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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幼儿创造性结构游戏的开展策略
徐秀娟

贵州省道真县实验幼儿园　563500

摘　要：结构游戏是幼儿利用各种结构材料和与结构活动有关的各种动作来反映周围生活的一种游戏，是创造性游戏的一种。

幼儿的生活经验及建构材料是开展结构游戏的有效保证， 同时教师的有效指导有助于幼儿结构游戏水平的提高和促进幼儿社会
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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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游戏是幼儿利用各种结构材料和与结构活动有关的
各种动作来反映周围生活的一种游戏，是创造性游戏的一种。
在结构游戏活动中，生活经验及材料准备越丰富，幼儿在游
戏中就能更好地进入游戏，更好地进行创造活动。所以，我
们要为幼儿创设各种条件，教师再加以有效的观察、引导，
从而更好地发挥结构游戏的教育作用。

一、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一）帮助幼儿积累大量的生活、知识经验
开展结构游戏前，首先要让幼儿根据自己意愿确定建构

主题，并对建构的主题的内容有所了解，积累丰富而深刻的
印象。如在开展结构游戏“我的主题公园”时，教师可让家
长帮助幼儿收集自己曾去过主题公园旅游的照片、网上的图
片、视频等，再让幼儿观察，充分发表自己的想法，使孩子
们对主题公园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同时借助平日的区域活
动，培养幼儿练习“围合”、“垒高”等搭建方法，幼儿积累
了较丰富的生活、知识经验后，才能大胆动手、动脑创造性
地进行建构，并丰富建构内容。
（二）提供丰富的建构材料，满足幼儿自主选择材
大班幼儿搭建时，由于他们积累的生活经验更加丰富，

以及他们不断发展的想象力、创造力，使他们对材料的要求
更高。因此大班的建构材料要包含大、中、小型的，种类要
多样，形状多变（可调配），以满足幼儿不同的需要以及支持
幼儿更为复杂和精细的搭建和装饰。同时发挥家园合作效应，
共同搜集本地的自然资源（稻草、木棍、泥土、松球、树叶
等）及各种废旧材料，让幼儿自己开动脑筋来使用这些材料，
使造型更加多样化、更富表现力。

二、结构游戏中的有效指导
（一）充分体现幼儿的主体地位
大班的幼儿，在建构中，往往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可

以引导孩子在建构前，进行建构主题的讨论、计划的制定，
并引导他们按照计划进行建构活动。如：在建构“我的幼儿
园”中引导孩子们分析幼儿园建筑有哪几部分组成、需要哪
些建构材料、怎么搭建等，引导孩子们事先制定计划，然后
按计划进行分工合作。从而提高了幼儿的策划能力。
（二）有效观察 、判断、引导幼儿游戏
皮亚杰曾经指出：“在游戏中，儿童是自我主宰世

界。“观察”不仅仅是用眼睛“看”，更重要的是用脑袋去
“思考”。

如：游戏案例一：孩子们在建构“我的幼儿园”中，游
乐场所已经建构好了，孩子们很开心，说：“老师，你看我们
的游乐场漂亮吗”？此时，老师介入了：“很漂亮呀，你们平
时在游乐场都玩些什么呀”？孩子们争先恐后的回答：“滑梯、
跷跷板、滑板车……”。回答后，他们立刻想到在游乐场里也
可以把这些游乐设施加上去。接下来他们开始寻找小的插塑
玩具，进行建构。

在游戏案例一中，教师通过启发幼儿回忆自己的生活经
验，从而引发幼儿的思考，激发幼儿进一步完善建构内容。

游戏案例二：孩子们正在进行“垒高”练习，在搭建好
坚固的底座后 ，他们开始尝试将木块竖放进行垒高，一开始
搭建时，木块能较平稳地保持，高度增高后，竖放的木块就
倒了，接连尝试了几次，都没成功。这时老师并没有着急干
预，而是选择继续观察：孩子们再次尝试，仔细观察发现竖
放的木块不稳、摇晃，再垒高是不行的。这时有人提出：“在
两块竖放的木块放上一块横着的木块后再放上竖放的木块”，
大家忙着又进行试验，在不断的试验中还发现了支撑和平衡
的原理，最终学会了新的“垒高”技能。

在案例二中，当孩子在游戏中遇到问题时，老师遵循了
退后、能等、善察的原则，给了幼儿思考和想象的时间和空
间，静等花开。

总之，教师要对所看到的现象进行“为什么”的思考，
以理解幼儿的搭建行动，然后分析：是否干预 ? 采用什么方
式干预 ?
（三）根据建构情况，灵活调整建构时间
在区域活动时间内，孩子们的建构内容没有能全部完成

或在建构中还有下一步的创设时，在这种情形下，我不会让
孩子们收拾整理好建构区，而是保持现有的建构状况，在下
一区域活动时间，继续完成。这样既能保证孩子的创造力得
到充分的展现，增强其自信心的发展；又不会让孩子留下遗
憾，觉得半途而废。

三、游戏的讲评
幼儿建构游戏完成后，教师要引导幼儿进行观察、评价、

交流经验、分享建构的快乐。教师将幼儿建构的过程进行录
像，可以拍建构中某一局部的特征和作品完成图。组织幼儿
观看建构的过程，通过让幼儿观察同伴的搭建技巧，小朋友
之间的合作情况，以及遇到问题后怎么去解决等。从中吸取
经验，或自己设想：“自己会怎么做？有没有比他更好的方
法”。在评价的时候要鼓励幼儿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分享彼
此的经验，从而进一步丰富幼儿的搭建经验，激励幼儿大胆
创新，并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四、结语
在以后的结构游戏中，我们还要不断探索、创新，给予

孩子更大更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时间，更大的让幼儿发挥
想象力，激发幼儿的创造力，让幼儿感受建构所带来的快乐
以及所收获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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