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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开发利用民间游戏时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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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民间游戏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和教育价值"是一种独特的课程资源%由于幼儿园对民间游戏的认识不够深入$

没有建立整合实施方式的运行机制$对改编游戏的积极性不够$对自身角色定位不明确"当前幼儿园开发利用民间游戏时存

在内容选择不够丰富$实施方式分散$改编力度不够$材料制作过于成人化等问题%为改善这一现状"幼儿园应该挖掘各种民

间游戏资源$综合利用多种活动整合民间游戏$根据课程目标对民间游戏进行适当改编$让幼儿积极参与民间游戏材料制作"

以更好地实现民间游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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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游戏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

鲜明的民族性$生活性$趣味性等特点%它具有独特

的地方生活气息"承载了厚重的地方文化底蕴"是向

幼儿展示地方文化$使幼儿传承传统文明的重要途

径%民间游戏对幼儿理解群体文化"促进幼儿身体

发展"提高幼儿社会化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

#

.幼儿园

应充分开发利用民间游戏"将其纳入幼儿园课程资

源体系"充分发挥民间游戏的教育功能%

一"民间游戏概述

#一$民间游戏概念

对于民间游戏"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

都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概念界定%目前普遍认同的

观点"是民俗学者乌丙安先生的主张#民间游戏俗称

+玩耍,"它普遍流传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在

少年儿童游戏和成年人节日的娱乐节目中比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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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游艺民俗中最普遍$最有趣的娱乐活动%

-

!

.

#二$民间游戏分类

#@

根据领域目标分类

白以娟老师将民间游戏根据领域目标分为智能

游戏$体能游戏和助兴游戏三种%

-

&

.智能游戏是以训

练和开发人们的智力和技能为目的的游戏活动%智

能游戏小型$灵活$富有趣味性"形式多样"包括两方

面的内容#口头语言表达能力的游戏$数理游戏"例

如"绕口令$七巧板$猜谜语等%体能游戏是以锻炼

和发展少年儿童身体素质为目的的娱乐活动"没有

严格的时间限制和规则"看重的是游戏中的娱乐精

神"以行动见长%例如"捉迷藏$抖空竹$斗草$跳皮

筋等%助兴游戏是流传于民间的"以嬉戏$消遣为主

的娱乐活动"一般是以智力反应和体能动作相互结

合的游戏%例如"猜拳$行酒令$击鼓传花等%

!@

根据民间游戏的性质#用途及发展方向分类

王德刚先生还根据民间游戏的性质$用途将民

间游戏分为日常游戏$交际游戏和产业游戏三种%

-

%

.

日常游戏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在茶余饭后的

空闲时间用于消磨时间$锻炼体能的游戏%例如"黄

鼬抓鸡$猫拿耗子$三国争兵等健身类游戏%交际游

戏是将游戏作为交际手段$用于沟通人际关系$增进

友谊的游戏%例如"古代投壶$行酒令等助兴游戏以

及现在的拔河友谊赛$斗鸡邀请赛等%产业游戏是

具有产业化发展趋势以及已经产业化了的民间游

戏"会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风

筝$斗鸡和赛马等%此外"郭芮溪先生将民间游戏分

为儿童游戏$斗赛游戏$歌舞观赏游戏$季节游戏$杂

艺游戏$智能游戏$驯化小动物游戏$助兴游戏和博

戏九种%其他学者也对民间游戏进行了不同的

划分%

#三$幼儿园开发利用民间游戏的意义

#@

丰富幼儿园课程资源内容

长期以来"幼儿园的课程资源往往只局限于教

材和创设环境方面"教师一般都是根据教材设计活

动并以此来完成相应目标%但是幼儿园课程资源还

包括园外资源和社会资源%民间游戏作为一种独特

的社会资源对幼儿学习民族文化$了解民族传统习

俗$培养民族认同感具有重要的作用%民间游戏种

类繁多"涵盖生活$体育$智能$手工等多个方面的内

容"这恰恰与幼儿园课程的五大领域有很多相似的

地方%将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是丰富幼儿园

课程资源的有效途径"民间游戏可使幼儿在学习的

过程中接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加深对民族传统认

识"充分补足幼儿园课程资源中缺乏的传统文化

部分%

!@

使幼儿园课程的实施方式更加灵活

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获

得知识和经验的方式"主要是直接体验和实际操作%

民间游戏玩法多样$材料简单$一般不对游戏场地作

特殊要求"只要教师安排得当"幼儿可以在一日生活

中随时随地开展民间游戏%教师可以根据民间游戏

的特点"适当对其加以改编"将幼儿园课程教育目标

融入民间游戏"使活动目的在游戏过程中得以体现"

寓教于乐%以开展民间游戏的形式进行课程教学可

以让幼儿在亲自操作材料并与同伴+嬉戏$玩闹,中

获得相关的生活经验"不必仅局限于室内的教学%

&@

使幼儿园课程回归生活

目前多数幼儿园的课程内容缺乏地方特色"统

一的教育内容使幼儿园的课程与幼儿的现实生活脱

节"不利于幼儿获得直接的生活经验%民间游戏有

地方性$生活性的特征"它源自各个民族现实生活"

是人们在生活中根据相关经验创编的游戏活动"富

有浓郁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民间游戏与幼儿的日

常生活联系密切"幼儿可以在进行民间游戏的过程

中丰富生活经验$在亲身体验过程中感受生活的乐

趣"进而获得知识$提高能力"促进幼儿的教育启蒙%

二"幼儿园开发利用民间游戏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一$内容选择不够丰富*多集中在民间体育

游戏

民间游戏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包括智力游戏$

体育游戏等等"如若开发得当"都会对儿童的身心发

展产生深远影响%有研究显示#当下"幼儿园教师难

以从多种多样的民间游戏中开发利用适当的资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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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本原因主要是教师不能够从本质上把握民间游

戏的分类"没有充分根据儿童每个年龄阶段身心发

展特点来选择民间游戏%幼儿园课程分为健康$语

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主要目标是促进幼儿

教育启蒙"使幼儿积累足够的直接经验和感性知识"

为幼儿终生发展奠基%而幼儿教师对民间游戏的选

择多集中在民间体育游戏"对智力游戏和歌谣类的

民间游戏的开发利用少之又少%例如"多数幼儿园

都会引进丢手绢$丢沙包等体育游戏"但七巧板$点

豆豆等益智类和童谣类的民间游戏较为缺乏%

-

G

.

#二$实施的方式分散*游戏失去本来意义

现在"不论是在主题活动$体育活动还是区域活

动中进行的民间游戏"在实施过程之中"老师大多简

单介绍一下规则"让幼儿自行开展"缺乏精心的设计

和有效的组织%这样安排的后果就是使幼儿园对民

间游戏的开发利用只停留在简单的形式阶段"表面

上来看"幼儿确实在进行种类多样的民间游戏"但实

际上民间游戏并没有被当作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来

看待"与幼儿园课程内容的整合不够充分"也没有达

到利用民间游戏丰富幼儿园课程的目的%例如"+打

陀螺,游戏"如果在游戏过程中教师没有进行适当干

预和指导"游戏就会变得没有目标$缺乏计划"那么

游戏的进行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多数游戏材料

都是家长和教师搜集整理的"幼儿潜意识中就会觉

得玩具是自己的"当玩游戏遇到挫折"心情低落时候

就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自己的陀螺"可能会说#+这是

我的陀螺"不给你玩%,这种独占心理的出现"会使幼

儿在同伴交往过程中忽视他人感受"缺乏合作意识"

以至于幼儿不能融入集体%这需要教师在进行游戏

的过程中仔细观察"对幼儿行为进行适当干预和

指导%

#三$开发和创新的力度不够*很少进行适当

改编

教师对民间游戏的利用多采用+拿来就用,的原

则"对搜集到的民间游戏并没有做到+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也没有在与现在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幼

儿园课程相结合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时代性的游

戏%部分民间游戏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应该遭到

淘汰"如+歌谣游戏,中的许多歌谣反应的是上个世

纪社会生活的内容"对现在的幼儿来说已经没有足

够的意义"教师就可以借鉴其旋律对歌词进行适当

改编"使其充分贴合当代幼儿的日常生活%

-

I

.在对民

间游戏价值的挖掘方面"多数老师仅仅利用它的趣

味性来组织幼儿活动"并没有针对其在促进幼儿智

力发展$交往能力培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教师应该

通过改进游戏规则或者童谣等内容进行适当创新"

使之更符合现在的幼儿园教育目标%

#四$游戏材料制作过于-成人化.*幼儿参与度

较低

许多学者提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关注幼儿

游戏必须关注玩具,的观点"可以看出成人是非常重

视幼儿的游戏材料的%但是"重视幼儿游戏材料"并

不是意味着"成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幼儿

制作$筛选材料%民间游戏不仅仅是游戏"它还包括

幼儿对自然物的改造和创造"成人代替幼儿制作的

材料无法完全体现该材料应有的意义%幼儿可以在

自主选择材料"重组材料中发展自身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当前幼儿园民间游戏材料大多是由教师和家

长制作或者购买"儿童自己作为参与主体自行制作

的游戏材料几乎没有%也许"在材料中成人赋予其

很多的意义"出发点是为了促进儿童更好地发展%

但是这些材料是否符合幼儿的需要"能不能在尊重

幼儿主体性的基础上促进幼儿发展是不得而知的%

三"幼儿园开发利用民间游戏的影响因

素分析

#一$对民间游戏认识不足*缺乏与课程整合

观念

民间游戏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格多

样的民间游戏来自于不同地区的文化风貌%教师在

搜集民间游戏时"往往局限于自己熟悉的或者在自

己所在地域比较流行的游戏"并没有对民间游戏的

分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此外"教师不能从课程方

面出发"将民间游戏看作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资源"

也缺乏灵活地将课程与游戏相互结合并加以整合的

观念%幼儿园课程包括五大领域"每个领域都从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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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角度出发促进幼儿身心的全面发展%教师可以

从五个领域不同的目标出发"收集整理多种类型的

民间游戏%

#二$没有建立整合实施方式的运行机制

课程实施都是在一定课程取向的指导下进行

的"课程观$儿童观以及课程实施方式都会因为课程

取向的改变而发生相应变化%当前"民间游戏作为

一种课程资源在幼儿园中的实施取向大多是忠实取

向"即严格按照民间游戏的本来面目去呈现游戏%

幼儿园关于课程实施取向的研究缺乏"教师不能从

理论层面对开展民间游戏的目标$实施方式$实施过

程进行设计"缺乏从宏观上整合包括幼儿园一日生

活活动在内的多种活动的意识"以至于难以建立将

民间游戏渗透到幼儿园日常活动中的运行机制%

-

A

.

#三$对改编民间游戏投入的精力较少*积极性

不够

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课程管理体制中"大多数

幼儿园都实行国家和地方政府统一制定好的课程内

容和课程计划"教学内容统一"教师并不需要对课程

进行调整"只需要把规定好的课程内容教好就行%

因此"教师对课程资源开发的意识非常缺乏%而民

间游戏作为一种课程资源"多数教师认为其在发展

过程中已有固定的规则"不需要再人为地加以改变%

而且"教师往往很容易忽视民间游戏时代性$地域性

特征"不会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再加上没有与现在幼

儿身心发展特点相结合"以至于教师让幼儿呈现出

民间游戏只是停留在表面"不能探究其开发幼儿智

力$促进幼儿语言发展等方面的独特价值%除此以

外"幼儿教师日常环境创设$教具制作$活动设计等

耗费精力颇多"很少有人愿意再腾出专门时间和精

力去对搜集到的民间游戏进行深入细致的改编%

#四$角色定位不明确*忽视幼儿主体地位

杜威强调在幼儿园教育中"要以幼儿为中心"尊

重幼儿的主体地位%教师仅仅是幼儿的观察者$引

导者%在民间游戏材料制作过程中教师过于强调自

己的主导地位"忽视自己最本质的引导者角色%在

游戏开展过程中多投放已经成型的材料"而半结构

化或天然材料的数量较少"使幼儿没有机会按照自

己的想法来构建自己想要的+玩具,%幼儿是开展游

戏的主体"他们拥有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和制作游

戏材料的权利%老师要学会将权力下放"充分相信

幼儿的潜力"让他们在发挥自己想象力和创造力的

基础上进行材料的收集与制作%例如"幼儿可以将

一个纸盒想象成衣柜$电视机或者小房子"但一旦老

师为纸盒做上相应装饰"那纸盒就会只有老师所赋

予它的这一个物体的意义"幼儿很难对它产生其他

联想"不利于幼儿创造力发展%

四"幼儿园开发利用民间游戏的策略

#一$对民间游戏进行适当扬弃和改编

民间游戏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教师在对

其进行整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与现代游戏优势互补"

结合本地文化特色和幼儿年龄特点对传统民间游戏

作出适当调整和创造%对于没有使用价值"甚至可

能会对幼儿的身心发展产不良影响的民间游戏"可

以直接将其淘汰%对于内容健康$游戏方式方法科

学合理的民间游戏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纳

入幼儿园的课程体系之中%对于规则$器械$内容某

一方面不适合幼儿接触的游戏"则要采取一定方式

将其进行改编"使之与幼儿园的教育目标相协调%

对民间游戏进行改编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

行#首先"从民间游戏的内容上进行改编%民间游戏

的类型多样"每种类型游戏资源也非常丰富%李珊

泽教授$莫晓超提出可以采用组合法将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游戏或动作技巧加以整合"取长补短"并在此

基础上由教师和幼儿共同制定游戏规则"使一个游

戏组合能够同时发展幼儿的多种能力%

-

A

.比如"将带

有童谣的游戏和体育游戏进行适当组合"使原来旨

在发展幼儿语言能力和智力的游戏能够进一步促进

幼儿肢体协调能力和动作技能的提高%其次"从民

间游戏的活动形式上进行适当改编%比如"在活动

当中"可以采取混龄合作的形式进行"让大班幼儿充

当小班或者中班幼儿游戏中的家长$老师等角色%

此外"在材料投放方面"要多以原始材料或半成品的

形式呈现给幼儿"能够让幼儿自己动手参与制作"亲

身实践"在锻炼其动手能力的同时促进其想象力和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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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发展%

#二$在一日生活各环节中渗透民间游戏

在幼儿园集体活动中"民间游戏实施的活动体

系可以从整合两种活动的方面加以思考#旨在对幼

儿进行教育启蒙"提高幼儿经验"开发幼儿智力的教

学活动以及满足幼儿好玩天性"愉悦幼儿心情"建立

在民间游戏基础上的游戏活动%教学活动可以以幼

儿的兴趣为出发点"将在民间游戏开展过程中发现

的幼儿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提升到教学内容层面"以

此为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活动"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实现教学目标%

在幼儿园一日生活的零散时间中"如幼儿刚进

园时$中饭过后"离园前"教师可以设计一些简单易

操作的民间游戏作为一日生活各个环节的过渡%穿

插在零散时间中进行民间游戏"可以让幼儿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开始一天的学习或者让幼儿稳下心

神"为接下来的环节做好准备%

#三$与五大领域内容相互融合

民间游戏种类多样"在进行活动设计时"可以根

据民间游戏的内容和性质对民间游戏进行分类"使

其与幼儿园课程的五大领域相互协调"多方面挖掘

民间游戏资源%例如"民间体育游戏&跳房子"跳皮

筋"踩高跷'$民间语言游戏&炒青菜$老狼老狼几点

了'$民间社会游戏&找朋友'以及艺术游戏&丢手绢$

翻绳'和科学游戏&七巧板'等"这些民间游戏都可以

与幼儿园五大领域的教学目标相适应%因此"我们

可以充分挖掘多种民间游戏资源"并找到其与幼儿

园五大领域课程之间的交叉点"巧妙转化"使民间游

戏与幼儿园课程相互结合起来"丰富幼儿园课程资

源%例如在引导幼儿认识图形的科学活动中"可以

以跳房子游戏的导入"激发幼儿学习兴趣"启发幼儿

认识不同的+房子,"最后以童谣的形式唱出每种房

子的数量"同时促进幼儿对数的认知%类似的"可以

将丢沙包游戏融入旨在促进幼儿上肢力量发展的健

康活动!将找朋友的游戏加入到以分享为目标的社

会活动!将伴有童谣的游戏与培养幼儿表达能力的

语言活动结合起来等等"这些都是根据具体的教学

目标选取与目标相符合的民间游戏"在此基础上寻

找目标与游戏之间的契合点"相互融会贯通"可以极

大提高教学效果%

#四$使幼儿成为民间游戏材料制作主体

儿童自制玩具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教育手段"有

着其他教育方式不能取代的独特作用%民间游戏源

远流长$历久弥新"是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民间

游戏材料是自生活$大自然中取得"然后经过适当整

理加工而成"其本质就是重视材料+自制性,"而不是

从商店买回来的成品%幼儿自己参与民间游戏材料

制作可以在选取颜色$形状"构造结构空间的过程中

促进幼儿想象力$创造力等智力因素的发展"也是培

养幼儿动手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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