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01　新时代教育·教学探讨92

ISSN:2705-0963（Print）　　　ISBN:2705-0955（Online）

关于幼儿园创造性游戏活动的开展策略研究
邹凤美

海宁市丁桥镇中心幼儿园　浙江　海宁　314413

摘　要：游戏是幼儿教学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创造性游戏主要包括：表演游戏、角

色游戏以及结构游戏等等。由于其内容丰富多样，创造性游戏已成为幼儿了解环境、社会和自然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不仅

能够促进幼儿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的发展，还能培养幼儿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幼儿教师要善于发现儿童的兴趣

爱好，根据幼儿的认知特点设计和开发一些针对儿童的创造性游戏。对此，本文主要探讨了幼儿园创造性游戏活动的开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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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园开展创造性游戏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一）在游戏教学活动中忽略了幼儿的主体性

在游戏教学活动中，教师既是指导者也是参与者。幼儿

的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注意力的分散性，以及活动的干预性

较差。幼儿在游戏中的角色扮演具有生成性的，也有偶发性。

所以，幼儿教师在游戏教学活动中要起到指导性的作用。但

是，就目前情况而言，许多教师为了保证课堂教学活动的纪

律性，因而忽略了幼儿的游戏需求和幼儿的主观能动性，导

致游戏活动缺乏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幼儿的创造性

思维的发展。

（二）教师过于注重教学的目的

从游戏教学的字面意思来看，游戏在前，而教学在后。

游戏与教学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相互促进。但是，当前大多

数幼儿教师在游戏教学过程中，过于关注教育教学的目的，

而忽视了游戏的重要性，以致教育行为超越了游戏的价值。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游戏是针对游戏本身的，过度僵化会

导致游戏行为成为变得物质化，这不仅违背了游戏教育的初

衷和本质，还阻碍了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发展。

（三）教师片面地追求教学的效果

根据不同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活动的目标，大部分幼儿教

师对于创造性游戏的把握是存在一定的偏差，片面地追求游

戏活动教学的效果，存在“替代”的想象，严重阻碍了幼儿

创造性思维和想象能力的发展。另外，一些幼儿教师在游戏

过程中过于“放任”，缺乏耐心、有效的指导，导致幼儿对于

游戏的专注度和积极性大大降低，从而了偏离了幼儿游戏教

学的初衷和意义。

二、幼儿园创造性游戏活动的开展策略

（一）教师要适时参与到游戏活动中

在幼儿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关注幼儿的实际情况。教师

要适时参与到幼儿游戏活动中，注意掌握适当的时机。因此，

这也需要教师平时的细心观察。此外，适当的观察时间也能

够起到缓冲的作用，为教师的选择适当的时机参与进去提供

保证。其中，缓冲是为了给孩子们腾出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让幼儿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在幼儿的独立探索、思考的过

程中，教师可以先观察孩子再进行指导，在观察的一段时间

内，教师要认真地记录孩子的行为、表现等，并抓住其中的

主要线索，进而让教师更好地参与到幼儿游戏活动中。

（二）为幼儿搭建一个开放的游戏环境

实施创造性游戏活动，材料是最基本的部分，它可能在

物质层面上影响幼儿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发展，进而直接影响

幼儿的全面成长与发展。因此，对于处于思维发展起步阶段

的幼儿来说，其独立性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材料的外部特征，

生动而具体的游戏材料能够充分调动幼儿对于游戏活动的积

极性和热情，还能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

（三）教师要引导幼儿进行合作游戏

幼儿学会与他人合作，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

另外，幼儿在与他人的合作中，能够迅速地融入集体，这有

利于幼儿的身心健康成长。所以，幼儿教师应积极引导幼儿

进行合作游戏，以开展创造性游戏活动。比如：教师可以组

织幼儿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这是一个需要共同合作参与的

游戏。在游戏过程中，“鸡妈妈”要张开双臂，所有“小鸡

宝宝”都需要整齐地排列并躲在“母妈妈”身后。为了避免

被“老鹰”抓住，躲在“鸡妈妈”后面的“小鸡宝宝们”必

须跟随前一个“小鸡宝宝”左右移动。只有保持队列的整齐

性，才能躲避“老鹰”的追捕。在这个游戏中，幼儿不仅要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还要与同伴合作，这样他们才不会失败，

这也充分展现了合作的重要意义。通过这样的游戏活动教学，

不仅让孩子们充分意识到了与他人合作的乐趣，也让他们在

玩游戏的同时意识到了合作取得胜利的重要性。

（四）积极进行反思活动

师生互评、共同反思，让思考和交流成为创造性游戏活

动的拓展延伸。在反思活动中，幼儿教师应避免以教师代替

学生进行反思的现象出现，要确保反思活动的全面性和科学

性。在反思活动中，教师要引导幼儿分享游戏中的乐趣和感

受，使幼儿感受到老师和同伴的存在。科学有效的反思活动

也体现在经验交流和问题解决中，这不仅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而且也通过教师与幼儿的互动、幼儿与同伴之间的互动，从

而发挥出现更多的创意，充分发挥创造性游戏活动的价值。

三、结语

综上所述，幼儿教学中开展创造性游戏活动，不仅可以

培养幼儿的独立性和创新性，还能促进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发

展。因此，幼儿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创造性游戏

的优势，合理开展创造性游戏活动。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

积极参与到游戏活动中，灵活地改变教师自己的角色，引导

幼儿小组合作学习，课后进行反思，进一步促进幼儿的全方

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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