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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我的游戏，我做主 
——自主游戏中培养幼儿自主性和创造性 

◆蒋娇香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中心幼儿园  312050） 

 
摘要：自主游戏不仅是孩子 喜欢的活动，同时也是孩子自主、快乐地

展开广泛学习的途径。本文重点阐述了对自主游戏推动幼儿快乐学习的

认识、并从环境创设、介入指导、交流分享多个角度梳理了在自主游戏

中幼儿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培养，从而推动幼儿快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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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指南》的深入学习，教师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游戏
逐渐成为幼儿在幼儿园中一日生活的主要活动，成为孩子学习的
主要形式。而自主性游戏是 适合学前儿童的一种活动形式，在
自主性游戏中幼儿以一物代一物，能脱离真实情景和物体的直接
信号刺激，进入假设想象的世界，是培养幼儿创新意识的良好途
径。现实生活是幼儿自主游戏的源泉，他们未来的生活不应该是
我们现在生活的简单重复，作为老师应该引导他们自主地，创造
性地开展游戏，发展游戏。为了确保小班幼儿自主性游戏的正常
开展，教师应该积极地为幼儿提供较为丰富、适合的游戏材料，
并能适时地以游戏者的身份进入。 

游戏观察、指导，在游戏中尊重幼儿，让幼儿根据自己的兴
趣和需要，以快乐和满足为目的，自由选择、自主展开、自发交
流的积极主动的活动。在小班幼儿开展自主游戏的过程中存在着
一些问题： 

1、老师们普遍认为小班幼儿由于年龄小的特点，自主和创
造扯不上关系，所以老师在小班自主性游戏中培养的着重点大多
停留在角色的简单分配和一些材料的摆弄等一些表面现象上。 

2、小班游戏中材料的提供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幼儿自主和创
造能力的发展。 

3、教师的指导介入不够，放任现象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幼儿的自主和创造性行为。 

问题的存在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以为幼儿自主游戏是完全由幼儿选择内容进行，教师不

需要给予任何指导和帮助，在游戏时让幼儿随心所欲，对幼儿的
一些不良行为也放任自流，对游戏活动不闻不问，教师处于旁观
者地位使游戏成了一种无计划无目的的活动。 

2、同一年龄段的幼儿因能力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在同一个
活动中所需要的材料也不同，老师提供的游戏的材料仅是成品材
料或现成的玩具，缺少半成品材料，缺少让幼儿自主，创造的机
会。 

3、教师对小班幼儿的自主、创新意识的培养缺乏足够的认
识。那么如何在自主性游戏中培养小班幼儿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呢？ 

（1）按意愿投放相应的游戏材料，满足幼儿自主游戏的需
要。材料是幼儿游戏的物质支柱,是幼儿活动的基本工具,幼儿的
发展更依赖于对材料的操作。幼儿能在游戏中快乐的操作，并以
操作材料作为新主题、新情节的生长点，促进幼儿交往，达到让
幼儿游戏更为自由自主的 终目标。对小班幼儿来说，兴趣就显
得尤为重要，因此，老师必须了解幼儿的兴趣，然后从兴趣入手
提供游戏材料，选择游戏内容。老师可以投放大量的半成品供幼
儿在游戏中自主选择，鼓励幼儿动手寻找自己需要游戏的材料，
大胆想象、创造。尤其奶粉罐和易拉罐是小班幼儿生活中 常见
的一种物品，孩子们对它们都不会陌生，因为它贴近这一年龄段
的幼儿，奶粉罐更是每天都要接触到的事物。于是，我发动了家
长和我们一起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奶粉罐和易拉罐投
放在活动区里供幼儿游戏用。在自主游戏活动中，小班的孩子们
的游戏是简单和快乐的，幼儿在玩一玩，用一用中学会了用同一
种材料进行不同的表现手法来满足自己的游戏需要。 

他们在玩中欢笑，探索，创造。奶粉罐和易拉罐可以排成长
长万里长城、用个小球滚滚就是保龄球、五个一捆就变成了梅花

桩、竖着放即可变成套圈的玩具••••••我发现，简简单单奶粉罐和易
拉罐在小班孩子手中变出了许多有趣的游戏玩具，这些半成品的
材料成为幼儿 喜欢，利用率 高的“游戏伙伴”。所以它给予
小班幼儿更多的想象、自主、创造的空间。 

（2）通过教师具有启发性的引导，鼓励幼儿创造性游戏。
创造性是主体性的一种极其重要的表现。在自主游戏活动中幼儿
积极的活动离不开教师及时、恰到好处的指导，而教师具有启发
性的引导更能激发小班幼儿自主和创新意识。教师在组织幼儿开
展创造性游戏之前在游戏环境及材料提供方面设置一些障碍和
困难，利用半成品和非成品材料，让幼儿在玩中探索和体验材料
的变化和应用，尽可能地拓展幼儿创造的空间。在整个的游戏过
程中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其次才是适时适度的指导。如：娃
娃家的“妈妈”一味的抱着娃娃，而“奶奶”就一天到晚烧菜，
娃娃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处于几条平行线上。
当幼儿出现这类现象的时候，教师应适当介入暗示幼儿，帮助幼
儿提高认知水平。又如老师可以以做客的形式启发娃娃家的小朋
友：一直抱娃娃手一定很累的；家里的东西好像有点乱。通过类
似的疏导引导幼儿与同伴交往，激发幼儿思考：娃娃还可以有谁
来抱，家里的东西谁整理等。长此以往幼儿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
认知水平也会慢慢提高。老师敏锐的捕捉孩子的游戏信息，给予
及时而适当的引导，就会重新点燃孩子的兴趣，树立孩子的自信
心并使之获得成功感。 

（3）愉快的分享交流活动，挖掘幼儿的自主和创造的能力。
每个幼儿在游戏中获得的游戏经验与情感体验是不同的，教师应
重视提供机会引导幼儿及时地进行这方面的交流，让幼儿在与同
伴分享的过程中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这样的交流与分享可不拘
形式，一对一式的、小组形式的、集体形式的均可，通过交流不
但可使孩子们的游戏努力得到积极的评价，还有利于使幼儿的一
些富有创意的想法与做法有机会积极地启发和影响同伴，进而引
发幼儿更具创意的游戏实践。 

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认知经验缺乏，游戏中极易出现
问题和行为不当的现象，老师应该用拟人交流法或直接将幼儿引
入情境中引出交流分享的话题，面对问题利用游戏的分享交流，
让幼儿发表自己对事件的看法，通过互相启发，互相纠正， 后
获得正确的认知经验和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过程的体验对小班
幼儿是 重要的，老师作为游戏活动的支持者，不要过早的对结
果作以肯定，只有提供幼儿体验过程的机会，才会让幼儿拥有更
多的空间，才能真正挖掘幼儿自主和创造的潜能。而老师在分享
交流中的问题设置，就犹如老师为幼儿搭建的感悟的支点，使幼
儿真正轻松愉快的学习，充分自由的表达，我认为这样的分享活
动才真正促进幼儿自主和创造性的发展。 

幼儿是游戏的主人，但并不是不需要教师的指导，而是需要
教师更隐蔽、更策略、更有效地指导，一方面需要教师具有在游
戏中隐含教育意图的能力，在游戏环境的创设和材料的投放中将
教学的内容客体化，使幼儿在作用于环境和材料的过程中获得知
识和经验；另一方面又需要教师具有对幼儿发展进行日常观察与
评价的能力，教师善于在游戏中发现幼儿正在进行的无意性学习，
并给予及时支持，或者善于从游戏中捕捉与教学目标相关且与幼
儿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内容，从而使幼儿在游戏中获得自主发展。 

总之，在开展自主游戏的实践过程中，教师应给予幼儿 少
的干预， 多的观察、 大的耐心、 有效的指导，尊重幼儿的
兴趣和愿望，充分发挥幼儿的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使自主
游戏发挥出应有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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