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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班阅读图示、操作水果棋的综合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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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棋类游戏在中国可谓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是一项高雅的游戏。本文中的水果棋游戏,是我自创的用于幼儿园小班教学的一项活动。

它不仅可以有效地开发小班幼儿的智力,锻炼幼儿静坐下来独立思考的能力,还能有效提高幼儿逻辑思维能力和阅读图示能力,同时还能陶冶幼

儿的思想情操。本文所述的下水果棋的三种形式,都是由甲乙两人操作,由易到难,自主阅读、理解图示、独立思考,教师作适当的启发引导,以激

发小班幼儿的学棋兴趣,培养其思维力、判断力、耐挫力和自制力。 

[关键词] 水果棋；阅读图示；棋盘；行棋规则 

 

水果棋游戏是一种浅显、简单、易行的幼儿活动项目,适合于小班幼儿

的认知水平。能有效地开发小班幼儿的智力,从阅读图示、独立思考,有序

运作到甲乙双方有效竞争,充满自信、不怕挫折,全面提高幼儿的综合能力。 

1 激发情趣,乐于参与 

我创设水果棋,是源于今年一次教学活动。那天我投放了棋书,然而发

现孩子们未能完整地下完一盘棋。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孩子们是被周围的

装饰和各种标记所吸引,于是我们就打破了以往棋类游戏的传统模式,自

制了水果棋。我在棋盘的设计中便竭力注意到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及认知

特点,使水果棋颜色鲜艳,具有趣味性、知识性,容易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充分发挥幼儿年龄段有意注意的心理特点。这让孩子们通过自己阅读以及

看到这些图案便会感知平时生活中的这些水果,最辨别出图中所画分别的

是西瓜、梨子、樱桃、香蕉、苹果和葡萄。 

2 阅读图示,创设棋盘 

水果棋棋盘是由多种水果图案、大小不同的字体、形状不一的线路走

法以及不同颜色样式的骰子、棋子和篓子组成。首先,最直观地让幼儿们

看到的是色彩艳丽的骰子、篓子、棋子,并且让他们通过对这些材料感官

上的认识基本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其次孩子们逐步观察到棋盘中行棋路

线、文字说明和水果图案。棋盘中线路起点的地方画了一面小红旗,幼儿

能通过红旗的图示就知道是下棋的起点,并在棋盘上下端分别写上了起点

和终点的字样,我觉得早期阅读的主要材料是图画,幼儿们主要是通过图

画来获取信息、认知世界的。最初我设置的是单人棋,然后重点设置了双

人棋。水果棋的路线起初是直线的。再过渡到路线有转弯、弯度的棋,并

逐步增加棋格,让一盘棋由双人轮流行棋。 

  

(单人水果棋：☆难度)           (单人水果棋：☆☆难度) 

3 三级难度,自主选择 

设置水果棋是我在棋类游戏中的一种创新尝试,以下三张图片中所展

示的是三种星级难度的棋盘。我通过骰子、棋子、篓子、棋盘和规则的不

断变化而使其难度增加,以其锻炼幼儿的适应能力,培养他们的发散性思

维。从图片(一)至图片(三),三种棋盘,由易到难,互补相同。例如路线由

直线型——曲线型——弧线型。我把不同难度的棋盘以不同的颜色表示：

一星级难度的棋盘主要是以粉红色为基调,二星级难度的棋盘主要是以橙

色为基调,三星级难度的棋盘主要是以蓝色为基调,所以在下棋的时候,我

们鼓励让幼儿们自己选择棋盘,自己搭伴游戏,有时候还自定规则,无形中

又培养了他们参与活动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3.1 ☆难度,粉色基调 

图片(一)所展示的是自制双人水果棋,棋路是直线型,在三种水果棋

中是最简单的路线走法。幼儿们首先看到的是骰子、篓子、棋子及棋盘,

并且让他们通过对这些材料感官上的认识基本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骰子

篓子和棋盘上的星级都是统一的粉红色,幼儿在自由选择游戏时,看到粉

红色就知道是一星级棋。在设置棋路时,考虑到小班的幼儿,他们不知道彼

此行棋的快慢,所以将棋路设置为同一起点、终点的棋路,这样能一目了然

地观察到同伴如何行棋,走到哪里,有一个明显比较。 

  

 

 

(图片一)             (图片二)            (图片三) 

3.2 ☆☆难度,橙色基调 

图片(二)中的材料配置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在路线和某些细节方面

发生了变化,这对幼儿在阅读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孩子们在仔细阅读和

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会发现：起点位置不同,但路程和终点位置相同；图中

篓子和骰子的颜色由原来的粉色变成了橙色,点数也由原来的一点二点变

成了一点二点三点。再看看棋盘中,除了不同的水果图案依然能够吸引孩

子们的眼球,文字的大小也有所不同,“终点”二字字体稍稍偏大,处在棋

盘的正中央位置,“终点”的两边基本成中心对称图形,让孩子们一下子就

能了解并且知道这个位置就是下棋最终要到达的地方。 

3.3 ☆☆☆难度,蓝色基调 

图片(三)相对于前两幅图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骰子篓子和棋

盘上的星级都是统一的蓝色,骰子上的数字由先前的点数变化为阿拉伯数

字,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在棋盘上添加了棋类游戏的规

则：当自己掷的骰子走到了红点上,这代表停一次,那么对方下面就要连

续掷两次骰子,等到对方掷完后,先前掷到红点的那一方才可以继续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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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播语境下昆曲艺术传承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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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昆曲在其传播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过其鼎盛时期,当下由于大众传播的兴起以及娱乐产业的发达,昆曲的发展和传播也面临着新的挑

战。本文试图在全球化、多元化、现代化的视域下,通过对昆曲与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结合的案例,探究其传播途径、传播过程,并初步分析

研究当代大众社会中昆曲的传播方式。 

[关键词] 昆曲；现代传播；传承；大众传播 

 

昆曲有“百戏之祖”的盛誉,并且在2001年入选了“世界人类口头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至今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在这六百多年间产生

了数不胜数的作品。比如梁伯龙的《浣纱记》、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孔

尚任的《桃花扇》,以及与孔尚任并称为“南洪北孔”的洪昇《长生殿》

等,这些经典之作无一不令人叹为观止。 

但对于昆曲来说,它面临的问题是在当下这种传播方式多元化的今天,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承,才能更有利于其发展。 

1 昆曲的传播途径及传播过程 

1.1传播途径 

“音乐传播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

种社会行为”。昆曲也一样,它通过自身的独特方式进行传播,陈泓茹、王

洁和燕飞在《水磨至雅六百年姹紫嫣红开遍——观当代大众社会中的昆曲

传播》中,将昆曲的传播途径大致分为静态传播与动态传播两种。昆曲的

静态传播指的是,与昆曲相关的各类音乐史料,包括乐谱、图画、文字等书

面资料；录音、录像等音像资料等。如历代流传下来的昆曲剧本、唱本,

名家名角的录音、录像以及图片、照片等,这些史料虽然都以不变的固定

形态存在,但这些一不同符号为载体的资料,是昆曲静态传播的重要途

径。而昆曲的动态传播指的是,在当代社会中,昆曲借助于现代化的大众

传播媒介进行各种形式的表演。尤其是在人类发展进入网络时代以来,

通过网络的信息传输、接受、共享等虚拟平台,形成了以多媒体、网络

化、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互联网传播,为昆曲的动态传播提供更加快捷、

灵活的途径。 

1.2传播过程 

纵观昆曲六百多年的传播,可以将昆曲的传播过程分为纵向的传递

和横向的扩散两个角度。纵向传递指的是,从昆曲传播的历时角度分析,

在中国人文化发展历程中,昆曲在戏曲班社和文人清曲社的口传心授过

程中,逐渐流变、发展,经过历代曲家和表演艺术家的选择、整理、保存,

逐渐传承和传播。除了纵向传递外,昆曲的横向扩散也是昆曲传播不可

忽视的过程,具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昆曲横向扩散是昆曲的传播从

一个地域传播到另一个地域的地域化过程。昆曲从其发源地昆山,由一

个地方小戏,逐渐遍及全国各地,并形成了各地独特、别具风格的昆曲

流派。另一个维度,昆曲的横向扩散是昆曲从中国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全

球化过程。昆曲现今早已迈出国门,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共享的理念下,

走上世界的舞台,传播着中国这一独具文化底蕴和深厚艺术魅力的戏

曲剧种。 

2 昆曲的大众传播 

2.1以电影为载体的大众传播 

昆曲剧目拍成电影是自电影传播方式走入千家万户后之后,昆曲与

电影媒体的双向选择与互动结合。这使得喜欢昆曲的曲友可以在业余时

间在影院就能观赏到昆曲的一种全新的呈现形式。另一方面,电影的传

播方式,可以使不了解昆曲的人士通过观赏电影的方式逐渐了解昆曲、

熟悉昆曲艺术。 

2.1.1昆曲电影艺术片《红楼梦》 

昆曲电影《红楼梦》是以传播昆曲艺术为宗旨的戏曲艺术片。它大胆

使用《红楼梦》舞台剧原班人马,由三位青年昆曲演员担当,精巧于造型设

计、唯美于戏剧语言和诗意的渲染铺排,在国内外电影节中获得很好的反

响。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戏曲艺术片却遭遇了院线“零排片”的窘境,

这其中的缘由恐怕不仅是大众对昆曲缺乏了解,更在于影片的后期宣传和

推广。即使是在高校点映的过程中,制片方也只是安排了昆曲服饰的展示,

忽略了更加深入的体验与教育活动。由此可以看出,仅仅有新的媒体介入,

也不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传播效果,昆曲在电影这种传播方式的带动下,

若想能收获较好的效果,需要全方位综合性考量。 

骰子。在幼儿掌握的停一次的行棋规则以后,以后再设计☆☆☆☆难度的

棋盘逐步加入绿色的点(连一次),以及进退的行棋规则等。 

以上自制水果棋的设计中我注重了颜色和路线的变化,这样可以增加

趣味性、知识性,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因为这样设计能有效地

吸引幼儿有意注意,考虑到小班的幼儿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在5至10分钟左

右,很容易分心,再加上幼儿神经系统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差,在幼儿

进行水果棋的时候,我鼓励让幼儿自己选择棋盘,自己搭伴伙伴,有时候还

自定规则,无形中又培养了他们参与活动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4 培养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 

今年开学以来,我在小班幼儿中尝试下水果棋游戏后,大大地提高了幼

儿们的适应能力、阅读能力以及在下棋过程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明白了做事一定要聚精会神,不能有丝毫放松懈怠,否则就有可能由优势转

为劣势。此外,我还注意到培养孩子们文明下棋,在游戏中遵守棋规,形成良

好的棋风,这样不仅能培养孩子深思熟虑,形成“落子无悔”、实事求是、不

弄虚作假的良好品德；下水果棋还能让孩子们从小得到静心、细心、专心、

耐心的行为习惯培养。我想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就要依据幼儿的身心特点,

调动一切可利用的因素去挖掘和开发适合本班幼儿的活动,在游戏中学会

阅读,在阅读中探索游戏,在一系列的活动中让幼儿得以健康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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