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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游戏的教育价值 
◆薛艳琪 

（泰州市胡庄中心幼儿园  江苏泰州  225321） 

 
摘要：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的需要，人的素质教育越来越重要，素质的
教育并非一时就可以教育的好的，素质的教育需要从小来培养，现在的
素质教育要摒弃“应试教育”，现在的素质教育包括很多，它主要是人的
综合表现，主要是指能力，比如交际能力、创造力、想象力、分享能力
等。尤其是幼儿素质教育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有机
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的奠基阶段，在幼儿园教育中就要把素质教育落
实好，渗透到幼儿园教育的各个方面，在游戏中更要着重体现。幼儿期
所获得的 基本的素质培养，对人的一生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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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7 年 1 月，当 75 位诺贝尔奖得主聚在一起时，有人问
其中一位诺贝尔获奖者：“您在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您认
为 重要的东西？”诺贝尔奖获得者想了一下说：“幼儿园。”“在
幼儿园您学到了什么？”“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朋友，不是
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做错事要表
示道歉，午饭后要休息……”这位科学家通过自身的成才体会，
说明了幼儿园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品德文明的养成，他的意思无
外乎说明一个问题：一个人成功与否，素质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在幼儿园中，知识教育并不是重点，关键是对幼儿的素质教
育，素质教育及能力关系着孩子的一生，幼儿期间的素质教育与
能力对孩子更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玩是孩子的天性，在幼儿园中，游戏是幼儿 喜爱的活动。
由于游戏是一种主体性活动，在游戏中，幼儿的自主主体意识和
自主能力会得到 大程度张扬，他们在活动中享有充分的选择权
和决定权。杜威指出：“游戏性是一种精神态度，游戏是这种态
度的外部表现形式。”因此，开展游戏活动把一切思想教育潜藏
在游戏中，让孩子在快乐的游戏活动中去感悟一些做人做事的道
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在游戏中对幼儿进行素质教育的
渗透呢？我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在游戏中着力自理能力自我服务意识 
在园的幼儿中，大多都是 3-6 周岁，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

子女，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在家庭中备受宠爱与娇惯，过着“饭
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皇帝”、“小公主”生活，孩子们是爷
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众星捧月”中心，有一点不周到、不满意
的地方，孩子就会耍耍脾气，又哭又闹，所有的事都要按孩子的
意思去做。 

为了培养幼儿的自理能力，树立起他们自我服务思想，单靠
教师正统的说教收效往往不大。但是如果把说教寓于孩子们喜爱
的游戏当中效果就显著了。在平时，我会多给孩子们进行尊重父
母的教育，由于中华民族是个文明古国，流传下来许多孝道故事，
我会为他们讲《孔融让梨》的故事；讲《羊羔跪乳》的故事；讲
《三字经》、《弟子规》，这些对他们都是一些理性认识，孩子们
听故事很认真也很感动，但总找不到那种感恩之心。于是我对他
们讲，一个孩子是怎样来的，讲讲母亲怀胎十月的辛苦，一朝分
娩的痛苦，望子成龙的甘苦。在班级的去交游戏中我开展过一个
体验游戏：让孩子们学做妈妈。我还教了孩子“大手小手”游戏，
有目的有意识的带领孩子游戏，通过游戏，使孩子产生了“讲卫
生、爱劳动”的感性认识，这只是教育的开端。为了真正达到目
的，我不断让幼儿进行各种游戏的训练比赛：如让每个幼儿都脱
下一件衣服放在一起，我把衣服搅乱，然后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
找出自己的衣服并穿好；用同样的方法穿好自己的小鞋，让他们
折叠好自己午睡的毯子和毛巾，并给与大力表扬和鼓励，通过这
样反复游戏，孩子们都很喜欢，而且积极参与到游戏当中来，不
仅让幼儿自己动手形成技能，培养了能力。现在，如愿才几个月
的孩子大部分在家都能自己吃饭穿衣服，在园里自己叠被、洗手
刷牙，于老师一起擦桌子，有的幼儿还主动帮助其他伙伴做事，
从中体会到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乐趣。素质教育已经自觉不自觉
就渗透到游戏当中，而且效果不错受到家长一致好评。 

二、从游戏中培养幼儿良好的品行助其形成健康心理 
思想品德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的今天，更应注意幼儿道德情操的熏陶，助其早日打下良好品质。
如幼儿刚入学园，他们有相当一部分表现出“自私”，“蛮不讲理”，
“铺张浪费”，“任性”等不好习惯，通过教师有目标，有计划设

计相应的丰富多彩的游戏，并精心安排，细心组织，寓教于乐。 
由于幼儿模仿能力非常强，他们大都崇拜老师，特别关顾老

师的一举一动，并进行自觉不自觉模仿，我便设计换位游戏。如：
游戏“我是小老师”让幼儿来当老师，我来当幼儿。我发现他们
都模仿老师的样子，我就索性装个乖乖的好孩子。孩子们争着当
老师，不仅课堂上表演得惟妙惟肖，而且回家后也常常让家长当
孩子，让玩具娃娃当孩子，他们自己当老师，重复在幼儿园上课
的情景。开展“我是小老师”的游戏中，孩子们人人当老师，个
个真实再现，既活跃了幼儿的学习气氛，又加深学习印象。使孩
子们的思想行为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游戏过程中孩子重复老师所
讲的、做的，自然而然加深了责任心和纪律性。养成了良好的习
惯。许多幼儿还把平日在幼儿园小朋友做错事老师批评的话模仿
出来对布娃娃进行教育。比如午睡不能讲话；吃饭不能吵闹；游
戏要有秩序；好朋友之间不要打架等。模仿的非常逼真，而且孩
子们记忆力非常强，几乎老师的原话甚至于语气、动态都非常逼
真。通过这样一系列不间断游戏活动后，幼儿在上课时能认真听
讲。游戏是一个活动载体，教师怎样给游戏创意一个主题是设计
游戏的关健。通过以上开展“换位游戏”争当小老师的幼儿越来
越多，孩子们的思维也得到了拓展。 

如此不仅能使幼儿在游戏中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更重要的
是使幼儿从“戏”中汲取到健康向上的做人道理，使他们受到怎
样做人、做什么的人的启迪。另外，由于游戏中，幼儿已经成为
教学活动的主体，幼儿和教师处在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中，
育儿的思维、言谈不受约束限制，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凭自己的
兴趣爱好进入游戏角色，受到熏陶感染。因此，幼儿良好的心理
品质就能自主或不自主地得到培养锻炼。如学习兴趣和动机的激
发，顽强勇敢的品质，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认真做事的
态度等，都能在游戏活动中得到锻炼和增强。当然，要真正达到
与人目的，还需教育工作者一丝不苟、诲人不倦敬业精神，持之
以恒的潜心钻研。 

三、游戏中培养幼儿想象力与创造力，促进思维发展 
游戏教学充分地体现了幼儿的想象能力与创造能力，在此能

力的培养过程中，幼儿的思维、动手等能力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如一次桌面游戏中，我先引导幼儿观察玩具像什么，小朋友思维
十分活跃，充分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无论幼儿的想像是否合理，
毕竟他们都已经发挥想象了，都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扬。我就
用这些玩具摆一些造型，在让孩子们看看像什么，幼儿再通过自
己的想象与创造自己摆玩具，并说出自己摆的玩具是什么。一个
很普通、很常见的的游戏，竟就让幼儿迸发出聪颖、智慧的火花，
让他们在游戏中学会创造，学会想象，并学会了表述自己的思想。 

四、在游戏中培养幼儿的动手操作 
在幼儿园的各种活动中，幼儿在进行活动时，经常会通过自

己动手操作活得经验、掌握知识。陈鹤琴先生曾经强调说在教学
中应注意儿童直接经验的掌握，教师应积极地鼓励儿童去实践、
去获得经验。他认为儿童在活得直接经验的过程中，就是他们思
维能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他们“自动探究”精神形成的过程。蒙
台梭利也说过：“我看到了，我忘记了；我听到了，我记住了；
我做过了，我理解了。”这也说明幼儿在实际的动手操作中才能
真正的掌握知识与技能，才会有所进步与发展。 

五、总结 
在我国，由于受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人口素质和师资及办

学资源等条件的影响，在农村幼儿园游戏顺利进行的成效存在着
明显的差异；但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及国家重视学前教育，不
断加大学前教育的力度，使教师专业素质得到很大提高，这种差
异也在逐渐的减小。教师在不断的加紧专业学习和累积实践经验
的基础上，对开展游戏的相关知识也有了科学的了解，逐渐的纠
正了以往存在的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游戏、忽略幼儿是游戏主体
的错误理念。学会了介入游戏应当适时适当，也针对存在的问题
实施相应的措施，从而促进幼儿身心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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