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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游戏研究述评

我国近年来幼儿园游戏分享环节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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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游戏分享环节是游戏结束后教师与幼儿一起交流&沟通&分享游戏经验的活动"是完整游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帮助幼儿梳理提升经验及提升游戏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我国,游戏分享-之名的由来&游戏分享环节的价值&游

戏分享中教师的角色和游戏分享环节的开展等四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在幼儿园游戏分享环节问题上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梳

理其研究趋势"为今后我国幼儿园游戏分享环节的相关研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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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幼儿较少受外界影响"因

此"每一个幼儿会表现出最自然&纯粹&天真和无邪

的状态"这一阶段的幼儿也是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探

索着属于他们的未知世界'

.

#

/游戏分享活动是一个

具有多种价值的综合性活动"教师可采用多种形式&

运用有效的回应语言促进幼儿分享经验"游戏分享

的过程就是对话的过程'因此"在游戏分享中要构

建开放的对话环境"充分尊重幼儿的兴趣和想法!保

证分享讨论的深入性"促进幼儿经验的内化!提供有

准备的环境"丰富幼儿的游戏体验'

一"我国(游戏分享)之名的由来

在我国",游戏分享-最初被称为,游戏评价-&

,游戏讲评-和,游戏点评-等"有研究者认为游戏后

的评价或讲评是教师在游戏中发挥领导和主导地位

的一个方面'邱学青把自主游戏结束后的环节称为

自主性游戏讲评"并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指教师基

于对幼儿自主游戏的观察和了解"引导幼儿就方才

的游戏活动进行讲述&讨论&分析"帮助其将游戏经

验化零为整"分享成功经验"修正错误经验"并找出

存在的问题"从而为下一次自主性游戏的开展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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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杨红岩%我国近年来幼儿园游戏分享环节研究综述

材料&经验等方面的准备'-

.

!

/显然"这一定义己经开

始注意幼儿的讲评主体地位"同时"她还详细阐述了

使用,讲评-而不用,评价-的原因",评价-强调的是

教师的权威性地位"教师与幼儿是一种单向的,评-

与,被评-的关系!,讲评-则是双向的"即讲讲评评"

是教师与幼儿双向的活动"可以主要让幼儿,讲-"让

幼儿,评-"教师只作,引路人-"让幼儿成为讲评的主

人'可见"从,游戏评价-到,游戏讲评-不仅仅是名

称的改变"从中也可看到教师权威地位的动摇以及

幼儿主体地位的萌芽'

!#

世纪以来"代替以前的,游戏评价-和,游戏

讲评-"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概念"如,总结讨论-&,分

享交流-&,自主交流-&,交流活动-和,游戏分享-等"

这些新概念的产生也预示着游戏分享环节中幼儿地

位的改变和一种新型师幼关系的形成'韩承义&茅

红美&徐则民提出自由交流是自主游戏的结束环节"

,这一环节中教师指导的关键在于引导幼儿自发地

进行交流"积极地表达情感"共解难题"共享快乐"为

幼儿提供充分的表现&交往和学习的机会-

.

%

/

'刘焱

指出游戏结束后应该组织幼儿进行讨论%,讨论的过

程是经验分享的过程"也是引导幼儿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过程-

.

&

/

'桂青红&王春燕把区域活动结束后

的环节称为区域活动的分享交流"此时教师和幼儿

围坐在一起或者幼儿分散在各自活动的区域"幼儿

之间交流活动的,成果-"分享各自的经验'顾春燕&

王晨蕾把游戏结束环节称为自主交流"与过去教师

面向幼儿的自上而下的交流不同"自主交流强调幼

儿作为游戏的主人"强调幼儿与游戏同伴之间自由

的交流'郑晓玲把游戏结束的环节称为游戏分享环

节%,游戏分享环节即过去我们常说的游戏讲评"是

让孩子互相交流&共同分享游戏经验"分析讨论游戏

中出现的问题的过程"它是推动孩子游戏发展的重

要手段之一'-

.

A

/徐则民把游戏结束后的环节称为交

流活动&游戏交流或者分享交流活动"游戏结束后幼

儿可能还意犹未尽"沉浸在游戏的快乐之中",教师

完全可以将游戏后的分享交流看作是幼儿游戏的一

部分"延续幼儿在游戏中的那份自主与快乐"让幼儿

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想怎么聊就怎么聊-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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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讲评-和,游戏分享-两个概念代表两种不

同的儿童观和教育观',讲评-着眼于,评-"是以教

师为主导对幼儿游戏行为进行价值判断"这时幼儿

往往是被动的"而,分享-则是师幼共同交流&讨论游

戏中的情感体验&问题冲突&情节事件等"幼儿是主

动的'

.

?

/黄进提出,分享-这一新概念的产生使传统

的师幼关系具有了以下新的倾向%师幼平等的伙伴

关系&教育过程和目标并重&开始注重情感的体验'

,游戏分享-这一概念出现的同时"仍有一些研

究者习惯采用,游戏讲评-&,游戏评价-等概念"但从

其研究内容可看出,评价-&,讲评-的内涵已发生了

很大变化'刘志清指出角色游戏讲评的五个转变%

从随意性到目的性的转变!从重结果到重过程的转

变!从重技能到能力与技能并重的转变!从教师包办

到师幼共评的转变以及从讲评方式的单一化到多样

化的转变'一些研究者在幼儿园实践中强调幼儿作

为游戏评价的主体地位"把游戏评价看作幼儿与教

师&幼儿与幼儿之间相互分享和相互交流的过程'

综上所述"国内游戏分享环节之名是从最初的

,游戏评价-&,游戏讲评-到,总结讨论-&,自主交流-

等概念逐渐发展而来的"从这些概念的转变中能看

出教师观念的不断改变"从最初教师主导游戏评价

到教师权威地位的动摇再到现在逐步认识到幼儿在

游戏分享中的主人地位'

二"游戏分享环节的价值

根据高宽课程的相关理论"回顾时间的存在具

有重要价值"首先"促进幼儿思维&语言及读写能力

的发展!其次"帮助幼儿回忆&反思和应用己经学习

的经验!再次",儿童是叙述者"他们也是明星-

.

$

/

"当

幼儿能够接受同伴对自己回忆的补充"并能充实同

伴的讲述时"回顾成为一种分享!最后"回顾作为计

划333工作333回顾过程的一部分"能够促进相互

依赖的师幼关系的形成'在项目活动中"幼儿回顾

和分享经验的活动不仅在项目的开始和探索阶段占

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项目的结束也具有很大的价

值'这种分享能够帮助幼儿在与同伴&教师和家长

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内化新经验"增强幼儿的自信

心"培养幼儿反思的良好习惯'高杉自子提出%,在

游戏中获得的感动与发现不应该只停留在个体内

部"而应该有共同的分享者'正是由于有共同分享

者的存在"即有接纳自己在游戏中获得的感动与发

现的同伴或朋友"孩子才能够不断地开展新的游戏"

进行新的挑战'

.

E

/根据对国内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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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者认为游戏分享活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

首先"游戏分享活动对游戏本身的价值'一些

研究者指出游戏后的分享与讨论有利于教师发现游

戏中的问题"有利于后游戏活动的开展'如"研究学

者平婷讲到游戏分享对整个游戏过程来说具有画龙

点睛的作用"能够激发幼儿下次参与游戏的兴趣"解

决游戏中的问题'缪维缨还指出有效的角色游戏讲

评能够,让游戏主题和情节的发展与幼儿综合能力

的发展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上升过

程-

.

#"

/

'

其次"游戏分享活动对于幼儿发展的价值'邱

学青指出自主游戏讲评具有以下价值%第一"帮助幼

儿整理&分享经验"丰富游戏内容!第二"激发幼儿参

与游戏的积极性"培养自信心!第三"促进幼儿语言&

思维&品德等综合能力的发展'吴远扬认为"教师在

评价中对幼儿创造性行为表现的鼓励和表扬"有利

于幼儿游戏鉴赏能力的提高!万绍和指出游戏分享

活动能够加深幼儿对游戏的兴趣!平婷认为游戏分

享对幼儿良好品质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邱学青提

出%,教师每次在游戏结束后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可以引导幼儿抒发游戏中的情感体验"更重要

的是能帮助幼儿在相互的对话&讨论中"使自己所获

得的零散经验得以系统化"在相互学习中建构新的

经验和知识'-

.

##

/徐则民&洪晓琴认为游戏交流可以

帮助幼儿整理经验&扩展经验&纠正错误等!汪天水

提出了角色游戏和结构游戏对幼儿语言&思维&角色

采择能力&审美以及数学认识等方面具有教育功能"

并分析了游戏分享对不同年龄段幼儿的教育效果!

沈丹从经验分享&问题解决&情感体验三个方面论述

了中班创造性游戏的功能'邱学青指出%,在游戏的

氛围下"幼儿想说&愿意说&敢说&喜欢说"在与同伴

教师交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了通过语言获

取信息&理解他人&组织自己想法的能力"养成了学

会倾听&学会表达的良好习惯'-

.

#!

/

再次"游戏分享活动对良好师幼关系建构的价

值'桂青红&王春燕提到分享交流活动能够帮助教

师了解幼儿"为下次活动的展开和更好地指导幼儿

提供依据!戚燕华认为在游戏分享这种平等的交流

活动中",师生共同参与&汇集活动信息&交流活动经

验&一起解决困惑"还能够共同分享彼此的快乐"激

发幼儿学习生活的兴趣-'

.

#%

/

最后"游戏分享活动能够促进游戏和教学活动

地融合'邱学青指出"在游戏后师幼围绕一个或几

个幼儿共同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对话",不仅使全体幼

儿在同一情景中学习了彼此的经验"而且节省了教

师重复劳动的时间和精力"达到了游戏与教学活动

相融合的效果-'

.

#&

/姜娟芳指出"游戏分享活动更是

游戏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是游戏中凌驾于形式与

内容之上的灵魂与生命力"是人真正掌控自身活动

自由的生命状态"它也应当成为贯穿全部幼儿教育

实践和所有活动环节的主线'

.

#A

/

三"游戏分享环节的开展

在高宽课程的回顾时间"幼儿在小组内部与教

师或者同伴讲述自己的游戏故事"时间一般为
#"

3

#A

分钟"幼儿不仅可以用语言"还可以用图画和手

势讲述他们的故事'瑞吉欧课程强调有效的记录可

以帮助幼儿回顾他们的想法"记录的内容包括幼儿

活动的图片&幼儿的话语以及教师的注解'方案教

学的五种结构性活动形式之一就是,发表-"即让幼

儿回顾自己与主题相关的经验"并用语言&图画&符

号&戏剧表演或者模型制作等方式与教师&同伴&家

长进行交流和分享'

根据对国内研究文献的梳理"关于游戏评价和

游戏讲评的文献最早出现于
#E$"

年.

#C

/

"笔者以

!""#

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为界"把研究

内容分为两个时期"即
#E$"@!""#

年的教师主观评

价和讲评时期以及
!""#

年以来的游戏分享时期"两

个时期游戏分享的重点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教师主观评价和讲评时期

这一时期专门研究游戏评价和游戏讲评的文献

较少"只能在一些关于教师游戏指导的文献中找到

有关内容'这一时期重上课轻游戏的思想仍根深蒂

固"游戏评价的重点是评价游戏的,好与坏-&,像与

不像-'另外"在这一时期游戏评价的价值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丁海东&华爱华认为不必每次游戏结束

后都开展游戏讲评"可根据游戏情况酌情进行'

丁海东认为教师在结束游戏时要组织儿童评论

游戏"可以是教师儿童共同参与的"也可由教师讲

评",主要是对游戏的内容和儿童的表现进行简短

的&恰当的评论"及时表扬表现好的儿童和水平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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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也要指出游戏中的不足-

.

#?

/

'有研究者指出

教师要发挥自己在组织和指导游戏中的主导作用"

在游戏结束后"教师应及时对游戏进行评讲"鼓励玩

得好的幼儿"指出不足之处"为下次游戏提出要求'

闵传华指出教师在游戏评价时要针对幼儿在游戏中

的表现提出批评与意见"教师可以这样评价%,今天

玩具电视机厂造的电视机不合格"底座是歪歪斜斜

的-

.

#$

/

'刘俐敏指出"游戏讲评中,幼儿讲评的比例

偏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够44幼儿看问题的

深度&广度均有限"因此"若以幼儿的评价为主则难

免会出现不全面不准确等问题-

.

#E

/

'郝和平指出出

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由于成人对幼儿游戏过多

的干预"成人片面地将自己的思维凌驾于幼儿的思

维之上"使游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导致教师,对角

色游戏的评价不是看幼儿的角色体现"对物品的假

想"对游戏和动作&情景的假想中是否表现出主动性

创造性"而是注重游戏场面的热闹"玩具的逼真"内

容的完整等-

.

!"

/

'

#二$游戏分享时期!重视幼儿的体验%研究内容

更加丰富

随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颁布"中

国学前教育在新政策的指导下逐渐步入新的发展方

向'正如刘焱和冯晓霞所概括的那样"当今中国学

前教育新方向的重点是%,0尊重儿童1&0主动学习1&

0个性化的教学1&0以游戏为主的教学1和0通过日常

生活教学1-'

.

!#

/这一时期的研究出现了以下新的特

点%第一"游戏分享中对幼儿主体地位的尊重!第二"

教师在组织游戏分享环节时开始考虑不同年龄幼儿

的特点!第三"游戏分享的灵活性和科学性不断

提高'

#=

关于游戏分享的内容选择的研究

邱学青详细阐述了游戏分享内容和目的%一是

将新出现的创意及成功的体验提供给幼儿分享"鼓

励幼儿的创造性思维"注重幼儿发现问题能力的培

养%二是将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矛盾的焦点"提供给

幼儿讨论"鼓励幼儿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注重幼

儿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

##

/黄进认为%,分享的不仅

仅是知识和经验"还有情感'与幼儿共同感受创造

的快乐&交流的愉悦&表达的舒畅"是分享的核

心'-

.

!!

/倪焱翩指出能够激发幼儿交流分享的关键

信息主要包括自然知识&人文情感&人际交往和热点

话题!邱惠评认为教师所选择游戏交流分享内容应

具有以下特点%符合幼儿,最近发展区-的内容"大多

数幼儿广泛认同和感受的内容"能通过共享经验解

决的内容!孙晓红认为有价值的分享内容是幼儿的

品德和行为习惯&幼儿创造性的表现&幼儿点滴进

步&幼儿没有正确反映的生活经验等!陈少敏提出适

合集体分享的个人经验还应具有趣味性'汪天水根

据问卷调查得出"教师在游戏分享时最关注的内容

是%游戏中的困难&新材料的使用及经验的提升'沈

丹根据观察发现"中班创造性游戏讲评内容主要是

角色职能和社交规则等'

!=

关于游戏分享具体策略的研究

首先"教师要灵活地选择游戏分享的活动形式'

邱学青认为教师在游戏结束后的讨论中可以利用以

下方法%绘画描述法&情景讲述法&角色反串法&谈话

法&网络式游戏评价!郑名提出了反映式&交往式&情

感式&创造式和参与式五种游戏评价的方式!黄进认

为游戏分享应该是灵活的"可以是个别人之间的"也

可是小群体的!可以是语言交流的方式"可以是表情

姿势&身体接触的方式"也可以是欣赏作品等方式'

桂青红&王春燕指出区域活动分享交流的方式不仅

可以是小组型和集体型"甚至还可以是全园型的'

洪燕娟提出可以先请,小老师-点评"再进行集体评

议"还可结合自我评议的评价方式'徐则民&洪晓琴

认为%,为了使幼儿都能充分参与游戏分享活动中的

交流讨论"很多时候教师还可以组织小组形式的交

流讨论-

.

!%

/

'陈俞英认为教师可以根据游戏情况灵

活地选择以下三种空间位置%集中评价式&原位暂停

式&随机流动式"其中原位暂停式是当游戏中出现突

发事件时采用的方式'另外"钱晶莹指出教师可灵

活选择再现式&抛接式和呼应式三种游戏评价方式'

范秀娟指出游戏分享的重点是幼儿游戏中的快乐情

绪"不应拘泥于具体的分享内容&分享位置或者分享

方式'周科认为对于建构游戏"采用实地参观的策

略更有效'林少玲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分享方式"周

一至周四分区域就地讲评"周五选择典型事例进行

集体讲评'

游戏分享一定要在游戏结束后进行吗2 对于这

一问题"黄进&洪燕娟认为游戏分享在游戏开展前&

游戏过程中&游戏结束后都可进行'陈晓娟指出在

游戏过程中教师可以以游戏者的身份对幼儿游戏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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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指导"避免游戏结束后由于幼儿的遗忘或者表述

不清而脱离真实场景的讲评!戚燕华也指出游戏过

程中的讲评不仅可以避免幼儿遗忘游戏中的行为"

还能为幼儿提供情感性鼓励和技艺性帮助'

其次"教师要鼓励更多的幼儿参与游戏分享'

郑晓玲认为教师应注意提高游戏分享的实效性%,一

对
6

-的师幼互动方式代替传统的,一对一-的师幼

互动方式"教师可利用猜谜等游戏的方式扩大互动

的范围'牛万花认为教师应该转变游戏分享理念"

除了从,一对一-的对话到,一对全体-的对话转变

外"还要变师生关系为伙伴关系"变师幼互动为幼幼

互动'徐则民指出教师可以通过多鼓励表达&多呈

现过程&多创造机会让更多的幼儿参与其中',调动

所有幼儿0动脑1和0动嘴1是重中之重44有经验的

教师在组织大年龄幼儿交流时"总是眼观六路耳听

八方"时不时地抛出这样的问题%听明白了2 他说了

几件事2 谁还记得第二件事2-

.

C

/钱敏&郑晓玲提到

教师可利用儿歌或者适当留疑的方式结束游戏"激

起本次游戏对下次游戏的期待'

再次"推动游戏的进程和幼儿经验的提升'徐

则民指出教师要时刻牢记课程目标"在游戏分享时

通过捕捉闪光点&聚焦矛盾点&诠释未知点"适时推

进游戏的发展'邱学青提出教师可利用辅助对话的

策略帮助幼儿不断提升和扩展经验"使幼儿个体的

经验扩展为集体经验'她还提出%,教师通过0是什

么10为什么10怎么办1等问题"让幼儿充分表达自己

的看法"帮助幼儿学习掌握比较复杂的认知策略"促

使幼儿成为一个自我发展的问题解决者-

.

##

/

'邱学

青认为一次游戏分享活动应该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深

入讨论"长此以往幼儿的经验就能不断丰富'倪焱

翩提出教师要努力挖掘角色游戏交流的深度"培养

幼儿关爱&谦让&分享的良好品德"帮助幼儿建立良

好的生活习惯"促进幼儿规则意识和合作意识的形

成"注重个性化发展'缪维缨提出两个有效讲评的

前提%,心中装着明确具体的游戏目标"眼中有着鲜

活真实的游戏过程-'

.

##

/

最后"游戏分享中教师语言的合理利用'于向

阳指出教师在游戏分享时要避免语言的单一空洞"

根据幼儿的游戏情况"用灵活多变的语言对幼儿的

游戏进行总结'夏青指出教师要以自然提问过渡游

戏情节"老师在设计讲评时要巧妙提问引出第一个

人的讲评"从第一个人的回答中再寻找切入点设计

提问"自然过渡到下一个问题的讨论"引出下一个人

的讲评'

.

!&

/平婷指出教师在游戏分享时可以利用开

放式提问和启发式提问"引发幼儿对游戏的思考'

另外"在游戏分享过程中教师要时刻谨记自己

面对的是幼儿'邱学青指出在游戏结束后的讨论

中"教师需要铭记以下三点%,幼儿是讨论的主人"游

戏本身没有好与坏之分"每次讨论要有重点-

.

!A

/

'

平婷指出教师要做到以下,三个避免-%,重视幼儿在

游戏中的参与性&兴趣与习惯等因素"避免0一刀切1

式的评判!重视幼儿个体纵向发展的差异"避免横向

比较!重视幼儿主体显性地位"避免0自我控

制1型'-

.

!C

/

%=

关于不同年龄班游戏分享环节组织方式的

研究

小中大班幼儿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年龄特

点"教师在组织游戏分享时要考虑到这些不同'在

分享环节的时间方面"徐则民&洪晓琴认为小班应在

A@#"

分钟左右!中大班可随机把握"大约
#A@!"

分钟'

在各个年龄阶段的分享内容方面"孙晓红提出

教师在角色游戏结束时的指导要充分考虑幼儿的年

龄特征%,对于小班来说"重点是培养幼儿良好的游

戏习惯!对于中班"重点是引导幼儿反思"加深幼儿

对角色及其关系的理解"促进其社会交往能力的提

高!对于大班"重点是引导幼儿反思游戏主题及内容

的深度"提高幼儿角色扮演的创造性和自我评价能

力'-

.

!?

/谭静指出关于游戏评价的重点%小班是幼儿

对角色本身的把握"中班是角色之间的交往"大班是

角色的创新'

在游戏分享的具体方式方面"苏靓做了详细的

阐述"对于小班幼儿"教师可以采用情景再现的方式

帮助幼儿回忆游戏情节"重点让他们学习一些简单

的交往技巧!对于中班的幼儿"教师可以采用照片回

顾&幼儿讲述&实物观察等形式"针对事先捕捉到的

游戏热点"组织幼儿分享交流游戏经验!对于大班幼

儿"教师可以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引导幼儿讨论&

解决游戏中的问题'刘雅琴详细阐述了适合大中小

班幼儿年龄特点的游戏讲评方式%照片回忆法&录像

呈现法&成果参观法&情境表演法和奖励法适合小班

幼儿!分享交流法&记录讲评法&评选激励法&同伴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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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杨红岩%我国近年来幼儿园游戏分享环节研究综述

选法等适合中班幼儿!同伴互评法&新闻播报法和采

访分享法适合大班幼儿'周科指出,抽丝剥茧-策略

比较适合于小班幼儿"所谓,抽丝剥茧-策略"就是在

游戏评价中层层剖析"步步引导"细致分析幼儿在角

色游戏活动中的游戏情况"从而让孩子能更好更快

地投入到整个游戏活动中来'

.

!$

/在游戏分享的师幼

互动方式上"陈俞英认为对于小班幼儿"应采用师幼

互补式交流"中大班幼儿更适合问答式互动交流'

另外"缪维缨还指出中大班的幼儿可以在游戏过程

中采用语言或记录的方式进行及时互评'

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在游戏

分享环节的组织与实施方面"已有研究者从分享内

容的选择&分享的具体方式以及不同年龄班的游戏

分享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有关的阐述"但是"缺少对游

戏分享的时长&内容&策略和价值的系统阐述"对师

幼言语互动的论述过于笼统'

四"游戏分享环节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邱学青指出%,游戏结束后"教师引导幼儿一起

讲评游戏也是既定模式进行"注重将现成的答案告

诉幼儿"忽略幼儿对过程的体验-'

.

!E

/黄进指出教师

很少参与幼儿游戏"更多的是以教师或者旁观者的

角色指导游戏和提供相应的帮助'在评价游戏时"

,教师往往更多地在纪律和游戏成果上花较多时间"

有时候教师游戏后的讲评竟达
#A

分钟之久"从表

扬&批评到重申规则"甚至惩罚-'

.

%"

/刘焱指出教师

在游戏结束之后的总结评价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

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主要存在,教师

问个别幼儿答-和,教师问集体幼儿答-两种师幼,问

答-方式"幼儿很少有机会进行,发问-!第二"教师评

价的内容更多的是具有,有形的-成果的美工活动和

建构活动"很少指向角色游戏'华爱华指出游戏分

享的两个问题%一是问题都是教师提出的!二是教师

忽视了大中小班的年龄差异"游戏分享时提问相同

的问题'缪维缨指出目前角色游戏讲评主要存在以

下三个现象%角色游戏讲评只是停留在分享经验的

层面"而没有能够提升和发展经验!游戏讲评都是在

游戏后进行"很少在游戏过程中进行游戏互评!讲评

时面面俱到"缺乏重点'邱学青指出教师在引导幼

儿谈论游戏时"主要存在评判是非型&总结概括型&

陈述答案型&解决问题型和分享经验型五种形式"前

三种形式教师仍居于权威的主人地位",其最大的缺

点就是过分追求游戏的教育功能"没有充分调动幼

儿的主动性&积极性"这严重违背了游戏自身的特

点-

.

!E

/

'王春燕"秦元东认为分享交流中的常见问

题包括%泛泛而谈型&喋喋不休型和一味肯定型'倪

焱翩认为角色游戏交流活动中存在两种症状%,一是

幼儿泛泛而谈"信息交流无共鸣&无重点"导致交流

没有乐趣&无法理解!二是教师缺少对信息的判断能

力"导致交流无准备&无条理&无深度'-

.

%#

/牛万花指

出游戏分享中的,冷场-问题"即在游戏分享时教师

只与少数幼儿进行交流"大部分幼儿要么无所事事&

心不在焉"要么,蠢蠢欲动&东张西望-

.

%!

/

'李晓君

指出角色游戏评价存在,评价倾向成人化"没有童

趣-的问题.

%%

/

'

五"已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及

趋势

#一$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对以上研究内容的梳理"游戏分享环节的

开展主要存在下四个问题%

第一"教师在游戏分享中的权威地位根深蒂固!

第二"教师提问过度程序化"以致使游戏评价浮于表

面"教师经常这样提问%,今天游戏中玩的开不开心

啊2-&,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2-"这些程序化的问

题只能引起师幼之间的简单交流"分享看似热闹"实

际上缺乏教师的理性指导"幼儿经验无法得到提升!

第三"教师试图做到面面俱到解决游戏中出现的所

有问题"在有限的时间内往往只能蜻蜓点水"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第四"游戏分享时总有部分幼儿游

离于分享交流之外"难以让全部幼儿参与进来'

#二$未来研究方向和趋势

国内研究中"从,游戏评价-&,游戏讲评-到,游

戏分享-的转变可以看出教师观念的不断更新及游

戏分享中幼儿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很多学者和一

线教师对游戏分享环节的概念&开展形式及分享的

价值做出阐释"但是"多以策略和建议的形式出现"

研究内容相对零散"系统性较欠缺'

有些方面的研究内容很重要"但是己有研究没

有涉及这些内容"这也是今后关于幼儿游戏分享研

究的新趋势%

#=

游戏分享内容涉及的领域经验'游戏分享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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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围绕幼儿的游戏展开的讨论"但是游戏分享中

的讨论是否可以实现对幼儿领域经验的渗透'

!=

游戏分享环节中教师回应语言的运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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