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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幼儿自主游戏的组织引导策略
陈　欣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民族幼儿园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30

摘　要：自主游戏给予了幼儿自由的游戏空间和自主的游戏氛围，是幼儿自我学习、自我探索、自我发现、自我完善的活动。

自主游戏具有轻松的活动氛围，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能够满足幼儿发展的各种需要，是实施个别化教育的有效形式。但是，

许多幼儿园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自主游戏仅仅是浮于文字表面，幼儿游戏局限在教师的控制之下，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自主，

游戏的价值、立场、形式、内容甚至游戏精神都没有真正地表现出来，也没有真正对幼儿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如何对幼

儿园幼儿自主游戏进行组织与引导，是本文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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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主游戏对幼儿成长的教育价值
首先，幼儿个体的兴趣爱好得到满足，有利于他们健康

心理的形成。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
需求开始突显，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需求方向。集体性的活
动需要幼儿服从教师的安排，但由于长时间的内心需求无法
被满足，很容易导致幼儿消极情绪的产生。自主游戏可以很
好地满足幼儿的自我掌控感和成就感，进而达到愉悦身心的
目的。

其次，自主游戏可以促进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
在自主游戏中，当幼儿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如何
解决，而不是寻求老师的帮助。这就需要幼儿充分调动认知
经验，积极探索问题解决的可行性方案，进而有效培养和锻
炼了幼儿的思维能力。例如，在娃娃家游戏中，幼儿想要给
娃娃提供一张床，而现场没有这样的材料，于是幼儿会采用
把两张椅子拼起来用以物代物的形式来推动游戏的继续进行，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创造性表现。

最后，自主游戏可以提升幼儿的交际能力。自主游戏的
氛围是轻松和谐的，幼儿能够感受到安全感，而且，有此活
动内容是需要团结合作的。这就为他们的主动交际创造了条
件。幼儿逐步学会协商、合作、经验交流等，交际交往能力
显著增强。

二、幼儿园幼儿自主游戏组织引导策略
（一）依据幼儿兴趣生成游戏
发现幼儿的兴趣点，是创设自主游戏的前提。幼儿兴趣

的产生具有偶然性，来源于幼儿在园所和家庭中真实的生活
经历。这要求教师加强对幼儿的观察，用心倾听幼儿，注意
发掘幼儿的兴趣点。当幼儿己经出现了初步的兴趣时，教师
再提供一些帮助，促成游戏的实施。

例如，部分幼儿在一段时间内喜爱谈论“坐飞机”，没
有坐过飞机的幼儿都对此充满向往。幼儿渐渐产生了游戏兴
趣，想玩“坐飞机”的角色扮演游戏。于是，教师和幼儿一
起动手，清理出一大片空地，幼儿则将小凳子按规律摆放起
来，当成飞机上的座椅，将“娃娃家”的区域布置成“坐飞
机”的场所。最后，幼儿再依据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开展游戏，
让活动内容越来越丰富。这样的游戏直接来源于幼儿的生活，
游戏过程也是幼儿兴趣深度发展的过程，可以促进幼儿积累
生活经验，发展人际交往能力，提升自主性。
（二）巧投材料搭建创造空间
材料是幼儿在游戏中探索和学习的桥梁，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游戏活动的具体形态。材料的价值取决于幼儿能用它们
做什么，即能留给幼儿多大的创造空间。幼儿对待材料的态

度区别于成人，即使材料非常简单，如果其用途多样，也会
激发出多种创造性行为。在自主游戏中，我们同时投放高
结构材料和低结构材料，以合理的材料配置方式让游戏更具
活力。

例如，幼儿在“美食城”区角中玩买卖烧烤的游戏。对
于游戏中最为重要的物品是“烧烤食物”，教师提供了塑料的
仿真食物以及皱纹纸、太空泥、卡纸等材料。刚开始，幼儿
没看出那些美工材料的用途，直接使用仿真食物来烧烤。不
久幼儿就发现使用仿真材料趣味性很低，在游戏中只是单纯
从事交易买卖，活动方式比较单一。于是，幼儿的兴趣转向
了美工材料，开始使用它们自制烧烤。有的幼儿将太空泥压
扁，称它们为“土豆兄弟”，有的幼儿将蓝色卡纸剪成长条再
一起串起来，叫它们“海带串串”。幼儿有了更多自主表现和
创造的机会后，整个游戏都更加富有生命力，培养了幼儿乐
于探索、乐于思考的品质。
（三）全程观察提供适时引导
幼儿的探索发现及与同伴间的互动，是自主游戏不断推

进的主要动力。教师应当是幼儿游戏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在
幼儿有需要时担任支持者。教师并不直接指导幼儿应当怎么
玩，但是当游戏中出现生长点时可以通过间接的方法提供
支持。

游戏中的生长点可能来源于具体的问题。如在“打野战”
游戏中，幼儿搭建好“战壕”时却发现没有武器。教师使用
组织讨论的方法提供支持，引导幼儿讨论什么的材料适合做
武器，怎样制作需要的材料，促进幼儿自主解决问题。游戏
中的生长点也可能对应着幼儿兴趣的转移。在自主游戏中，
教师要做到在参与中观察，在观察中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
供支持，促进幼儿的自主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自主游戏是符合科学教育理念，促进幼儿全

面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教师要对自主游戏进行深入的理解
和探索，不断提升自主游戏的科学组织和有效开展能力，引
导幼儿从游戏中获取更多的生活经验与实践经验，使幼儿在
寓教于乐的氛围中不断成长进步，为长远的学习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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