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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工作规程》（2016年修订版）鲜明地提

出教师应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指导游戏，鼓励和支持

幼儿根据自身兴趣、需要和经验水平，自主选择游戏

内容、游戏材料和伙伴，使幼儿在游戏过程中获得积

极的情绪情感，促进幼儿能力和个性的全面发展。大

多数教师能认识到保障儿童游戏自主性的重要意义，

努力在游戏实践中让儿童享受自主带来的愉悦和自

信，但在幼儿游戏时还存在“应该放手、不敢放手”

和“必须支持、不会支持”等问题。因此，如何帮助

教师搭建起理论认同到科学实践之间畅通的桥梁，探

索儿童自主游戏开展的优化路径，以促进幼儿园自主

游戏的有效开展，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教师对自主游戏理论认同中的问题剖析

尼尔·本内特在其著作《通过游戏来教——教

师观念与课堂实践》提到：“探讨教师关于游戏的

理论和他们的教学实践中的关系，是提高游戏质

量必须走的第一步。”因此，我们深入各种游戏现

场，观察游戏中的幼儿、教师，并与教师交流，听

取他们的想法，了解他们对游戏的理论认同和实践

感受，从中发现教师对自主游戏普遍存在“理论上

认同”，但在“践行中犹豫”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以下两方面：

（一）应该放手，不敢放手

教师认识到在游戏中要看到儿童，“应该放

手”，让幼儿自发、自由、自主参与游戏全过程，

在充分自主游戏中学习与发展；但是实践中教师

“不敢放手”，存在四个“担心”：担心放手后幼

儿的游戏行为“很随意”，难以“控制”，怕乱、

怕吵、怕危险，怕偏离预设；担心放手后幼儿的游

戏行为“不如意”，低水平重复，难以提升。达不

到预期目标；担心放手后的教师无作为，游戏中的

幼儿园自主游戏的
理论认同与践行路径

吕明华（福州市台江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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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作用无法发挥，影响游戏质量；担心放手后原

有熟悉的游戏模式难以坚持。

（二）必须支持，不会支持

教师对自主游戏目标的教育性要求，存在理论

上认同、实践中受限的犹豫行为。大多数教师有幼

儿园游戏须具有一定教育价值的共识，教师应当具

备把握游戏教育方向、调控游戏过程、灵活有效指

导游戏等专业能力。但是，教师介入支持时存在四

个方面的顾虑：何时介入支持（及时或延时），何

种方式介入支持（直接或间接），用何种方法介入

支持（谈话、讨论、提供材料等），支持何种对象

（群体或个体）。这导致教师不敢大胆介入，不善

有效介入，甚至可能出现“不当支持”的问题，使

自主游戏的教育性难以实现。

二、幼儿园自主游戏践行的路径探寻

（一）对话游戏活动现场，在反思、对话、共享

中深化认同

幼儿园践行儿童自主游戏现状表明，教师是关

键要素。教师应当关注幼儿游戏“现场”，聚焦幼

儿“自主”状态，进而通过自我反思、对话活动、

集体共享等策略，增强自身对幼儿自主游戏的理论

认同，丰富组织幼儿园自主游戏的实践经验。

1.自我反思：以“教师手记”“故事会”“案例

分享”等方式，启迪教师现场观察后反思自己的游

戏故事，讲述自己的观察发现。以自主游戏理论，

解读幼儿的游戏行为，发现自己指导游戏实践与游

戏理论之间的差距，激发教师与幼儿共情、共构游

戏的教育智慧，转变自己“不敢放手”和“不善支

持”的传统观念。

2.对话互动：鼓励同年段教师或同一视角研究

团队的教师，就游戏现场观察到的幼儿游戏状态，

聚焦教师支持策略，进行小组研讨，对话互动，相

互质疑，共同分析“放手”与“放任”的差别，在

观点碰撞中取得共识，打破理论与实践间的困惑与

藩篱。

3.集体共享：发挥团队优势，展示课题组团队

阶段研究案例，分享研究体验，梳理自主游戏中教

师的放手与支持的实践经验，总结对不同类型游

戏、不同年龄班游戏中的不同支持策略，坚定教师

敢支持的信念，提升教师善支持的能力。

（二）整体创设游戏空间，多方联通自主游戏

环境

空间是游戏活动的显性资源，空间环境的大

小、特点和联通性，影响游戏拓展的范围与特性。

若要满足幼儿自主性的需要，首先要从游戏环境的

创设与使用入手。

1.创设“三趣”游戏空间。“三趣”指野趣、

智趣、共趣，在幼儿自主参与游戏中渗透教育性。

例如，幼儿在户外游戏中，发现幼儿园的大叶榕变

黄，感受一阵风吹来落叶缤纷时，他们争相捡落

叶，互比捡到落叶的大小、多少，骑行区的幼儿一

边骑行一边运送落叶；角色区幼儿把叶子想象成小

鱼，进行户外烹饪、烧烤、买卖游戏；还有的幼儿

运用树叶在草地上进行造型拼摆……幼儿将落叶带

到多个空间展开想象游戏，充分体验到户外游戏的

“野趣”。随着大叶榕落叶的增多，不少幼儿还把

落叶捡回班级，创设了“落叶区”，教师也相应投

放了油画棒、剪刀、绳子、胶水、透明胶、放大镜

等多种工具材料，还创设了资料查阅、作品展示等

多个空间，支持幼儿的分组探究，丰富幼儿对落叶

的认知，感受游戏的“智趣”。随着游戏的持续，

教师支持幼儿选择场地，汇集大叶榕树叶凋零到新

生全过程的多种游戏经历，打造“叶子博物馆”，

向年段、全园的幼儿与教师分享、交流，生发游戏

的“共趣”。

2.鼓励打造“三联通”的游戏空间。我们根据

幼儿自主游戏的不同玩法与需要，打通同一班级室

内、户外、廊道等的空间，打破不同班级、不同年

段的空间使用界限，支持幼儿对游戏环境进行自主

调整、实现开放联通。

（1）同一场地不同游戏区域的联通使用。如：

在“快乐生日”游戏中，幼儿为家人、好朋友庆祝

生日而设计、制作礼物时，有的到木工区制作小

飞机、小汽车等“礼品”，有的到美工区绘制“贺

卡”、制作“花冠”，还有的到语言区中给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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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充分利用。

2.灵活延长单次游戏的时间，或动态增加每周

游戏的次数。游戏持续推进的时长也根据幼儿游

戏情况灵活把握。如：教师因幼儿足球班际赛的需

要，与参与班际赛游戏的班级教师共同协商、调整

班际游戏的时间，延长班际赛游戏的时长，包括增

加班际赛游戏的“计划”与“准备”时间，满足幼

儿开展班际赛游戏的需求。双轨拓展游戏时间，既

需要园部统一规定，又需要教师智慧调控，这样才

能使游戏时长把握固而不僵、活而不乱，同时充分

满足幼儿自主游戏的需求，从中让游戏自主推进、

生成与创新。

（四）优化师幼双向互动，夯实教师介入支持

途径

教师是幼儿自主游戏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

着，是幼儿自主游戏不可或缺的显性资源。体现自

主游戏的教育性，更需要教师大胆灵活地发挥主导

作用，以消除自主游戏教育性践行中的行为犹豫。

1.介入游戏中，教师围绕教育性“核心四点”，

观察捕捉幼儿外显行为信息，解读幼儿内在需求，

提供有效支持。

（1）有意义的生长点：幼儿在与游戏环境、游

戏材料互动中产生的新兴趣、新需要。如：幼儿在

骑行游戏中，产生玩骑车运送快递的游戏；“福文

化”作品制作游戏后，产生摆摊、叫卖“福文化”

商品的冲动；“轮胎大搬家”游戏后，引发了打野

战、占地盘游戏愿望……这些都是有意义的生长

点，教师应通过适宜的支持，促进幼儿新经验的积

累和拓展。

（2）有意义的尝试点：幼儿在游戏中、或游

戏后涌现出的有新想法、新尝试。如：美食馆游戏

中，有的幼儿提出玩甩面表演吸引顾客的新尝试。

这对提高幼儿游戏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社会性

发展都很有意义，教师发现后，与幼儿互动，共同

探索，不仅成功制作出甩面，还探索出甩面的表演

方法。

（3）有意义的困难点：这指自主游戏中幼儿可

能遇到各种影响游戏推进的困难。如：幼儿搭建白

“写信”，最后幼儿集中在角色区里玩“快乐生

日”游戏。这样，幼儿自主从一个游戏环境流动另

一个游戏环境，实现了多个游戏环境的联通，自然

地促进游戏的开展与推进。

（2）不同场地游戏区域的联通使用。例如：

户外游戏与室内游戏的相互联通，当幼儿在户外游

戏中对光影现象产生兴趣，开展多样户外光影游戏

后，产生“为什么有时有影子有时没有影子”“怎

样制造彩色的影子”“怎样表演皮影戏”等新问

题、新需要，便回到室内开展游戏进一步探索。又

如：幼儿在班级多米诺骨牌游戏中，萌发运用大纸

砖、大积木、管子等材料，组合挑战更多造型多米

诺骨牌的想法，于是，将游戏延伸到户外游戏，以

满足幼儿丰富游戏材料、扩大游戏空间的需要。

（3）跨班级、年段游戏环境的联通使用。实现

游戏空间环境的“大联通”和班级间、甚至年段间

幼儿的“大互动”。如：足球班际赛，幼儿从本班

足球赛，扩展到邀请临近班级幼儿共同参赛。为避

免产生意外，教师事先组织幼儿了解了户外游戏的

大空间，共同商定班际游戏的上场人数、着装，角

色分配、玩法规则，筹备比赛奖品等，共同规范游

戏行为。教师则在大空间环境中流动观察、及时发

现、重点指导，从而进一步激发幼儿自主游戏的积

极性。

（三）双轨拓展游戏时间，灵活把握自主游戏

时长

时间是游戏活动的隐性资源，游戏时间是否充

分，影响着幼儿游戏自主性的需要和游戏推进的质

量。为满足幼儿爱玩、尽兴玩、重复玩、尝试玩、

探究玩、合作玩和玩中小步递进的时间需求，我们

放手对一日活动作息时间进行双轨调整。

1.根据幼儿兴趣、主题拓展和动态生长需要，

调整游戏时长、次数。针对区域游戏、户外游戏和

创造性游戏的时长和次数可进行调整，从45分钟

延长到至少60分钟及以上，并考虑不同区域的场地

大小、不同季节变化等需要，错时错峰安排游戏时

间，既满足幼儿选择游戏、准备游戏、协商游戏、

自主游戏等的时间需要，又让幼儿园游戏环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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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河公园这一游戏中，绘制了公园的夜景图案，设

想让公园亮灯放光彩，但在连接电线亮灯中，总是

没法让灯泡亮起来，幼儿打算放弃。教师发现后，

及时以“电工”角色介入，指导幼儿正确连接线

路，灯泡亮起来了，使白马河公园夜景建构游戏继

续开展。教师观察发现幼儿游戏中的困难并解决问

题，调动了幼儿已有经验，启发了幼儿大胆想象，

培养了幼儿坚持性和克服困难等良好品质。

（4）推进游戏的关键点：这指幼儿在自主游戏

中，遇到的影响游戏成败的关键之处。如建构游戏

“为小鸡造家”中“家”的造型设计就是展示幼儿

表现与想象、创造能力的关键点，极具挑战性，幼

儿间也会因不同创意引起争执。这时，教师及时介

入，用与幼儿互动方式给予支持，听取幼儿的不同

想法，与幼儿共同讨论，形成共识，顺利推进“造

家”游戏。

游戏中的“核心四点”，有时会交叉重叠，

如，幼儿游戏中的关键点，可能就是幼儿游戏中的

困难点，幼儿游戏中的生长点，可能也是幼儿游戏

中的尝试点，教师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用不同方

法介入支持。

2.介入游戏中，教师充当“四种角色”，灵活互

动，提供有效支持。

（1）游戏获得成功时的欣赏者：教师在游戏中

发现幼儿有意义的闪光点，即使很微小，也要热情

地向幼儿发出赞赏进行互动，让幼儿感受到教师的

情感支持中，增强自信心、自豪感，更积极主动地

投入游戏之中。如：幼儿在参观熊猫馆后，产生不

同的自主游戏想法，有的幼儿想用纸筒竹林、纸箱

房子、报纸山洞等创设熊猫乐园；有的想设计熊猫

徽章、熊猫发卡、熊猫扇子等，玩熊猫工艺商店游

戏。教师可充当欣赏者对幼儿不同的想法和创意及

时给予赞赏，支持幼儿大胆按照各自的想法开展游

戏。在一次次的赏识与鼓励中，幼儿的自主意识得

到保护，自信心得到增强，自主动手能力也得到发

展，自主游戏水平也会逐渐提升。

（2）游戏陷入困惑时的引导者：教师应及时

发现幼儿低水平重复游戏时的困惑，或发现影响

幼儿游戏推进的问题，并及时进行语言启迪、材料

暗示等互动，调动幼儿已有经验，给予解决问题的

思路，使游戏顺利推进。如：美食馆游戏中幼儿尝

试进行甩面表演，选择了用超轻彩泥制作面条，但

面条容易断，没法甩。面对这一困难，教师及时引

导幼儿回忆已有经验：还有什么材料可以制作面

条，材料超市里有什么材料可以替代。在教师的启

发下，幼儿想到了用“色纸”连续剪成“面条”、

用“毛根”连接替代面条，解决了影响游戏中的难

点，让幼儿的尝试得以成功。

（3）游戏创新尝试时的支持者：教师可通过语

言表达、操作演示、图示表征等方式，拓展幼儿思

维空间，在共同讨论中，支持幼儿明晰游戏思路。

如：在装扮表演中，幼儿想改变原有蝴蝶翅膀单一

装饰的思路，教师发现后，先介入鼓励幼儿表达：

你们平时看到的蝴蝶花纹有哪些样子？你想设计什

么图案、选择什么方法来装饰蝴蝶？还有谁有不一

样的装饰图案、装饰方法？鼓励幼儿重述、明晰游

戏问题；在讨论互动中，教师通过唤起幼儿对不同

蝴蝶翅膀花纹特征的回忆，启发幼儿运用思维导图

梳理思路，选择材料和装饰方法并大胆设计与动手

装饰；同时进一步激发幼儿表演蝴蝶的热情，拓展

表演游戏情节，让游戏充满智慧和创造。

（4）游戏遇到障碍时的合作者：教师观察幼

儿游戏中遇到障碍时，可直接以游戏角色身份，参

与游戏之中，与幼儿合作互动，共同探讨游戏障碍

的排除方法，合作尝试新的游戏思路，推动问题

解决。如：玩迷宫游戏时，随着迷宫道路从一条、

二条逐渐增多，弯道、岔口等障碍不断增加，影响

了幼儿做出走出迷宫的正确选择，教师就以“探险

队领队”角色参与到幼儿游戏中，共同探索迷宫

道路，共同协商，随机启迪：咦，这条道路走到这

儿，过不去了，怎么办？迷宫的终点在哪儿，可以

怎么调整迷宫的道路和障碍？“领队”角色及时出

现和有效互动，激发幼儿与环境、与同伴的进一步

互动，激活了幼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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