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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游戏活动中教师的观察策略
李德红

重庆市大渡口幼儿园　重庆　400084

摘　要：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幼儿园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根据《课程指南》，在游戏活动中，教师要关注

幼儿与材料、同伴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并在观察的基础上对幼儿作出恰当的判断，及时、积极地与幼儿互动，有效促进幼

儿的发展。作为教师，我们要走到幼儿中间，及时观察幼儿、倾听幼儿的想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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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教育活动中，教师要基于幼儿发展知识展开引导，
寻找观察和指导的高效策略。教师要避免只关注结果，而要
关注幼儿的发展过程，把握典型行为；要避免单一投放材料，
尝试多层次地投放材料；教师还要避免干预过多或过少，展
开合理介入。这样观察和指导的效率才更好。截止目前，游
戏活动已经成为了幼儿园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
游戏活动，老师们将更好地观察幼儿群体的行为，便于深入
了解幼儿的思想与意识，寻找到最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与办
法。而在观察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环视法、跟踪法、定
点法等对幼儿进行观察与评价。

一、观察游戏活动中幼儿行为的主要价值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发生了改革与转变后，学前教育的改

革工作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以
及天性，一直以来都提倡以游戏形式的活动为主，幼儿园不
能给孩子们施加学业方面的压力，尽量让他们在游戏活动中
进行学习，有一个对外界事物的初步看法。而且对于绝大多
数的幼儿来说，爱玩、好动是其天性，几乎没有一个孩子会
主动拒绝游戏与玩具。因此，作为幼儿学前教育的工作者，
应当想办法让幼儿在游戏过程中学到知识与技能，帮助他们
实现全面的发展。在游戏的过程中，可以自由让幼儿发挥，
但是老师要注意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并多
多鼓励幼儿对外界事物进行探索，刺激幼儿的思想。在幼儿
开始进行活动时，老师一定要多多观察，通过幼儿们的行为
判断他们的心理活动，并及时对他们进行指导与教育。比如
在开展游戏活动时，幼儿之间难免出现摩擦，笔者曾了解过
这样一个案例，在一次以《购物》为主题的游戏活动中，有
三个幼儿都扮演了饼干屋工作人员的角色，一开始都玩的很
好，幼儿们也觉得很有趣，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等
活动进行到了一半的时候，突然有幼儿将桌子上的东西都甩
到了地上，小朋友之间也发生了争吵，此时老师及时过来了
解情况，并告诉他乱丢东西是一种十分不礼貌的行为，而且
很容易伤害到其他小朋友，也让他明白了如果心里不舒服、
不开心了应当以正确、温和的方式表达出来，不能用暴力来
宣泄自己的不满。后来，老师对这个孩子进行了重点观察，
发现他虽然没有在活动中出现过其他的过激行为，却总是行
事霸道，喜欢旁人都顺着自己的意愿，导致很多小朋友都害
怕与他相处。老师认为此种行为必定跟孩子的家庭环境有关，
经过与幼儿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后，发现这个孩子在家里是弟
弟，全家人都格外疼爱他，也尽量满足他的所有要求，当他
稍有不顺心时，就喜欢在家里丢东西。对此，老师提议与家
长一起发力，帮助幼儿纠正霸道的行为习惯，提高他对周围
人的同理心，让他慢慢改变自己情感上的表达方式。由此可
见，老师在指导过程中，必须要注重与幼儿进行互动的方式，
如果这名老师选择直接责骂、训斥，那么可能出现适得其反

的效果，老师虽然是老师，但是与幼儿的地位是平等的，只
有站在教育的角度去分析幼儿出现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对他
们的行为进行指导。因此来对游戏活动进行总体设计时，要
给到幼儿充分的自由与权力，并时刻关注他们的行为，科学
判断幼儿是否需要接受指导与帮助。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
在指导的过程中，教师不能以自身的标准或者成年人的标准
去要求幼儿，而是应当站在幼儿的角度，在给予了孩子尊重
的前提后再来开展指导工作。

二、关于有效观察幼儿行为的主要办法
在过去传统的幼儿园教学活动中，老师们对幼儿的行为

还只是停留在“观”上，并没有将“察”的作用发挥出来，
过去在活动过程中，老师们的作用其实是守护幼儿避免他们
出现意外危险，只要幼儿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证，其他的似
乎都不重要了，但是这种教育理念却严重浪费了幼儿阶段的
基础认知培养机会，并不利于让孩子更好的成长。比如，一
名幼儿在园区内的水坑里不断践踏，按照过去的幼儿教育理
念，很多老师第一时间都是对这种行为进行阻止，一方面是
不希望孩子的衣服被弄脏，另一方面害怕他们出现危险，但
是如果老师用心去分析幼儿的行为，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个孩
子是在观察水中倒影与实物之间的关系，此时贸然打断幼儿
行为，可能并不是最好的处理办法，可以用其他的办法吸引
孩子的注意力，并向幼儿对水中的倒影进行详细的解读，避
免他们出现类似的行为。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将以下几种
观察方法应用到实际教学工作中：

（一）环视法
所谓环视法就是指老师应当在指定的区域内对每一个幼

儿都进行观察，主要是留心观察他们的动作与行为，通过环
视法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可以大致明白幼儿喜欢
在哪种环境进行玩耍；第二，哪种活动对幼儿的干预最大，
或者哪种活动并不适合幼儿。利用环视法进行观察后，教师
将对区域活动的环境、结构等进行优化，有利于让幼儿在活
动过程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二）跟踪法
所谓的跟踪法，是指老师专门认定一两个幼儿，对他们

全面的跟随与了解，这种方法使用于出现了特性问题的幼儿，
比如每个幼儿园中都有那么几个行为模式比较奇怪的孩子，
他们可能不太喜欢参与集体活动，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也
有可能始终无法与其他幼儿进行友好交流，表现出了明显的
排他性或者攻击性，针对这种情况老师就可以采取跟踪法对
幼儿进行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不
能步步紧逼，还是要与幼儿适当保持一些距离，否则有可能
会在区域活动中起到反作用。

（三）定点法
定点法是指老师只对区域活动中的某个固定环境进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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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对进入到该环境中的幼儿都要进行观察。通过这种观察
方法老师可以对幼儿在固定环境下的活动行为进行了解。比
如，在开展《建筑师》的模拟活动时，有些幼儿在扮演工程
师、有些幼儿在扮演施工者等等，而还有些幼儿却只是喜欢
自己玩材料，这说明这类幼儿不太喜欢或者不擅长与他人进
行沟通，对此老师可以对活动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让所有
幼儿都能够参与进来，或者对区域环境进行改良，帮助幼儿
更好的投入进去。

三、幼儿游戏活动中教师的观察策略
（一）有目的地观察幼儿游戏，创设适宜的游戏环境
通过对游戏的细致观察，教师可以了解游戏的进度，在

恰当的时候延长游戏时间，增加游戏材料，以丰富幼儿的游
戏体验。教师要了解幼儿的游戏现状，以便更好地介入幼儿
的游戏。在游戏中，教师要为幼儿创设一个丰富的、有序
的、经过精心设计的环境，便于幼儿探索发现。例如，由于
本班幼儿已经有玩“娃娃家”游戏的经验。笔者在本学期组
织、开展“娃娃家”游戏时，对游戏环境进行了更为精细的
布置。笔者用粉色的纸裁出窗帘，悬挂在厨房和客厅，营造
了温馨的家庭氛围，以激发幼儿的游戏热情。在游戏中，幼
儿扮演妈妈、爸爸、爷爷、奶奶等角色，摆弄厨房里的锅碗
瓢盆，表演生活化的场景，体验游戏的乐趣。幼儿在表演中
会和同伴进行语言上的交流，这有助于激发他们对游戏的喜
爱之情。在“娃娃家”游戏中，笔者组织幼儿到“亲戚家”
做客，给幼儿提供与同伴交往的机会，丰富游戏的内容。笔
者准备了一些小礼品盒，让幼儿一起讨论做客时应该注意的
事情，如“主人应该怎么招待客人”“主人和客人应该说些什
么话”等。准备工作结束后，“娃娃家”逐渐热闹了起来，不
时有“客人”来敲门。“小主人”热烈欢迎，用美味的水果和
饭菜招待来访者。为了让幼儿明确游戏中的分工，笔者紧接
着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客人太多了怎么办”“客人不走了怎
么办”等。通过大家的讨论，一个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幼
儿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在游戏过程中，
笔者观察到幼儿非常喜欢漂亮的标志以及便于操作的玩具等。
于是，笔者根据他们的兴趣和需要，将适宜的材料投入游戏
区域，让幼儿通过游戏表达自己的所想所感。在活动中，幼
儿乐此不疲，获得了极大的快乐。

（二）运用生活经验，观察与指导建构游戏中的数学行为
建构游戏是幼儿很喜欢的游戏，且对于儿童数学认知的

发展具有重要价值。《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教
师应引导幼儿注意事物的形状特征。建构游戏是幼儿直接感
知并通过操作各种材料，来建构物体的一种游戏。既能满足
幼儿的游戏愿望，也蕴含着诸多数学教育元素。

1. 合理利用利用空间，观察与调整建构游戏中的数学行
为。在建构游戏中，一个巧妙的区域空间布置都可以隐含着
丰富且具有趣味性、生活化的数学知识。平常我们观察到幼
儿进入建构区游戏时，一般只注重选择自己在搭建过程中所
需要使用的材料，如花片、积木、管状拼接玩具等，并没有
把他们的目光投放到不起眼的玩具柜上。其实，教师若对玩
具柜合理利用，结合幼儿生活经验，投放隐藏数学概念的玩
具柜，将有利于幼儿进行数学行为的学习。比如，教师在建
构区中摆放一些大小不一，颜色不同，形状不同的立体图形
框，并引导幼儿自由拼搭成不同形状、按颜色规律排序的建
构区玩具柜。教师：“小朋友，老师今天给建构区的玩具们安
了不一样的家哦，我们一起来看下。”幼儿：“老师，你用玩
具柜搭了个三角形。”“我发现了，第一排的颜色是红色的，

第二排是蓝色的，第三排又变成红色的，这是按颜色的规律
排序。”教师：“对于玩具柜的拼搭组合，大家有没有自己不
一样的想法呢？”幼儿各抒己见，有些小朋友用玩具柜组合
成两个大小不同、形状相同的三角形，有些小朋友用玩具柜
组合成一个对称的图形，此时的玩具柜已不再是个普通的玩
具柜，它是可以诱发幼儿学习数学知识的教材。

2. 运用生活经验，观察与发现建构游戏中的数学行为。
在幼儿进行建构游戏中，数学方面的知识其实已经隐藏在其
中，教师应发挥自己善于观察与指导的能力。比如幼儿在看
过动物园之后，对动物园的建造及动物拼插产生了极大的兴
趣，他们在建构游戏时，经常会无意间拼出与动物园相关作
品。这时教师应实时关注幼儿的实际需要，收集幼儿提出的
问题，自然生成以“动物园”为主题的建构游戏。教师可利
用图片或道具，积极调动幼儿已有的数学经验，引导幼儿对
比讨论“长颈鹿的房子应该高一些还是兔子的房子应该高一
些？狮子和老虎的房子里需要几座假山呢？孔雀的房子是否
需要设计一个圆形的舞台呢？哪段路应该宽一些用来摆放长
凳供游客休息等问题。”教师利用与幼儿生活经验相贴近的情
景去刺激幼儿的数学思维，引发幼儿生成与其自身发展水平
相当的问题并与同伴讨论解决，促使其获得数学经验，同时
体验游戏的快乐。

（三）关注过程，分析典型行为
由于幼儿的观察能力有限，社会接触面也窄，所以教师

面临的困扰就是无法促使他们进入到角色中。此时教师要关
注幼儿的行动过程，把握住典型行为，分析他们的问题所在，
并对症下药地展开引导。在引导幼儿参与到“乘坐地铁”角
色扮演活动的时候，教师要关注幼儿的活动过程，把握住他
们的典型行为。如教师发现有幼儿参与不够积极，不像其他
幼儿那样踊跃地参与到购票或刷卡过闸机的模仿中。这是一
个典型行为，教师要进行合理分析，结合不同情况进行引导。
有的幼儿是因为性格比较内向，所以不愿意主动参与，对于
他们，教师要给予一定的鼓励，促使其主动地投入到活动中。
但是有的幼儿则是因为没有在家长的带领下参与过购票，所
以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对于这样的幼儿，教师则要改变引
导方式，让其他幼儿帮助其了解乘坐地铁的规则。由于教师
关注了幼儿的参与过程，所以就能把握住典型行为并结合他
们的发展情况进行不同的指导，让角色扮演更高效。教师要
避免只关注结果忽略了过程的问题，而要观察幼儿在区域活
动中的一举一动，引导其根据自我意愿扮演各种角色，把握
住角色的特点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总结经验，进而提高活动
效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游戏有助于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使幼儿的

个性变得更加活泼开朗，增强幼儿的交往意识。在幼儿游戏
活动中，教师要扮演观察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在幼儿探究的
过程中耐心地观察、倾听幼儿的想法，及时发现幼儿的需要，
为幼儿提供适宜的游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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