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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游戏是幼儿一日生活中的基本活动，也是最受幼儿欢迎的学习方式。人们
越来越认识到，利用游戏的形式开展学前教育活动，尊重孩子的认知方式，往
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理想效果。然而目前幼儿园可用游戏匮乏，游戏形式陈
旧、单调、刻板，也给学前教育工作带来了困扰。因此，越来越多的学前教育
工作者投身于幼儿游戏的研究和实践，不断挖掘、整理、探索、创造有益于幼
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类游戏，开发出富有时代活力的新游戏作品，以满足学前
教育工作的需要。本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本书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通俗易懂地阐述游戏理论的同时，
更加注重对游戏案例的分析、解读，更加注重引导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游戏案
例进行体验，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游戏操作、组织和创造能力，更加注重为处
于职前教育阶段的学生积累丰富的游戏资源。本书通过解读幼儿游戏理论、体
验幼儿游戏组织、设计幼儿游戏环节乃至创编全新游戏等模块的学习和训练，
试图帮助在校学生达到以下学习目标：提高对幼儿游戏重要意义的认识，养成
自觉运用游戏形式开展教学的习惯，掌握组织各类游戏的基本方法，尝试运用
游戏理论进行游戏环节设计和全新游戏创编。

该书面向高职高专和三年制中专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也可作为幼儿园一
线教师的培训教材和参考资料。

全书共十章，包括绪论 （幼儿游戏概述）、第一章 （幼儿角色游戏）、第二
章 （幼儿结构游戏）、第三章 （幼儿表演游戏）、第四章 （幼儿智力游戏）、第
五章 （幼儿体育游戏）、第六章 （幼儿音乐游戏）、第七章 （幼儿语言游戏）、
第八章 （幼儿科学游戏）、第九章 （幼儿园区域游戏及其环境创设）。其中绪
论、第四章由王琦编写，第一章由赵俊和王琦共同编写，第二章和第九章由魏
娜编写，第三章和第六章由马新智编写，第五章和第七章由高宏编写，第八章
由邹祥炎和孙静峰共同编写；同时感谢董静、井红、王莲三位同志对本书作出
的贡献。

由于学识和能力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３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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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　论　幼儿游戏概述

解读幼儿游戏活动

一、试着想一想，什么样的活动是游戏活动？
如果你想到游戏就是 “玩”，那是对的。玩是一件很开心、愉快的事情，对吧？再

想想，还有什么是必要的？很多人、有些必要的材料 （例如扑克、球、手机），对。玩
起来还得有顺序，先干什么，后干什么，这叫 “玩法”。还要有些约束是吗？对，这叫
“规则”。所以概括一下，什么是游戏？游戏是人们自愿参与的，通过想象创造性地反映
现实生活的快乐活动。

二、幼儿的游戏和成人的游戏一样吗？
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比如好玩，令人愉快，有一定顺序、规则，需要一定的材料。
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成人的游戏目的直接而明确，就是要 “赢”，游戏的对抗性特

点特别突出，玩什么都要决出胜负和输赢；而幼儿的游戏在早期的目的性是极弱的，很
可能因为他们喜欢一个玩具就产生了游戏活动，对玩具的操作和想象就能满足他们的游
戏愿望，因此吸引他们的主要是游戏的过程、有趣的玩具和丰富的想象。到了大班，幼
儿才逐渐开始喜欢对抗性的游戏，重视游戏的结果，这时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想办法赢得
比赛的胜利。

三、幼儿游戏有哪些典型的特点？
第一，幼儿游戏是具有趣味性的活动。趣味性是游戏自身固有的特征，每种游戏都

有趣、好玩、充满乐趣。幼儿游戏能激起幼儿良好的情绪和积极从事活动的力量，给幼
儿的精神和身体带来舒适感、愉悦感，使他们喜欢游戏并乐此不疲。

第二，幼儿游戏是游戏者 （幼儿）自主自愿的活动。幼儿游戏是一种幼儿自由选择
的活动，在活动中，幼儿玩什么、怎么玩、用什么材料、与谁一起玩，这一切均可由自
己选择，不受时间、场地、材料、参加人员的年龄等限制。

第三，幼儿游戏是表现已有经验的活动。幼儿游戏的内容是幼儿所熟悉的，它是幼
儿对已有经验的再现和操作。如幼儿有了超市购物的经验后才可能开展 “娃娃超市”游
戏，购物、付费、进货、收银等活动就是幼儿对已有经验的再现和操作。

第四，幼儿游戏是一种内在动机性行为。它起于兴趣和情感，不受任务和结果的制
约。如幼儿照料娃娃，是因为乐于模仿妈妈的行为，而不是为了完成 “当妈妈”的任
务。

第五，幼儿游戏是依靠假想来完成的。游戏中，幼儿扮演的人物是假装的，如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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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假装爸爸、警察、经理；使用的材料是替代性的，如纸条可以替代面条；时间是可
以指定的，如白天可以说成是夜晚；场景是可以虚拟的，如活动室地板上放几条蓝色皱
纹纸就变成大海……所以，幼儿游戏来源于幼儿的现实生活，但又不是其生活的真实再
现，它是在幼儿的假想中完成的，满足了幼儿渴望成人生活的心理需求。

四、幼儿的探索活动和游戏活动有区别吗？
有。根本区别就在于探索活动是由陌生对象引起的，而游戏活动反映的则是幼儿熟

悉的生活内容和他们经历过的事情。从本质上说，探索活动是幼儿主动的学习活动，如
幼儿拿到闹钟，首先要摸摸、听听、拧拧，甚至拆开看看，目的是想获得 “这是什么？”
“有什么用？”“为什么会响？”“它是怎样发出声音的？”等信息，而游戏活动则是幼儿将
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予以再现的过程。

五、你知道幼儿游戏是如何分类的吗？
皮亚杰以儿童认知发展阶段为依据，将游戏分为练习性游戏、象征性游戏、结构性

游戏和规则性游戏。
帕顿以幼儿在游戏中结成的人际关系的不同类型为依据，提出了游戏的社会性分

类，将游戏分为旁观游戏、独自游戏、平行游戏、协同游戏和合作游戏。
加维根据游戏活动的材料或内容把游戏分成以身体运动为材料的游戏、以物体为材

料的游戏、以语言为材料的游戏、以社会生活为材料的游戏、以规则为材料的游戏。
前苏联学前教育学将幼儿园的游戏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幼儿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

的游戏，包括主题角色游戏、建筑造型游戏、表演游戏等，是幼儿的 “创造性游戏”；
第二类游戏则是教师为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而编制的，用于作业教学 （在我国称之为
“上课”），可称为 “教学游戏”。

我国的幼儿园游戏分类，包括创造性游戏 （角色游戏、结构游戏、表演游戏）和教
学游戏 （体育游戏、智力游戏、音乐游戏等）。

六、幼儿游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认为，游戏既是幼儿的社会性活动，又是幼儿的主体性活动。游戏既受生产力

进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地域差异，同时又是幼儿主体独立的、
主动的、创造性的活动。每个个体的发展都是不同的，因此幼儿游戏具有个体差异的特
点。

七、在原始社会，幼儿游戏有怎样的特点？
在原始社会，儿童是和成人一起游戏的。他们的游戏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游戏

内容往往取自生产、军事、生活等方面。随着劳动工具的发展，儿童不再能直接参加劳
动。为了满足孩子的劳动欲望，成人用游戏的形式让孩子进行各种练习，并为孩子制作
玩具，在满足孩子需要的同时，也让游戏成为传授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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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奴隶社会，幼儿游戏有怎样的特点？
在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游戏从生产、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奴隶主阶级

的特权，只有奴隶主的子女才有权进行游戏。同时，游戏的功利性目的有所转变，幼儿
游戏演变成以娱乐为目的的自由活动。

九、在封建社会，幼儿游戏有怎样的特点？
在封建社会早期，儿童的自由游戏活动得以延续，内容极其丰富。唐代路德延的

《小儿诗五十韵》中对此有精彩的描述：“嫩竹乘为马，新蒲折做鞭。”“抛果忙开口，藏
钩乱出拳。寻蟋穷屋瓦，采雀遍楼椽。夜分围榾柮，朝聚打秋千。”宋朝以后，受理学
家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影响，儿童游戏，包括幼儿游戏，特别是能够充分舒展其
活泼性情的娱乐游戏遭到禁锢，幼儿游戏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十、近代以来，幼儿游戏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生产力发展和追求财富的需要，新兴资产阶级视工作为

神圣，视游戏为邪恶。他们设立法规，禁止人们游戏，导致人们对游戏采取否定的、消
极的态度。

文艺复兴时期，一些进步思想家和教育家提出了热爱儿童、尊重儿童的口号，产生
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游戏作为儿童出于本性的要求得到肯定。

２０世纪前半期，以游戏为主的教育思想逐渐被人们接受，并以 “幼儿园运动”的
形式在世界各地传播推广。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世界各地掀起了幼儿早期智能教育浪潮，幼儿教育中出现了重智
育轻游戏的倾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人们经过多年的实证研究，认识到幼儿期蕴藏着丰富的发展
潜能，但这些潜力并不是在教学计划中产生的，而是在游戏中获得，在生活中成长的。

１９８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幼儿教育 “养护与教育”的概念。我国的 《幼儿园
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中也明确规定 “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游戏是教
育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２００１年，我国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颁布。 《纲要》明确指出 “游戏是
幼儿的基本活动”，充分肯定了游戏在人的童年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明确了幼儿园要以
游戏活动为基本活动的要求，保证了儿童的健康成长。

十一、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是什么？它对幼儿游戏发展有何贡献？
奥地利的弗洛伊德和美国的埃里克森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弗洛伊德认为，幼儿游戏是受愉快原则支配的，表现为游戏能满足幼儿的愿望，它

是满足的源泉。幼儿通过游戏模仿成人的活动，扮演成人的角色，使自己想当成人、想
做成人的事的愿望得到满足。如幼儿玩 “娃娃家”，扮演爸爸、妈妈、娃娃；开 “水果
超市”，当老板、售货员。同时，游戏还能为幼儿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幼儿从现实
的强制和约束下解放出来，补偿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愿望或发泄愤怒和不满。如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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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给布娃娃 “打针”，消除因害怕疼痛而带来的紧张和不愉快的体验；通过摔打泥土，
发泄愿望未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不满情绪等。

精神分析学派重视游戏对幼儿心理健康的作用，认为游戏具有满足欲望、发泄愤
怒、减少焦虑、抒发情感、缓解紧张、发展自我的功能。但它将游戏的本质归于幼儿的
本能活动，强调个体的生物性而忽视了社会性，缺乏对幼儿游戏的社会性应有的重视。

十二、什么是同化？什么叫顺应？它们对幼儿发展的价值何在？
同化，是主体用自己已有的动作图式去合并或整合外部事物，从而丰富自己的动

作。同化并不要求改变已有图式结构，只是去丰富它。如幼儿学会抛球动作后，他就试
着去抛手中任何东西，把抛其他东西的动作也纳入自己的抛物动作图式中。

顺应，是主体改变自己的原有动作图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如幼儿要拿到一块积
木，必须先移开一个障碍物，这就要求幼儿在做出抓握积木的动作以前先要改变自己原
有的动作图式 （抓握），改做移动动作，否则就拿不到积木。

皮亚杰认为，在儿童活动中，同化和顺应比例不同便产生不同活动：同化大于顺
应，产生游戏活动；顺应大于同化，产生模仿活动；顺应与同化平衡，产生学习活动。

十三、什么是认知发展游戏理论？它的贡献是什么？
皮亚杰在其认知发展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认知学派的游戏理论。他认为游戏只是智力

活动的变形或衍生物，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活动形式。它依赖于智力发展，而不促进智力
发展。

皮亚杰认为游戏是同化超过顺应的活动。他认为，学前期儿童由于认知结构发展不
成熟，因而往往不能保持同化与顺应的平衡，而表现为模仿和游戏，所以模仿和游戏是
幼儿智力活动的重要形式。而游戏的发展阶段是和智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分为以下三
个阶段。

１．感知运动阶段：产生练习性游戏 （机能性游戏，０～２岁）。在这一阶段，幼儿
主要通过身体动作和摆弄、操作具体物件来进行游戏。

２．自我中心的表征活动阶段：产生象征性游戏 （２～７岁）。儿童已能把熟悉的动
作图式用于新的客体，即儿童已经发展了表象能力，可以假扮不在面前的事物，可以用
语言而不是用整个身体进行游戏。

３．象征性游戏的结束阶段：产生规则、结构性游戏 （７～１２岁）。此阶段的儿童能
够进行简单的有规则的游戏。其游戏的目的是自由自在地满足自己的需要，避免被迫顺
应现实世界。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学说对以往的游戏本能论提出了挑战，大胆提出了游戏阶段论。
其不足是过于强调认知和智力作用，忽视了儿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儿童的生活经验以
及社会生活条件对儿童游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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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什么是活动性游戏理论？它的贡献是什么？
活动游戏理论的主要代表是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艾里康宁等。维果茨基认为

儿童的游戏无论是就其内容还是就其结构来说，都具有社会历史起源，而不是生物学起
源。

维果茨基认为，在学前期，游戏，尤其是有主题的角色游戏，是儿童的主导活动。
游戏创造了儿童的 “最近发展区”。在游戏中，儿童的表现总是超过他的实际年龄，高
于他的日常表现，他似乎在试图超越他现有的行为水平。游戏是儿童发展的源泉。

维果茨基强调成人的教育影响，强调儿童与成人的交往在游戏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的决定性作用，指出 “没有教育的作用，游戏就不会产生或者就会停滞不前”，“为了使
孩子掌握游戏的方法，成人的干预是必要的。必须在一定的年龄阶段上教儿童学习怎样
做游戏”。

活动游戏理论揭示了游戏的社会性本质。它肯定游戏在儿童社会化发展方面的价
值，强调成人对游戏的指导作用，促进了游戏理论的发展与研究。它的不足之处是只注
重主题角色游戏的研究，限制了游戏内容的丰富性。由于强调有目的地开展幼儿游戏，
该理论还导致在实践中成人过度干预游戏，使游戏作为幼儿自发自由活动的价值实现成
为泡影。

体验幼儿游戏活动

一、分析以下内容，说一说我国古代教育家是如何认识游戏的教育价值的。
孔子曾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明代教育家王守仁提倡 “歌诗习礼”一类游戏活动，认为诵诗唱歌的作用 “非但发

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而习礼活动的作
用，“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
也”。

《孟子·告子上》以下棋为例，说：“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以为有
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欤？曰：非然也！”

［提示］可从游戏对幼儿身心健康、意志培养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来思考。

二、陈鹤琴说：“小孩子是好游戏的，是以游戏为第二生命的。”你怎样理解这句
话？

三、陈鹤琴说：“儿童好游戏是天然的。近世教育利用这种活泼的本能，以发展儿
童之个性与造就社会之良好分子。”他认为儿童的游戏就是工作，儿童的工作就是游戏。
游戏是儿童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是符合学前期儿童年龄特点的自然有效的教育手段。
请结合所学理论说说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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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阅读下面的案例，分析问题：案例中的活动是幼儿的游戏活动吗？什么是游
戏？游戏有何本质特征？游戏的特点又有哪些呢？

［案例一］　４岁的明明偶然把小汽车放在了倾斜的木板上，小汽车沿着斜面慢慢
滑到了地上。明明看见小汽车自己会 “跑”，很奇怪。他将小汽车捡起来，重新放在木
板上，小汽车又一次自己 “跑”到了地面上。明明兴奋起来，一遍又一遍地让小汽车从
斜面上滑下去，并发出咯咯的笑声……

［案例二］　３岁的彤彤抱着娃娃走到小椅子前，轻声对娃娃说： “宝宝乖，睡觉
觉。”然后，她把娃娃放在椅子上，拍了几下，又说：“妈妈上班了。”就走到图书角看
图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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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幼儿角色游戏

解读幼儿角色游戏

一、什么是幼儿角色游戏？
幼儿角色游戏是幼儿以物代物，以人代人，通过模仿和想象，利用角色游戏材料创

造性地再现现实生活场景的活动。
角色游戏是幼儿期最典型的游戏形式，是幼儿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游戏体验。

二、如何理解幼儿角色游戏中的场景和角色？
幼儿模拟的生活场景多为幼儿所熟悉的，如娃娃家、医院、邮局、美发厅、菜市

场、蛋糕店、超市、银行等。在角色游戏中幼儿是勇敢的警察，是热情周到的服务员，
是认真负责的邮递员，是宝宝的好妈妈，他们通过想象来体验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

在角色游戏中幼儿假装自己是别人，并用语言和行为来做出适合所假装的角色的表
现，并用一些物品或动作来代替角色情景中所需要的物品或动作，如利用小椅子当汽
车，用手模拟打电话等。在角色游戏中，幼儿通过想象模拟生活场景，用语言和社会交
往来丰富主题和情节，这对幼儿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社会性发展都有较高的要求。

三、你知道幼儿角色游戏的典型特点吗？

１．有假想的主题、情节和角色。角色游戏一般都有一个假想的主题，所以又叫做
主题角色游戏。幼儿角色游戏是幼儿社会生活经验的再现，如城市中的幼儿会选择 “逛
超市”“乘飞机”等主题，而农村的幼儿则会选择 “收麦子”“赶集”等主题。幼儿角色
游戏的场景一般是幼儿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娃娃家、美发厅、医院、超市、商店、美容
院、公交车、机场、餐厅等都是幼儿经常选择的角色游戏场景。游戏主题确定后幼儿就
会按照主题的内容，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进行积极的体验，扮演与主题相关的角色，
按主题的发展进行情节的拓展和延伸。这一切都离不开幼儿的模仿与想象。

２．以社会交往和语言交流支撑游戏的发展。在角色游戏中幼儿必须进行交往和交
流，否则游戏将不能进行下去。在游戏中幼儿要通过语言来分配角色或计划情节发展
等，如：“我当妈妈还是你当妈妈？”“我们先坐出租车去超市，然后再回家来做饭。”

３．以想象贯穿整个游戏。想象是角色游戏的重要特征。在角色游戏中的想象包括
对角色的想象、对材料的想象和对情节的想象。想象贯穿整个游戏的始终，伴随游戏的
发展。

（１）对角色的想象：在游戏中，幼儿主要通过模仿角色特定的外部特征、行为特征
和语言特征来完成对角色的假想和扮演，如扮演医生时要穿白大褂，扮演老奶奶时要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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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驼背、走路缓慢，扮演小贩时要吆喝等。
（２）对材料的想象：材料是角色游戏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支撑，在游戏中，幼儿常常

利用身边的材料替代游戏中所需要的物品，如把小椅子假想成出租车，把捡来的树叶假
想成锅里的菜，把旧纸盒想象成电视机等。

（３）对情节的想象：在幼儿角色游戏中，情节的发展往往不可预知，因为它没有固
定的发展模式，大多是根据幼儿的生活经验和想象边游戏边发展的。如本来幼儿在玩坐
飞机去旅游的游戏，角色有飞行员、导游和游客，可是其中一名幼儿提出坐飞机要安
检，这时游戏就会根据幼儿的生活经验，增加安检情节，增加安检员角色。

四、幼儿角色游戏中常见的主题、角色及材料有哪些？

１．娃娃家。
角色：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娃娃、邻居、宠物等。
材料：仿真小家具 （床、沙发、梳妆台、屏风等）、厨房用具 （锅、碗、水壶、水

杯、筷子、菜板、围裙，各种蔬菜、食品等）、家用电器 （电视机、冰箱、吹风等）、娃
娃用品 （奶瓶、衣服、毛巾等）、清洁用具 （扫帚、搓衣板、抹布、水盆）等。

２．美发厅。
角色：美发师、顾客、收银员、工作人员等。
材料：镜子、梳子、吹风机、仿真剪刀、毛巾、洗发水、烫发卷、各种化妆用品的

空盒、发型图片等。

３．医院。
角色：医生、护士、司机、病人、病人家属等。
材料：白大褂、医生帽子、听诊器、注射器、体温计、医药箱、纱布、药瓶、胶

布、处方、病历卡等。

４．超市。
角色：导购员、推销员、收银员、播音员、顾客等。
材料：收银台、玩具钞票、小篮子，各种废旧的盒子、瓶子、罐子 （牙膏盒、月饼

盒、牛奶盒、香皂盒、纸巾盒、空饮料瓶、空洗发水瓶、空易拉罐等）。

图１－１　小医院

　　

图１－２　烧烤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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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色游戏前教师要为幼儿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工作？
角色游戏前，教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幼儿提供适宜开展角色游戏的游戏环境。

１．要为幼儿设置专门的角色游戏空间。角色游戏空间是指为幼儿开展角色游戏而
专门创设的游戏场地和游戏材料，如区角游戏中的娃娃家、医院、超市等。在设置游戏
空间时，教师可以利用活动室、阳台、楼梯间等，专门划出一块场地，按照角色游戏主
题进行布置和装饰，并提供相应的游戏材料。游戏主题可以按需更换。

２．要保证充足的游戏时间。由于角色游戏需要幼儿充分利用想象选择游戏的主题
和情节，分配角色，寻找替代材料，所以幼儿在游戏时需要较长的时间。一般来说每次
角色游戏的时间至少需要３０分钟，而且每周要有固定的角色游戏时间。

３．要提供丰富的玩具和游戏材料。玩具和游戏材料是幼儿角色游戏开展的物质支
撑，在游戏中幼儿会以物代物，充分利用对材料的想象来开展游戏。教师要为幼儿提供
丰富的游戏材料。小班要提供形象性的玩具和材料，激发幼儿的游戏欲望；中班、大班
可多提供废旧物、自然物，鼓励幼儿参与环境的创设和材料的准备，启发幼儿利用各种
材料创造性地进行游戏。

六、角色游戏中教师如何指导幼儿开展游戏活动？
幼儿角色游戏虽然是幼儿自主自愿的游戏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将环境和材

料准备好就完成任务了，教师要根据角色游戏应发挥的功能和幼儿园的保教目标，找准
时机，采用适当的方法帮助幼儿发展和提高。

１．在适当的时机介入游戏。幼儿游戏时教师应认真观察，在观察的基础上确定介
入时机。

２．选用恰当的方法指导游戏。教师经过仔细观察，确定必须要进行指导时，就要
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指导幼儿游戏了。一般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

（１）语言指导。即教师以游戏中角色的身份进入幼儿游戏，通过角色的语言，用建
议、询问、提问等方式启发幼儿，促进情节的发展和内容的延伸。

（２）材料指引。即教师通过投放材料来支持和引导幼儿游戏，如提供一物多玩的替
代物，促进幼儿的想象和创造力的发展。

七、角色游戏结束后教师应做好哪几方面的工作？
角色游戏结束后，教师要引导幼儿收放游戏材料，重视游戏常规的建立；同时，引

导幼儿愉快地结束游戏，并及时有效地评价游戏。

逛鞋城 （中班）
［游戏目标］

幼儿能按照 “逛鞋城”的主题商量分配角色，设计情节的发展；具备角色意识，能
做出符合角色的行为；能与同伴友好交流，共同游戏；游戏结束后会收放玩具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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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准备］

鞋柜、鞋盒、鞋子、纸袋、镜子、价格牌、玩具钞票、收银台等。（可以收集幼儿
不穿的旧鞋子，也可由老师利用废旧物制作游戏材料。）

图１－３　逛鞋城

［指导流程］

１．和幼儿商量要开一个鞋城，请幼儿思考并帮助老师准备所需要的物品。

２．鞋城布置好以后，教师和幼儿一起商量鞋城叫什么名字，有哪些角色 （顾客、
店员、收银员、老板等），角色如何分配。

３．幼儿确定扮演的角色后，选择相应的装扮和材料，如顾客要准备钞票和手提包，
收银员要站在收银台旁并准备好钞票和票据。

４．准备就绪后，游戏开始，教师在旁观察并做好记录，视情况决定是否介入指导
幼儿的游戏或建议幼儿更换角色。

［观察要点］

幼儿能否融入扮演的角色和游戏的情节；游戏中幼儿的交往情况；游戏时间是否能
满足幼儿的需要；游戏材料的数量、种类是否适宜。

（活动设计：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赵俊）

角色游戏中教师要特别注意深化幼儿对角色的理解，因为只有对角色的理解达到了
一定的深度，幼儿的角色扮演才更逼真，情节才更丰富，幼儿扮演的兴致才会更高。通
过自然地增加情节来不断深化幼儿对角色的理解和把握，效果不错。如 “逛鞋城”中，
增加退换货情节，可增强幼儿对 “店员”这一角色应有的服务意识的理解；设计出现质
量问题的情节，看 “老板”如何兑现 “三包”承诺、诚信服务，可使幼儿对所扮演的角
色有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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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你知道小班角色游戏的指导策略吗？

１．小班角色游戏的特点：小班角色游戏情节比较简单，主题单一或者没有主题；
幼儿喜欢形象性的玩具和材料；游戏时幼儿对玩具的依赖性较大，主要是对玩具进行操
作，幼儿之间的交往和语言交流比较少，规则意识也不强。

２．小班角色游戏的目标：幼儿对角色游戏感兴趣；会根据熟悉的角色进行简单的
模仿；逐步学会与其他幼儿进行交往；能遵守游戏规则；在游戏结束时能按要求收拾玩
具和材料。

３．小班角色游戏的指导要点：小班幼儿以独自游戏和平行游戏为主，因此，教师
要提供种类少、数量多的玩具和材料，以满足幼儿游戏的需要，避免幼儿争抢玩具的情
况出现。同时，要鼓励幼儿在游戏中进行语言交流和交往，重视幼儿规则意识的培养，
引导他们学会收放玩具。

我爱我家 （小班）
［区角目标］

引导幼儿了解家里都有什么、都有谁，区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尝试扮演家庭中的
一员；练习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参与角色游戏，感受角色游戏的快乐；练习收拾整
理物品。

［材料投放］

１．幼儿床一张。（可选择一张幼儿喜欢的床单铺好。摆放要求：符合生活实际。）

２．沙发一套。（自制，用废旧的大纸盒叠成沙发的样子，再铺上一款颜色艳丽、图
案美观的床单。摆放要求：沙发可放在靠墙角处，方便幼儿活动。）

３．小桌一个。（自制，用废旧的纸盒做一个三角支架，然后用大纸盒剪成一个圆桌
面，放在三角支架上，做成一个小餐桌，并为小圆桌选择一块美观的桌布。摆放要求：
将小桌放在沙发前面，营造一个温馨的家。）

４．毛绒玩具若干。（幼儿园购买，也可幼儿自带。摆放要求：将毛绒玩具放在床上
或沙发上，方便幼儿取放。）

５．一束花。（自制，用皱纹纸、亮光纸、手揉纸等材料分别剪成花瓣，将其拼成花
的形状，并用硬的色卡纸做出花茎。摆放要求：花束可摆放在小餐桌上，使整个区角感
觉温馨。）

［区角规则］

１．本区角内适合６～８人活动。

２．角色游戏过程中，不能随意更换角色。

３．游戏结束后要对区域的物品进行整理，并学会分类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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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提示］

１．幼儿在进行角色游戏时，可能会出现语言表达不清楚的现象，所以教师要细心
观察孩子在活动中的表现，及时给予引导和帮助，如引导幼儿模仿爸爸、妈妈在家里是
怎样做的等等。

２．对于特殊的幼儿，在游戏过程中教师要用鼓励的语言进行引导和提示。

３．对孩子在游戏过程中的不同表现，教师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评价和鼓励。
（活动设计：９３１６３部队蓝天幼儿园　魏玮玮　杨琳琳）

九、你知道中班角色游戏的指导策略吗？

１．中班角色游戏的特点：中班幼儿的角色游戏情节较丰富，主题也相对稳定；幼
儿有角色意识，能较好体现符合角色的行为；幼儿间出现了交流与交往，有了初步的规
则意识。

２．中班角色游戏的目标：幼儿能按照游戏主题分配角色，设计情节；具备角色意
识，能表现符合角色的行为；学习和同伴友好交流，共同游戏；能主动遵守游戏规则，
会收放玩具和材料。

３．中班角色游戏的指导要点：教师要为中班幼儿的角色游戏提供丰富的玩具和材
料，可以增加废旧材料和自然物，给幼儿留下想象的空间。

中班游戏的基本指导策略，是在观察的基础上，寻找合适的时机和方式去指导幼儿
游戏，重点是帮助幼儿确定主题、分配角色、设计情节，让幼儿学会分工合作，与同伴
友好相处。

照相馆 （中班）
［区角目标］

引导幼儿了解照相馆是什么地方，照相馆里都有什么；了解照相馆的相关知识，练
习使用照相机，学习照相的方法；互相协商分配角色，并按角色进行游戏；根据需要使
用相应的服装、道具、背景；体验互相尊重，为他人服务。

［材料投放］

１．材料：
（１）幼儿生活照片 （收集挂历上和画册上的风景画或者颜色好看的背景，用来制作

相册）；
（２）剪刀 （购儿童用剪刀）；
（３）胶水 （购塑料瓶装）；
（４）双面胶；
（５）带镜子的梳妆台 （上面是镜子，下面有隔断，高度以幼儿身高为准，下面的隔

断可以摆放照相机、头饰和首饰等物品）；
（６）一张方桌 （上面用来摆放花瓶、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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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彩色布或活动式的风景画、色彩板 （做照相的背景）。

２．道具：
（１）照相机 （幼儿可把家中废旧的照相机带来）；
（２）幼儿相册 （幼儿的照片可放在镜框中，挂在摄影棚的墙上）；
（３）服装 （可准备各种演出服、民族服装、礼服等，挂在衣架上）；
（４）头饰和首饰 （比较安全的、颜色鲜艳的、幼儿喜欢的发卡、手镯、眼镜、帽

子、项链、耳环、纱巾等，头饰和首饰要分开放在两个盒中，便于幼儿分类摆放）；

３．标记：
进区卡为圆形，在边缘系上长约４０厘米的毛线绳，可挂到幼儿的脖子上。在圆形

卡上分别贴上照相机 （代表摄影师）、小镜子 （代表化妆师），另两张卡上分别贴上娃娃
的图片 （代表顾客）。

［区角规则］

１．本区活动人数４人，１名 “化妆师”、１名 “摄影师”、２名 “顾客”。

２．“工作人员”佩戴胸卡上岗。

３．说话要轻声，不要影响其他 “顾客”做事。

４．爱护活动区内的所有材料。

５．游戏后 “摄影师”和 “化妆师”将用品整理好。

［互动提示］

１．观看录像，了解影楼中工作人员的相关工作。师生讨论。

２．幼儿游戏时选择喜欢的角色并佩戴相应的进区卡进入区域进行游戏。区角人满
后，其他幼儿不得进入，等此区内有幼儿退出游戏时方可佩戴进区卡进入区域。在游戏
过程中，教师可根据发现的问题与幼儿一同商量解决的办法。两人同时想选择一个角
色，可自行协商解决问题，如角色轮换等。

３．选择化妆师和摄影师角色的幼儿要热情地为 “顾客”服务和介绍。如果区域同
时进入两名 “顾客”，“化妆师”和 “摄影师”分别为两名 “顾客”进行全程服务，既当
化妆师又当摄影师。

４．区域内无顾客时，“化妆师”和 “摄影师”可用幼儿的生活照片和风景图片制作
相册。

５．不断完善和更换区域中的材料，提供的材料要注意安全和卫生。

６．幼儿熟悉游戏后，教师可用真的照相机教幼儿学习照相，并把照片贴在区角内，
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

（活动设计：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第二幼儿园　王晓霞）

十、你知道大班角色游戏的指导策略吗？

１．大班角色游戏的特点：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大班幼儿角色游戏的主题更加丰
富，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目的性；幼儿能设计游戏的情节和内容；游戏中幼儿合作水平
较高，也具备了良好的规则意识和评价游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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