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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大班幼儿建构游戏的开展,提出了对大班幼儿进行水管建构游戏等现状与分析而进行优化策略,从而将结构游戏不断推向深

入,全面提高幼儿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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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量研究一再表明建构游戏对儿童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

但在日常生活中,建构游戏却容易被简化为单纯的娱乐活动。从而制约了

建构游戏价値的发倔与实现,因此,我们必须对建构游戏及其价值进行深

度的功能分析与意义诠释。水管建构游戏是建构游戏中建筑类游戏的一种,

其游戏价值对于幼儿来说具有更高维度的价值。因此,我们选择以水管建

构游戏为切入点,进行适宜的策略研究。 

1 水管建构游戏的由来 

孩子们在空置的戏水区里玩过民间游戏和一些低结构的游戏,基于戏

水区的特别性,我们和孩子一起商量戏水区里可以玩什么？怎么玩？ 

孩子们在讨论： 

乐乐：我们可以玩篮球,戏水区有围栏围着,球不会滚出去。 

顺顺：但是这个地面不适合玩篮球,摔伤会很疼的,而且这里也没有球

架,我们可以玩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可好玩了。 

律律：我们可以把层架车里的东西搬过来,放在这里玩。 

家家：搬什么好呢？这里夏天的时候会玩水的,如果是纸或其它不能

湿水的东西放在这里很快就会烂掉的。 

陶子：那就找一些可以放在水里又好玩的东西啊！有什么呢……. 

豆豆：我知道,沙水区里的材料可以湿水的,如小铲子,车子,碗,小动

物,水管等啊。 

陶子：小铲子,碗不适合这里玩,这里没有沙,小动物也不会喜欢这里

的,不如…… 

不如我们玩水管吧,水管可以湿水,又可以接在一起,放在这里应该适

合的。 

经过一轮的思考,孩子们发现了在戏水区游戏的特性,能湿水的和能

放得长久的, 终在孩子们的商量下,决定了用PVC水管进行游戏。 

2 现状与分析 

但游戏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却发现了一些问题...... 

镜头一：有了第一次建构的经验,孩子们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在建

构的过程中,他们组挑选了很多长水管和弯头,在比划着说要做一个“飞

船”,这时另外的一组孩子也在比划着,他们发现建着建着位置不够了,而

且水管是直的,又不想拆了,怎么办呢？ 

镜头二：孩子们已不满足于水管的平面建构,开始想让水管“竖”起

来,只见潇潇和和小雨在认真地搭建着什么,顺顺和康康在比划着。这时糖

果兴奋地把我拉过去说他做了一个“望远镜”,可以看到天上的太阳,正说

着的时候,望远镜突然倒了,掉了下来,糖果赶紧扶起“望远镜”可是一放

手,“望远镜”还是掉下去,糖果很懊恼地说道为什么会这样,刚才还好好

地竖起来了,糖果刚说完,旁边潇潇和小雨搭建的水管也掉了下来,其他孩

子刚搭建好的也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3 水管建构价值及其意义 

水管建构游戏材料具有规则性、操作性和灵活性。以常见的PVC水管

为例,它有着固定的规格,且便于进行穿插、组合、垒高等操作,可以构建

出各式各样的作品,而不像玩具车、洋娃娃这类材料用途固定。建构游戏

中的“建构”分别蕴含在物品建构、认知建构、社会建构这三个过程,而

水管建构又包含这物品建构、认知建构、和社会建构这三大块。所以在大

班的年龄阶段开展水管建构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建构游戏在儿童发展中

的重要性,帮助儿童获得更好的发展。 

4 第一次解决问题和反思 

4.1发现问题 

孩子们进行了奇思妙想,变出来了一个“水管飞船”。当他们在建构遇

到不够位置时,能主动和伙伴们协商解决,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交往的体

现。藉着今天的“水管飞船”这个事件,又生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下次

遇到这种情况时,是不是每次都连接起来呢？如果别人不想连接在一起,

那有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呢？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孩子们。孩子们安静了

下来,似乎对于我这个问题没有想到。 

过了一会,朵朵说道：“我们可以尽量不拼这么大,别人也有位置了。”

我接着追问：“如果你很想建这个东西,刚好需要很多位置呢？”元元接着

说：“那就把它变小啊！”“怎样变小呢”我紧接着问。这时孩子们再一次

安静了。 

在再一次的沉默后,我又抛出有了一个问题“你们在哪里见过水

管？”孩子们回答说在家里的,在小区的停车场里,我又接着问“那你们

见过的水管也像今天那样连接起来和摆放吗？”“不是的,我们小区里的

水管有的是连接在地面上的,有的是连接在墙上的”乐乐说道。“那有什

么办法让水管连接在墙上呢？你们的水管都是连接在地面上的呀！”我

继续问道。这时糖果忽然说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弯头让水管竖

起来的,我们也可以利用弯头把水管竖起来啦,那样建构起来就可以省

到很多位置了”。 

对于糖果的这个发现,孩子们也特别惊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建构

中,孩子们都是在地面上进行平面连接的,从来没试过把水管竖起来,但问

题的出现让孩子们第一次有了“立体空间”的建构概念,究竟能不能成功,

期待孩子下一次的尝试…… 

4.2反思 

对于孩子们来说,PVC水管是新鲜的,他们热衷于水管搭建的游戏,但

发现孩子们大多是无意识的个体搭建较多,群体之间的合作意识薄弱,一

般先拿 长的PVC水管通搭建摆弄,没有具体形象的造型。在接下来的几次

游戏中,孩子们虽已能三三两两合作搭建,但总局限于平面的造型,虽然平

面搭建的范围越来越大,但不会会发现问题和协商解决问题。初步知道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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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和水管通长度搭配协调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的弯头才能更

好地让水管通连接起来。 

5 第二次解决问题和反思 

5.1讨论：竖起来的水管为什么会倒掉呢？ 

潇潇：可能我们用的水管太长了,太重了,所以会倒下来。 

乐乐：我的一直用手扶着才不到倒下来了。 

康康：我们的水管下面没有东西托着,所以会倒。 

糖果：我的有一根水管托着,但是好像也不行哦,是不是需要两根呢？

而且我做的“望远镜”高低都不平的。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呢,于是让孩

子们找来了水管和弯头,按照他们刚才说的问题重新搭建一次。在搭建的

过程中,孩子们发现原来下面有越多的水管支撑上面会越稳当,不会倒。同

时也发现只有用长短一样的水管搭建同一个平面才不会出现高低不一的

情况。让水管不倒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原来孩子们

在搭建的时候发现弯头的选择很困难,如果选择不适合的弯头那就很难再

进行下一步的搭建,可是弯头有很多种啊？选择哪一种弯头好呢？而且随

着“立体空间”建构的出现,水管用得越来越多,当初孩子们寻找的水管已

经不能满足他们建构的需求了。面对这两个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找

谁帮助,我让孩子们在这段时间里自己寻求解决的办法。 

5.2解决问题 

5.2.1增添材料 

面对材料不够,孩子们首先想到的是再寻找材料,他们又重新在沙水

区,天台等地方寻找,可是之前寻找过的地方已经没有了,哪里还有呢？我

提醒了孩子：这些材料当时是谁给我们准备的？孩子们一下就说：“是高

园长和陈老师”,于是孩子们马上去找我们可亲可爱的高园长和陈老师去

了。经过和园长、陈老师的沟通和支持,陈老师给孩子们添置了一批新的

水管和弯头,有部分孩子也带来了一些家庭装修用剩的水管,这下材料不

够的问题解决了。 

5.2.2如何选择弯头 

对于弯头的选择,孩子这段时间通过和家长寻找资料,上网查阅等方

法了解到原来弯头有很多种类型,平常通用的有T字形、十字形、弧形、立

体四通、45度斜角等,每一种弯头对于水管的连接都起着不同的作用。刚

好梓恩的爸爸是从事建筑水电安装的,我们特意请了他来班上给孩子们讲

解弯头的使用,哪一种弯头适合用在哪种连接上。原来立体四通的弯头

适合做底架支撑,T字形和十字形的弯头 适合连接,弧形适合水的流

通,45度斜角的适合做分支。经过梓恩爸爸的详细介绍,如何选择弯头这个

问题解决了。 

5.3经验积累与反思 

在大班的建构游戏中,幼儿与建构材料之间、师幼之间、幼儿与幼儿

之间都是相互影响和交互作用的。有了前几次建构经验的架构,孩子们在

再次的建构中,已经知道该如何选择材料了,这些经验都是孩子在不断的

失败,不断地尝试中积累起来的,通过这段时间的水管建构,孩子们不仅仅

积累了水管建构的经验,还懂得了如何与同伴协商合作,如何向外界寻求

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孩子在这个活动中不一样的收获。教师通过设置情

境,营造氛围,将信息传递给幼儿,同时幼儿与幼儿在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又

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共同解决问题的,幼儿自己不会运用或掌握不好

的材料,可以从同伴活动中得到启发,习得有益的经验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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