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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津游戏具有本土性&独创性和实用性的基本特征"只有这种让儿童心灵参与&情感互动&经验生成&人格建构的游戏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游戏和有意义的游戏活动'幼儿园游戏活动应树立兼具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理念"才能得到更大程度上传

承与创新!在游戏中教师敢于放手与专业引领相统筹才能还给孩子富有童趣的真游戏!把游戏中快乐元素与幼儿的学习发展

相互融合"才能发挥游戏活动的实用性"实现幼儿游戏的教育价值'

关键词!利津游戏!本土化!独创性!实用性

中图分类号!

BC#%

!!!!!!!!

文献标识码!

D

!!!!!

文章编号!

!"EA@??"3

(

!"#$

)

"#@"""A@"A

FGH

获取!

0;;

I

%**

:11

5

:.1

<

=2

J

()*+,-=K+

*

K0

*

2+L41=,:

I

1

!!

!"#

%

#"=##EEA

*

J

=2::+=!"EA@??"3=!"#$="#=""!

;,/#8)1,+,8%.+#/%#8/"04#

5

#(2*,

'

,(!<%/

=(*#

>

1%.(3.(%%"%1.<(("?,%#"("02*,

'

67!#829

.

2%

(

:,$*()%

&

$%+8,;,$<*(=

00

)*,/

0

14,-,%3$<

.

1+2*$3)/%>2<,$2/

0

?$)

0

,%

&

"

?$)

0

,%

&

"

@,%$%&?A"""

"

5()%$

)

67/%+,8%

%

R2

J

2+

I

-,

<

2:K0,*,K;4*2T4LO

<

,O(*2

Q

2+,-2;

<

"

(*2

Q

2+,-2;

<

"

,+L

I

*,K;2K,O2-2;

<

=U+-

<

:)K0V2+L(.

I

-,

<

2:;04;*)-

<

9,-),O-4

,+L74,+2+

Q

.)-

I

-,

<

;0,;K,+7,V4K02-L*4+

I

,*;2K2

I

,;474+;,--

<

,+L2+;4*,K;47(;2(+,--

<

W02K004-

I

:4+*2K0K02-L*4+M:41

I

4*24+K4

,+LO)2-L(.K02-L*4+M:

I

4*:(+,-2;

<

=F-,

<

2+

Q

,K;292;24:2+V2+L4*

Q

,*;4+:0()-L4:;,O-2:0;04K(+K4

I

;(.O(;0-(K,-2T,;2(+,+L

Q

-(O,-2T,;2(+.(*O4;;4*2+04*2;,+K4,+L2++(9,;2(+=X+

I

-,

<

:

"

;4,K04*:,*4:)

II

(:4L;(

Q

294K02-L*4+.*440,+L:W2;0

I

*(.4::2(+,-

2+:;*)K;2(+.(*;047;(4+

J

(

<

2+

I

-,

<

"

2+;4

Q

*,;4;04.)+2+

I

-,

<

,+LK02-L*4+M:-4,*+2+

Q

,+LL494-(

I

74+;;(;*)-

<

*4,-2T4;04

4L)K,;2(+,-9,-)4(.K02-L*4+M:

I

-,

<

=

9.

'

:"+!/

%

R2

J

2+F-,

<

!

,O(*2

Q

2+,-2;

<

!

(*2

Q

2+,-2;

<

!

I

*,K;2K,O2-2;

<

!!

在约翰+胡伊青加看来",人是游戏者-

.

#

/

!

'游

戏是儿童的一种内在需要"对于儿童来说尤其重要'

因此"#

%

3

C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的

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一日生活和游戏中进

行的'

.

!

/

%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幼儿园应以

游戏为基本活动"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游戏和体

育活动"培养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和习惯"增强

体质"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

%

/

%

",教育活动内容

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学习特点和认识规律"各

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相互渗透"注重综合性&趣

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

.

%

/

!"近年

来"随着我国学前教育水平和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的

不断提高"以及社会有识之士对下一代身心发展问

题的日益关注"幼儿园游戏的开展及相关研究越来

越受到重视'本文拟从分析利津游戏的基本特征入

手"试图发现当前我国幼儿游戏活动普遍存在的不

足"并对利津游戏再创新提出若干意见'

一"利津游戏的基本特征

#一$本土性

中国民间传统游戏经历了几千年传承演变"一

部分因丧失其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根基而归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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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利津游戏致力挖掘及传承中国民间传统游戏"

使之在利津得到很大程度的守护与发展'利津游戏

通过其内在价值和游戏样式使儿童从小认识自己民

族文化符号"以增进民族认同感"从而促进社会整合

及和谐发展'

#=

注重传承

在利津游戏中"孩子们排成长长的队伍簇拥在

老师身后"大呼小叫的躲避着老鹰的追击"三五成群

玩踢毽子&跳大绳"两两结伴在僻静的地方玩打个子

和下四顶',玩传统游戏-已成为孩子们的一种自主

行为"是他们放松心情&享受快乐&增进友谊的良剂'

在传统游戏中加入新的玩法"是利津游戏的重要特

征'如在,跳绳-游戏中"他们发掘出双脚跳&单脚

跳&迈门坎&跑跳&蹲跳等多种跳法"锻炼了幼儿双腿

的力量和灵活性!,贴烧饼-&,捉尾巴-等游戏"在幼

儿用敏锐的观察&判断目标的同时"会用灵敏&快捷

的动作躲避或追逐"训练了幼儿快速跑和躲闪跑的

能力!,翻绳-&,划蚕豆-等游戏则发展手部小肌肉群

和手眼协调能力!,棋类-&,捉猴-等游戏促进了幼儿

观察力&逻辑思维能力等智力品质发展!,炒黄豆-&

,炸果果-&,拉大锯-等游戏中的儿歌趣味性强"有节

奏"朗朗上口"促进了幼儿语言的发展'

!=

就地取材

爱探险&好挑战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潜质"在挑战

和探险中可以锻炼孩子的胆量&磨练意志&练就本

领'传统民间游戏中有多种攀爬类项目"利津二幼

把传统攀爬游戏项目综合在一起"设立了集吊环&爬

竿&爬绳&秋千以及集爬网&天台&转角滑梯于一身的

大型攀滑器!用废旧轮胎做成的轮胎攀爬墙&轮胎

山&轮胎攀爬架!充分利用幼儿园里众多的大树资

源"在大班幼儿中普及开展了爬树活动"消失已久的

爬树活动在幼儿园内焕发了生机!在树干上架起高

空滑索!在两棵大树间栓上两根铁链变成铁索桥!根

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制作了长长的木制跷跷板&凳式

平衡木&废旧轮胎小路&

/

型木桩路&浮桩&木桩山&

蹦蹦床等联系平衡的户外玩具!一棵枯死的大树也

能成为孩子们游戏的器材"玩走小桥&骑大马的游

戏!废品收购站的旧车轮子&网通电信公司的线缆磙

子被收集到幼儿园"成了孩子们的好玩具"师幼共同

开发出了车轮&练举重等近十种玩法!消毒处理后的

大塑料桶&铁桶"给孩子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引发了

他们的游戏热情!三个轮胎&四个轮胎并联在一起"

可以做成好玩的轮胎磙子'

%=

自己动手

构建游戏是幼儿通过动手构造物体或建筑物"

实现对周围现实生活的反映"对幼儿的动手能力和

想象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利津二幼广阔的空间中

有一方区域"摆放了长短不一&形状不同的格式大型

积木"让孩子有一种真材实料的感觉"激发了孩子们

更大的游戏热情!

F>N

管子也成了孩子们搭建的好

材料"废旧纸盒子也成了好玩的玩具"孩子们在开心

拼搭过程中"发展了创造思维"提高了合作能力'还

有用塑胶地垫做成的骰子"也是孩子们喜欢的游戏

材料"在激烈地,你翻过来&我翻过去-的过程中"感

受竞赛的紧张与成功喜悦"锻炼了孩子反应灵敏性'

&=

亲近水土

没有亲近过泥土的孩子"永远不会真正懂得什

么是童年'利津游戏中创设了多种土中作乐的好游

戏%在堆起的土山下面打通了钻山隧道"孩子们给它

起了个富有童话色彩的名字,阿里巴巴洞-"孩子们

都没有怕黑心理'幼儿园的草坪上挖出了战壕"修

建了地道"建成了碉堡"孩子们兴致盎然的玩起了地

道战游戏!孩子们挖红泥&摔泥炮&脱泥模&捏泥人"

乐此不疲'这种顺应儿童本能的游戏"极大的满足

了孩子的兴趣"使其在梦想的王国里体验胜利者的

喜悦'孩子是喜欢玩水的'利津二幼开发出了多个

玩水项目"开辟了一方水上乐园'制作了龙骨水车&

大圆水车轱辘井&手压井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一地多

用&一地多玩"在游泳池里玩手摇小船&水上滚筒&水

上滚球&开碰碰船&骑水上自行车&坐木船"体验水上

运动的乐趣!在游泳池里放自制易拉罐船&纸船&芦

苇叶小舟&放荷灯!看小丑喷水&遥控船模也是孩子

爱玩的游戏!夏天有激情玩水日"冬天成了天然溜冰

场!雨后踩水洼&打水仗&玩,水枪之战-"与水零距离

接触"尽享水带来的乐趣'

#二$独创性

利津游戏在不断创新中满足了幼儿的不同需求"

为其带来了此起彼伏的刺激和挑战"在一次次的尝试

和超越中"幼儿得到锻炼和满足"同时他们探究的欲

望&运动的兴趣&创造的火花也因此展现的淋漓尽致'

#=

游戏活动材料的创新

利津二幼在游戏材料上注重当地自然乡土&废

旧材料的合理利用"努力做到,就地取材&变废为宝&

一物多用-'如在游戏,玩沙包-中"利津在沙包的大

小&质地&样式上进行了创新"沙包的种类达十种以

上"最大的边长为
A"

厘米"最小的边长仅
A

厘米左

右'有的沙包缝制上绳线"孩子们便可做踢沙包&抡

沙包的游戏"有的沙包扎上长尾巴变成流星球"供孩

子们练习投掷!沙包与手绢结合更是变成了好玩的降

落伞'

!=

游戏场地布置的创新

利津二幼尝试通过对场地进行创意性的布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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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增强传统游戏的吸引力和教育价值'具有较强故

事色彩的游戏,老狼老狼几点了-是小班幼儿极为喜

欢的传统游戏"教师对场地进行了设计和布置"创设

了钻山洞&跨小河&采山果的情景"这样不但增强了

游戏的趣味性"而且锻炼了幼儿钻&爬&跳的能力!

,占角-游戏中"教师在场地上规划出三角形&四边

形&五边形&六边形&不规则图形以及大城堡"让幼儿

做占三角&占四角&占五角&占六角&占城堡的游戏"

孩子们乐此不疲!还将古朴自然的农家小院搬进幼

儿园"为幼儿提供了玩扫庭院&搓玉米&剥花生&剪窗

花&磨面粉&做木工&洗衣服&做花卷等多种传统角色

游戏的机会"孩子们在这个综合性的民间游戏区域

中"亲身体验到了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乐趣'

%=

游戏玩法的创新

在利津游戏中"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的开设种类

与开设年龄层次充分考虑到了幼儿的年龄特点及其

身心发展特点'如在小班开展拍球游戏活动"之后

随着年龄增长适时开展花样拍球&花样轮胎&花样跳

绳&花样玩梯子等更具挑战性的游戏活动"有力的促

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孩子的潜力是无穷的"只有想

不到"没有做不到"孩子的潜力像空气"空间有多大"

潜力就有多大"孩子们不断挑战极限"勇攀新高'在

游戏玩法创新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预设与生成的

相互交融"很多玩法是教师和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

靠灵感和热情挖掘出来的'如在大班,踩竹高跷-的

游戏中"有了多种玩法%平步走&顶沙包走&蛇形走&

跨椅子走&跨轮胎走&走独木桥44孩子们也在不同

难度的挑战中获得体能&智能的发展'

!三"实用性

儿童游戏是什么2 它是自发自愿的&自由自在

的&愉快的&充满幻想和创造力的",是儿童与世界的

身体对话与行为叙事-

!

'儿童既是认知者又是实

践者"游戏就是儿童的实践"而游戏的发展价值是它

实践价值最根本的东西"所以"儿童游戏的核心功能

是学习和发展"主要特征是快乐'孩子的快乐是主

要的"但光有快乐还是不够的"幼儿园游戏与家庭游

戏是不一样的"幼儿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之一"幼儿

园的游戏有一些完全可以以快乐为最主要的价值"

但它离不开教育的本质'从利津二幼的做法来看"

幼儿园游戏一种是放手玩的自由游戏!另一种是教

师引领下玩的集体游戏'利津游戏的内容和玩法丰

富多样"很接地气"它重在,玩-"很好地达成了寓教

于玩的目的'

#=

游戏材料的实用性

利津游戏中的游戏材料秉承就地取材&变废为

宝&一物多用的理念"通过材料的系统创新丰富了游

戏的玩法"孩子们探究的欲望在变化的材料中不断

增强"真正的做到了让孩子在开心玩耍中开窍"在游

戏交流中启智"使得儿童传统游戏更具现实生命力'

!=

游戏场地的实用性

利津游戏的场地是开放的"但却有着严格的结

构性'其设计简单"却有人体工程学的数据做支撑"

让孩子不断创造最近发展区"并在活动中实现其最

近发展区'如野战区设置在空旷平坦的宽路上!攀

爬区设置在操场一边"距围墙留出
#=A

米的距离"下

方地面是松软的泥土!玩沙区宽敞明亮"有细沙和粗

砂两种"丰富的玩沙材料分类放在旁边的木房子里"

与玩水区相邻"形成沙水嬉戏空间!平衡区设置在宽

敞的草地上和平整土地上!水上游戏场地设置在独

立的一个区域!跑跳类游戏利用幼儿园内的跑道&操

场开展!而部分民间游戏&情景游戏按照小&中&大年

龄段分类在幼儿园道路上开展'

%=

游戏玩法的实用性

利津游戏种类丰富"玩法各异"能让儿童在游戏

中不断形成新的看法"接触新的形象"体验新的感

觉"产生新的愿望"参与新的冲突"并从中不断吸取

新的理解'例如%

#

)钻筒的玩法%有蹲钻&手心着地

爬&匍匐爬&仰面挪动&越过障碍&携带物品等!

!

)攀

登器械的玩法%沿不同方向攀爬&负重攀爬&悬垂&攀

登摘取物品!

%

)平衡器械的玩法%有爬行&下蹲走&正

面走&侧面走&倒走&负重走&跨越障碍走!

&

)秋千玩

法%有坐姿玩法&蹲姿玩法&扶绳站立玩法!

A

)三轮拖

车玩法%有将物品放在车的拖斗里"或请其他幼儿站

或坐在拖斗里"让骑车幼儿负重前进!

C

)球类玩法%

有拍球和连续拍球"双手或双脚用力将球向前推"使

球滚动!双人对面滚球!双脚相对推球!多人传球!平

衡木上滚球!滚球过拱形门!滚球钻山洞!用头顶球

向前推滚!夹球跳!单双人抛接!

?

)沙土玩法%有(干

沙)铲沙&挖沙"(湿沙)堆城堡&建地道!

$

)沙水造型

游戏玩法%有平面造型&模具造型&筑路&挖沟&挖洞

挖隧道&沙地寻宝&沙地考古!

E

)大型积木的玩法%有

排列&堆积&组合(包括延长&围合&盖顶&加高加宽&

阶梯结构排列&交叉围合隔排列等)'总之"各种游

戏的玩法通过素材的征集&整理分类&传统与现代相

融促发展等研究"在利津二幼老师们不断学习&反复

实践验证&总结经验中获得发展'

二"利津游戏折射出当前我国幼儿园户

外游戏活动的不足之处

从利津游戏表现出的创新性&本土性与实用性

来看"当前各地幼儿园开展的相关游戏活动"普遍存

在着以下多个方面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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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忽视本土文化

本土文化是一个地方的文化根基"具有历史性&

传统性&地域性"其精华汇入中华文化的大流"共同

组成灿烂文明的民族文化'我国传统民间游戏根植

于本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传承演变"一部分因丧失

其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根基而归于消亡"也有一部

分来自民间&来自大众&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与儿

童的现实生存状态紧密相连"并让其喜闻乐见的游

戏活动"应该在幼儿园教育中得到很好的继承与

发展'

#二$游戏千篇一律

幼儿园游戏无创新&无趣味&不实用"一些幼儿

园的确也在坚持开展游戏活动"但这些,木头人-,三

个字-等千篇一律的游戏周而复始的玩着"没有创

新"幼儿玩起来如同嚼蜡"教师只是形式化的带着幼

儿消磨着规定的游戏时间"为了游戏而游戏"孩子体

会不到真正的快乐"对幼儿的发展也起不到实际意

义上的作用'

#三$过于强调安全

一些教师出于对幼儿安全的过分担忧"不敢放

手让幼儿自主游戏&自由探索&充分活动"对幼儿的

行为进行过多的控制&限制和干预"这种过度保护恰

恰阻碍了幼儿运动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和其他相关

能力&品质的发展'

#四$时间难以保证

一日活动中"一些幼儿园的户外游戏时间达不

到要求的时长"幼儿游戏的兴趣刚刚被调动起来"活

动就结束了"难以达到充分身心放松的效果'

#五$场地不够规范

很多幼儿园将幼儿园用地大部分都盖成教学楼

和辅助用房"给幼儿留出的活动场地极为有限"这样

会使户外游戏的质量尤其是活动的强度得不到保

证"在场地建设方面也有着标准不够与规范性不足

的问题'

三"利津游戏创新的启示

#一$牢固树立兼具本土化与全球化的游戏理念

人的教育最根本的特点在于文化的教育而非其

他"否则"人类的个体就不能成为人类群体中的合格

一员'人类的新生一代在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

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亦是文化的学习'德

国教育家第斯多惠主张教育不仅仅要顺应儿童的身

心发展规律"还应关注社会文化"尤其应关注本民族

文化和当地文化'儿童游戏与人类的文化有着天然

的联系"一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亦与其游戏密不可

分"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更受到游戏因素的影响'

在民间游戏中儿童更能得到自身民族文化的熏陶"

并在轻松愉快的游戏过程中认识&了解&学习和掌握

本民族文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游戏可以说既是

儿童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活方式"又是儿童成长的文

化历程'游戏更能体现他们成为民族共同体合格一

员的内在发展需求的独特文化生活方式"是儿童内

心最真诚的呼唤'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启蒙教育&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充分利用社会

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

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

感'本土化游戏立足于幼儿园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和自然环境"在幼儿园教育经费不足&教学设备差和

活动设施少的困难下更好地将自然资源巧妙地融于

区域活动之中"将当地自然乡土&废旧材料的合理利

用"努力做到,就地取材&变废为宝&一物多用-"玩出

劳动人民生活中的朴实与精华'儿童是社会的儿童

亦是世界的儿童'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并不允

许幼儿园游戏固步自封"幼儿园游戏的必须兼具全

球化理念与本土化理念"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幼儿园

游戏活动的时代创新'

#二$注重游戏活动材料和场地的自然童趣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指导幼儿利用身

边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手工艺品等来美化

自己的生活或开展其他活动-

.

%

/

!"

'为幼儿提供丰

富的游戏材料"是保证幼儿游戏顺利开展的必要条

件'在游戏中"教师为幼儿提供的材料是幼儿日常

生活中接触到最多&最熟悉不过的本土化材料"不仅

丰富了幼儿游戏的内容和形式"还可以激发幼儿的

游戏动机和游戏构思'

幼儿游戏的材料应回归自然"注重当地自然乡

土&废旧材料的合理利用'本土化游戏材料的收集

应因地制宜'准备的游戏材料尽可能是来源于身边

的&利于收集又是幼儿所熟知的材料"游戏材料的投

放要有针对性'第一"材料投放要有一定的结构"暗

含教育目标与内容"这样能带给幼儿各种各样的刺

激"激发幼儿主动探索的兴趣'第二"要为不同年龄

段&同一年龄段不同发展层次的幼儿"提供不同层次

材料'材料是与游戏紧密相连的"幼儿在游戏的过

程中"会直接感受到内在生理体验"以及由这种经验

引起的外在物理经验'不同的时期"会产生不同的

体验和经验"建构不同的知识"获得不同的发展'总

之"教师应根据游戏的发展不断补充本土化材料"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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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邢薷匀%利津游戏基本特征及其创新启示

予幼儿尽可能多的选择机会'

满足幼儿使用的游戏场地应保证有良好的日照

和通风条件"场地布局应进行合理的功能分区"建议

采用硬质地面"以保持地面干燥"场地边缘可设置沙

坑和自然角'对于攀爬类&平衡类&冒险类游戏区

域"建议采用软质地面"以保证幼儿跌在地面后不至

于摔伤'有条件的在场地角落应设置小亭&花架纸

类的增加环境的趣味性'

#三$注重游戏活动中幼儿自主性和创新意识的

激发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

造就能创新的而不是简单重复前人所做过的事的

人'动手实践机会和能力的缺乏"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我国幼儿创新素质的发展'角色游戏的过程是创

造&想象的过程"游戏中替代物的使用"就要运用创

造性设想'在游戏的过程中"幼儿对于成品玩具或

教师自制的仿真玩具只有短暂的兴趣"如果在游戏

中只投放半成品"将原本要制作成品玩具的用材"如

纸&泡沫塑料&海绵块&彩带&吸管&各种碎布&花片等

分放在活动室"鼓励幼儿动手寻找&制作自己需要的

材料"大胆想象&创新"在这样的制作过程中"幼儿动

手动脑的习惯和能力会逐渐发展"创新意识也会逐

步强烈'

杜威强调,教育过程是儿童和教师共同参与的

过程"也是真正合作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在游

戏过程里"教师应是游戏伙伴"不是,自上-的指导

者"首先要尊重幼儿的游戏意愿'在教育的范畴里"

游戏意味着教育的要求与幼儿的意愿是紧紧联系在

一起的'在角色游戏中无疑应以幼儿为主体"教师

只是主导'而不应该让,主体-成了表演的工具"教

师想好主题&定好情节"幼儿只是按规定去表演"整

个过程中"教师的干扰太多"幼儿难有发挥的余地'

当幼儿自发进行有主题&有情节&有趣味的游戏时"

教师不妨,静观其变-"不要任意打断&介入"应让幼

儿的游戏在愉快&自由的氛围中发生&发展&结束'

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指出%,小孩子喜欢游戏"

但更喜欢游戏的成功'这是因为游戏的成功一方面

给幼儿带来愉悦"另一方面还可以得到父母&教师&

同伴的赞许'-幼儿在活动过程中能得到强烈的情感

体验"当幼儿克服困难"学会某种动作"得到了同伴&

老师的认同后"他们会产生一种喜悦的心情"感受到

了自己的进步"从而增强了自信心"在以后的活动

中"当他们再度面对困难时"他们便不再会畏缩不

前了'

#四$注重游戏活动过程中幼儿学习能力的培养

游戏品质的提升"需要给儿童提供一个自主创

造的空间"同时又离不开教师的有效指导"这就需要

把二者有机结合'幼儿在游戏中玩耍就是学习"游

戏回归幼儿园意味着回归教育的本义"因为游戏唤

醒幼儿并使之意识或体验到生命的存在意义"进而

在游戏中不断丰富完善,游戏-"并在游戏的滋养中

健康成长'儿童将在游戏中不断形成新的看法"接

触新的形象"体验新的感觉"产生新的愿望"参与新

的冲突"并从中不断产生新的理解'

游戏怎么玩2 教师如何介入2 其根本都是为了

幼儿的发展"在不同的游戏中"教师要鼓励幼儿运用

丰富的游戏材料玩出有创造力的玩法"需要根据具

体的实际情况和幼儿的发展水平选择合适的指导方

式'让幼儿参与到游戏中不但是让其体验游戏的快

乐的"还是让幼儿从中得到成长与发展的"例如涉及

到基本动作规范性"包括孩子身体保护这样的游戏"

在导入阶段和基本动作学习阶段是需要高结构规范

化的学习的"掌握规范动作后再去自由游戏"对孩子

起到保护作用'这种能力是带给孩子游戏中快乐的

前提和保障"当然是需要学习的"所以"快乐和学习

在游戏活动中是相互融合的"这样的游戏才是具有

实用性的'在实践当中"游戏组织时间的长短"组织

当中的规则怎么给孩子"给孩子什么样的规则"组织

结构型的问题"包括游戏的发起"游戏当中幼儿如何

去工作"怎么去互动与介入也需要教师深入去研究

和思考'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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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熊伟老师在,利津游

戏专题学术报告会-上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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