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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以下简称

《评估指南》）明确提出：“幼儿园要以游戏为基

本活动，确保幼儿每天有充分的自主游戏时间，因

地制宜为幼儿创设游戏环境，提供丰富适宜的游戏

材料，支持幼儿探究、试错、重复等行为，与幼儿

一起分享游戏经验。”自主游戏指幼儿根据自己的

兴趣和需求，自主选择游戏内容、材料、玩伴等的

活动过程。[1]自主游戏的目的是培养幼儿的自主意识

和自主能力。[2]幼儿园的游戏活动与幼儿在自然情

境下自发的游戏不同，它既具有“游戏性”，又具

有“教育性”。[3]因此，幼儿园自主性游戏在强调幼

儿自主选择和主动开展，并尽可能体现真正的游戏

精神的同时，还应兼顾幼儿的发展需求，实现个体

发展与集体发展的统一，这对幼儿园教师的支持策

略提出更高要求。

研究表明，教师适宜且有力的支持能让幼儿的

自主游戏质量更高。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教师

在自主游戏中的角色地位，重视教师对幼儿年龄特

点和发展目标的把握，重视环境创设和材料提供对

幼儿主动探究的意义，重视教师在幼儿自主游戏发

展中的作用，让教师真正成为幼儿游戏活动的支持

者、合作者和引导者。

一、关注幼儿经验联结，支持幼儿主动游戏

正如鄢超云教授所言：“教师对幼儿、对幼儿

是怎么学习的、对自己应该怎么去为幼儿的学习提

供支持了解得越多，幼儿就会发展得越好。”《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也提到幼儿园应多为

幼儿提供自由交往和游戏的机会，鼓励他们自主选

择、自由结伴开展活动。然而现实生活中，幼儿的

很多活动都是在老师或家长的帮助下完成的，因而

幼儿在完成某个活动的独立性方面发展较慢。[4]中

班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他们的

自我意识迅速发展，各种生活经验和知识技能也有

了较大增长，自主游戏的意愿强烈，且能够在游戏

中体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需

要充分了解幼儿的兴趣与发展水平，跟随幼儿的游

戏方向，将教育的目的性与幼儿的主体性相融合，

支持幼儿基于已有水平的探索，并适当提供帮助或

支架，从而推动幼儿游戏水平的发展。

中1班孩子用纸箱制作的两只大恐龙引起了其他

班孩子的注意，大家纷纷来班上看，并提出想与恐

龙做游戏，回到班上后还围绕恐龙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看到孩子们的热情，教师开始琢磨：什么样的

活动才能让大家都来与恐龙做游戏呢？中1班的老师

和孩子们经过讨论，提出举办一个以恐龙为主题的

中班组运动会。在其他中班组老师的协助下，所有

中班孩子都知道了这个提议，并表示同意和期待。

于是，一场完全由幼儿主导的恐龙主题运动会就开

始筹办了。

运动会都要设置哪些项目呢？孩子们提出先看

看以前幼儿园开展运动会的比赛情况。老师们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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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操场的运动器械区开放给孩子，让他们自行选

择运动会的项目、所需要的器材以及比赛玩法和规

则等。孩子们最终选择了跑步、拍皮球、投掷、摸

高等项目，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兴趣报名，也可以

作为志愿者或者啦啦队，为参加比赛的同伴服务。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发现，自主游戏让幼儿有

机会和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自主选择游戏内

容、材料和玩伴。幼儿生活在一个被老师鼓励和支

持表达的环境中，就会向自主性前进一大步。

二、创设有准备的环境与材料，促进自主游戏

的推进

自主游戏的关键是创设一个有利于幼儿主动积

极发展的环境，真正调动其内在自主性潜力，促进幼

儿健康和谐地发展。[5]虞永平教授曾说：“良好的材

料能够引发幼儿不断地探索、交往和表现。”环境是

重要的教育资源，游戏环境的创设和材料的投放都会

对幼儿的自主学习产生影响。教师要注重对游戏环境

的创设，基于对孩子的观察与分析，有目的地梳理、

检核区域中的游戏材料，及时做出调整。

1.创设引发和支持幼儿自主游戏的环境

适宜的环境可支持幼儿的自主游戏，激起他们

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恐龙主题运动会中，中班孩子们从家里带来了

恐龙图册、卡片，还有各种恐龙模型，有霸王龙、

剑龙、翼龙、三角龙等。教师与幼儿一起将恐龙图

片贴在教室和走廊的墙上，将恐龙模型摆放在公共

活动区。每个恐龙都有自己的特点，孩子们又有了

选一种恐龙来代表自己班级的想法。有的班级通过

集体商议的方式，有的班级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

最终，每个班都有了代表自己班级的恐龙形象。

可以看出，创设引发和支持幼儿自主游戏的环

境，能够有效激发幼儿主动探究的动机。

2.投放操作性与互动性的游戏材料

幼儿是在与材料的互动中进行学习的，在对

材料进行选择和操作的过程中，他们的自主意识也

得以加强。我们在区域游戏、户外自主活动中，都

为幼儿提供了自由选择、自主探索的材料和机会。

多样化、开放性的游戏材料，给了幼儿自主选择的

机会，能激发幼儿进行创造的欲望。相比于小班幼

儿，中班幼儿对游戏材料的特点和操作方法更熟

悉，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材料，也愿意与同伴

进行交流与合作。

恐龙运动会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带着这样的问

题，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展开了讨论。有了小班运动

会的经验，再加上从电视里看到过冬奥会等大型赛

事直播，他们对这次运动会提出很多要求和想法，

比如：出场时要有一个醒目的班牌，还要有闪亮无

比的运动服装，就像足球运动员那样；还可以准备

一些点心和水果，因为运动员累了会觉得饿，啦啦

队员们喊口号的时候容易口渴；每个小组还需要有

特别的出场队形……有孩子提出，既然每个班都有

一个代表自己形象的恐龙，那班牌上最好有一个恐

龙头饰，于是班级的美工区、泥工区热闹起来。很

快，他们发现美工区和资源角不能满足制作班牌和

头饰的需要，便向老师阐明问题，希望得到帮助。

经过协调，幼儿园将资源室开放给孩子们，供他们

自由选择需要的材料，并动员家长，一起为孩子们

提供各种可能用于制作班牌和头饰的材料和工具，

比如硬纸板、废纸箱、各种颜色的卡纸、海绵纸、

双面胶等。硬纸板满足了孩子们制作大型班牌的需

要、海绵纸易造型的特点非常适合制作各种颜色的

头饰。通过自主选择材料、亲自动手制作、同伴相

互配合，孩子们最终制作出班牌和头饰，努力后收

获的成功也带给他们更多自信。

游戏材料的特点刺激了幼儿的行为，教师为幼

儿提供一个适合他们发展的舞台，激发他们主动探

究的动机，幼儿在对材料的操作和互动中也推动了

自主游戏的发展。

三、聚焦教师的有效支持，引导幼儿自主游戏

向更高水平发展

自主游戏强调幼儿的自主，也强调教师的支持。

有研究发现，当成人支持幼儿游戏时，幼儿会感觉

到有更多的思路和选择。教师的支持在于促进幼儿

游戏水平的发展，将教育的目的性和幼儿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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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6]幼儿游戏的质量决定了幼儿园教育的质

量，在自主游戏的实施路径中，教师既要注意、识

别、回应幼儿，也要观察和了解幼儿的游戏水平，为

幼儿提供“支架”，将幼儿引向更高水平的发展。

1.发挥教师在游戏中的“支架”作用

相比完全自由的游戏，有支持的游戏更能促进

幼儿游戏水平的发展。不过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

我们习惯将幼儿自主发起和控制的游戏称为自主游

戏，而将教师发起和主导的游戏称为教学游戏。自

主游戏的主体是幼儿，强调幼儿的自主性；教学游

戏则由教师主导，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是为了实现

特定的教育目标而开展的游戏。这种分类方式使教

师无法把握游戏的功能、幼儿发展与教师介入之间

的关系。[7]因此，为支持幼儿的自主学习，在幼儿自

发的游戏中，教师对于“介入还是不介入”“何时

介入”“介入的对不对”等表现得犹豫不决，或者

索性不去介入，任由幼儿自由发挥。这其实是将自

主游戏变成了自由游戏、放任游戏，忽略了游戏的

“教育性”。在这样的游戏中，幼儿的发挥有限，

教师支持者的角色也没有体现出来。

维果斯基提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和“支

架”理论告诉我们，教师要根据幼儿当前的游戏水

平提供适宜的支架，在保证幼儿自主权的同时，让

他们的游戏在具有成人支架的结构化环境中进行，

从而不断提高其游戏水平。

在恐龙主题运动会的案例中，教师看到幼儿对

恐龙的喜欢，但围绕运动会这样一个大型活动，从

策划、组织、筹备、举办，涉及多个方面，教师一

直在跟随幼儿的思路推进游戏发展，但又不是完全

放手让幼儿自行开展，而是通过环境改造与调整、

材料的增减、园所及家长资源的挖掘等，隐形地参

与运动会的筹办工作等，支持幼儿的学习。教师既

不能过度控制，也不能放任幼儿自由发展，要心中

有目标、行动有依据，将幼儿的发展和游戏水平的

提升放在第一位。

2.建构高质量的师幼互动，支持和拓展幼儿的

学习

《评估指南》在师幼互动部分提到：“尊重并

回应幼儿的想法与问题，通过开放性提问、推测、

讨论等方式，支持和拓展每一个幼儿的学习。”教

师要善于发现幼儿的需求，并能根据游戏活动的发

展延续游戏的意图，支持幼儿的探索和学习。在幼

儿的游戏过程中，教师应当基于幼儿已有的主题，

通过语言和行为与幼儿进行互动，促进幼儿游戏的

推进和发展，丰富幼儿的想象和创作，从而提升幼

儿自主游戏水平。

恐龙主题运动会涉及内容多、筹备时间长，从

运动会的发起，到运动会方案不断完善过程中幼儿

的经验迁移、想法的梳理与表达，再到恐龙运动会

艺术展的组织、布展，以及反复多次的对于新运动

场地、运动项目安全性的考察等，这些集结起来的

幼儿发展轨迹清晰、生动，充满活力，也让这场与

游戏相伴的童年更加美好。在整个活动的实施中，

幼儿基于自身兴趣和问题不断探索，教师基于幼儿

的最近发展区提供了多种支持。整个项目活动的推

进过程中，幼儿表现出了坚持、专注、合作的良好

学习品质。

回归幼儿、回归教育本真，才能看见真正以幼

儿自主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的幼儿园教育样态。教

师要关注幼儿的经验联结，创设有准备的环境与材

料，聚焦游戏中的有效支持，发挥支持者、合作者

与引导者的作用，让幼儿真正地在游戏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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