制作水果奶茶并把它们都卖掉；导购员要用三寸
不烂之舌热情地推 水果，他们可是有业绩要求的哦；理货员把
"水果"按种类、按大小整理、摆放整齐；收银员和顾客在进行着
"钱"的计算。热闹的角色性区角活动，孩子们在一个区角里可以
进行多种活动，要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孩子们在这里"玩"、在这
里“交往”，在这里“锻炼”，在这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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