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19 年 1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8 

Education research 

浅谈游戏对幼儿发展的影响 
 
薛琼琼 
山东日照市岚山区中楼镇中心幼儿园 
DOI:10.32629/er.v2i12.2271 
 
[摘  要] 游戏对于幼儿的成长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游戏可以保护幼儿的天性,发掘其内在的潜能,提高交际能力、语言组织能力、认知能

力以及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因此,游戏对于幼儿的教育是很有帮助的,游戏,是释放幼儿天性的最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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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儿游戏的定义及特点 

针对幼儿所能够参与的游戏：就是指幼儿在教师的引导下,能够独立

积极地去参与游戏的形式。幼儿可以跟随自己的内心,选择与自己兴趣爱

好相适应的活动。比如在室内可以举行一些创新思维较强的游戏,像角色

扮演。再比如培养动手能力的活动,像用落叶制作剪贴画等等。 

通常来说,游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游戏可以在室内也可以走出

室内,来到一个完全开阔的外部空间,没有铜墙铁壁的阻碍。其次,幼儿有

自主选择去哪个项目及活动进行游戏的权利。而对于游戏的类别,并不是

事先教师制定好的,完全根据具体情景来变化。再次,幼儿能够自由选择在

室外何种场地进行某一类型的游戏。 后,幼儿玩耍的游戏器具在选材上

应具备方便随时移动,没有尖利的棱角。总的来说,就是以不能伤害幼儿为

主,且能便于幼儿随意组合,移动。另外,在选择玩伴上也没有硬性要求,

依然是自由搭配。 

2 浅要探析游戏对于幼儿成长的积极影响 

2.1以兴趣着手培养幼儿良好品质 

游戏对于幼儿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但如何将恰当的游戏活

动融入到平常的教学实践中,则需要教师进行思考。教师在将游戏融入到

平常的教学活动时,可以考虑改变教学策略,告别死板、乏味的活动形式,

将游戏运动的实践变的多样化,幼儿心智尚未成熟,对于事物的认知都有

着很强烈的好奇心,一旦对事物存在固定的认知就不易改变,因此,教师可

以从幼儿的兴趣入手,有目的、有选择的将课堂代入一些幼儿感兴趣的方

面,激发幼儿的上课兴趣,提高幼儿的积极性。 

例如：教师可以举办趣味性较强的游戏——“跳房子”,传统的跳房

子游戏是通过用粉笔画出框架设置障碍,然后通过各种方式灵活的通过这

些框架, 终到达终点的游戏活动,跳房子可以锻炼幼儿的灵活程度以及

勇敢面对困难时的突破力。在对于跳房子游戏的创新,教师可以代入一个

固定的比赛模式,如“汽车王国接力赛”,将班里的不同幼儿分配不同的角

色,如：卡丁车、小轿车、皮卡车等,由于汽车的角色是幼儿所感兴趣的,

通过分配不同角色使幼儿产生代入的感觉,从而增加其参与课堂的积极态

度,在游戏模式中,学生所扮演的卡车要经过不同的障碍 终到达终点,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做好统领者的角色,保证每个幼儿的安全的同时也要

保证游戏的顺利进行,在游戏结束后, 先到达终点的幼儿,教师要给予一

定鼓励,如：发放小糖果、作业本等,通过此方式让幼儿感受到游戏的独特

魅力,同时丰富幼儿课堂生活,继而培养幼儿良好品质。 

2.2让幼儿自主操作满足实践性要求 

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一般都是教师安排幼儿进行操作,幼儿很少有

自主实践的机会,因此许多幼儿对参与游戏活动有一种抵触心理,因此,在

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敢以创新,让幼儿自己去实践、去探索,在融入课程的

游戏活动中适当增加一些让幼儿自己去实践的游戏活动,不仅能够使幼儿

主动去参与游戏活动,而且调动了幼儿对参与游戏的积极态度,游戏本就

是一项自由的活动,让幼儿自主操作也能够更好锻炼其身体素质。 

例如：教师可以举行包容性较强的游戏——“荷花几时开”,教师可

以给幼儿提供一段背景音乐,不交给学生固定的动作,让学生根据自己的

主观想法去安排动作,传统的游戏模式过于死板,教师将固定的动作交给

幼儿,然后让幼儿照做,过于单一的游戏方式极易泯灭幼儿的创造性,再加

上不同的幼儿对于音乐的想法都不同,有些幼儿喜欢柔美一点的动作,有

些幼儿喜欢活泼一点的动作,固定的动作无法满足不同幼儿的要求,因此,

教师让幼儿自主创造动作,扮演自己心目中 美那一朵“花儿”,利用以上

做法,不仅能够让学生充满兴趣的进行游戏,也能够充分的展示自己对于

游戏的理解,使学生快乐成长。 

2.3多样化方式提升幼儿创造性思维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首先就要彻底理解何为游戏的真正教学

意义,适时地放手,以便能让幼儿真正进入游戏当中,并应该谨记幼儿始终

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教师要发挥创造性思维,将游戏的积极影响发挥到

大化,进而提高幼儿的综合素质。例如,教师可以在较为柔软的场地进行

两人三足的比赛,教师可以采取别样的方式,如让幼儿自己给自己的队伍

取一个响亮的队名及口号,在游戏过程中,教师要做好引导及鼓励,教育幼

儿团结奋进,齐心协力的冲向重点,培养幼儿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在游戏

活动结束后,教师可以将活动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积极与其他教师交

流经验,交换心得。充裕的户外自主游戏时间可以帮助幼儿深入地研究某

一事物,加深印象。举行分类类型的游戏,也可以使幼儿更好的融入社会,

促进幼儿身心及健康的同时发展。 

3 结束语 

幼儿教育相关单位及机构将恰当的游戏活动融入日常的教学活动,

从而培养幼儿的动手、创新、交际、语言组织及社会认知能力。从长远

角度来看,游戏这种教学方式极大地保护了幼儿的天性,对幼儿的成长

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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