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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住三个关键，认真做好游戏观察

观察是理解儿童游戏行为的前提和关键。通过对幼儿游戏
的观察，必须抓住以下三个关键点：
1. 材料——要观察游戏材料的投放是否符合孩子的年龄特

点与发展需要。适合的游戏材料才能够激发幼儿的游戏兴趣和
动机，引起幼儿的游戏构思和行动。对游戏材料的观察可从以
下两方面着手：第一、观察幼儿对玩具、角色的态度。幼儿拿
着玩具是很有兴致地摆弄尝试？还是索然无味？这些信息可以
告诉老师孩子对玩具和游戏是不是积极的。如果是后者，就进
一步了解原因，使其投入游戏。第二、观察幼儿在游戏过程中
的操作能力和生活经验。在同一年龄段里的幼儿操作能力是有
差异的，不同的家庭教育、社会环境和生活经验，对操作能力
也有影响。教师要了解幼儿在操作能力上的差异性，确定针对
性的指导策略。  
2. 行为——教师要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行为反应。教师要

通过幼儿在游戏中的行为表现，分析幼儿的兴趣点。这样能够
为下一步确定指导方式与时机提供依据，使幼儿在游戏中获得
经验，逐步成长。教师了解到幼儿的兴趣点时，就可以将其扩大、
迁移，利用兴趣点使游戏进一步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3. 记录——在观察时应进行记录并分析。进行观察的同时

还要做好记录，包括幼儿作用于游戏材料的方式、幼儿和同伴
间如何通过游戏材料进行交往等，这些记录能够为以后的教育
和指导提供重要依据。记录后还要根据需要进行分析，一是从
幼儿的言行角度分析，分析幼儿的活动情况，了解孩子的兴趣
点、爱好特长、交往能力、认知水平等。二是从材料的角度分析，
分析材料对幼儿游戏的影响。

二、遵循三大原则

1. 指导深度要科学。游戏指导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袖
手旁观。当幼儿需要帮助的时候，教师的指导是鼓励和赞许；
当幼儿需要合作的时候，教师的任务是游戏的伙伴；当幼儿遇
到困难时，教师就得给予支持和建议。这种指导并不意味着代
替或中断幼儿游戏，更不能剥夺他们在游戏过程中自我成长的
机会。教师应允许幼儿尝试错误，通过提供有效的材料和环境
来激发幼儿学习与思考，解决问题并得到发展。
2.干预时机要适时。教师在指导游戏时，决不能直接干预、

包办代替，而应适时引导。教师既要掌握幼儿的一般年龄特点，
又要了解本班幼儿的个性特征，才能把握住这个时机。一般当
发生以下情况时，老师需要干预：当孩子遇到困难玩不下去时；
当孩子过于激动、兴奋甚至影响到其他人的游戏时；当孩子出
现纠纷或行为问题时；当幼儿操作发生困难时。能否把握住时机，
看似一个教育技巧，实质上这种教育机智是一个教师教育理论
和教育经验的综合体现。
3.介入引导要艺术。教师的介入是为了让游戏更好地进行，

应该尽量减少对游戏的影响，尽量不露痕迹地引导幼儿解决困

难或矛盾。比如孩子们觉得每天在“娃娃家”都是做饭、抱娃娃、
收拾屋子太没意思了。老师就说，小舞台今天有一场非常棒的
演出，咱们要不要去看？孩子们立刻响应，全“家”出动看表演。
让游戏内容变得丰富起来，玩得高兴。老师的适时引导，不仅
使孩子的游戏深入开展，还让他们走出“家”门，建立起与其
他区域的联系。

三、把握三个角度，及时进行游戏评价

游戏评价是提升游戏效果的重要途径，及时、恰当的评价，
能够非常自然地提升游戏效果，帮助幼儿领悟和体验游戏的价
值，从而极大地促进幼儿发展。游戏评价要把握好三个角度：
1. 从老师的角度评价，促进同伴之间互学。游戏中，幼儿

一般只关注自己的游戏内容和体验，而在作为老师的身份进行
评价时，就能把所有游戏参与者的情况进行总结归纳，不但能
使幼儿保持游戏的兴趣，激发孩子游戏的愿望，提供以后游戏
的方向，同时也是孩子间相互学习的机会
2. 从同伴的角度评价，促进个体之间交流。在此，老师往

往是作为个体游戏者，或某一组游戏参与者的代言人出现，以
询问的方式启发其他同伴进行总结归纳，让同伴反思游戏的体
验，强化游戏过程中的创造性发现、探索及收获，提高幼儿的
游戏兴趣，从而促进幼儿的发展。提问要有根据，回答也要合理，
让幼儿在一问一答中促进了交流和领悟。
3. 从个体的角度评价，提高幼儿游戏技能。在个别化的评

价中，老师可以围绕教育目标、孩子的发展情况及实际问题进
行评价，要以肯定和鼓励为主，以孩子的能力发展为目的。如
发现孩子在玩插塑玩具时将插片撒的满桌都是，就问孩子为什
么？孩子说，她插了一个小鸭子，可是没有水，我就把蓝色的
插片洒在桌子上当水让小鸭子游泳。老师意识到这是幼儿的创
造性行为，就要及时鼓励。孩子在老师的赞许、肯定中得到了
创造的满足感。
不同的指导方法，不同的介入身份，不同的评价角度，是

让游戏真正成为幼儿的自主游戏，而教师的任务就是“成为幼
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科学、有效的游戏
指导，需要教师用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去关注幼儿的细微变化，
倾听其内心需求，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空间，让幼儿玩得更快乐，
玩得更健康，玩得更聪明，玩的更有意义。
（本文系河南省2017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校园一体化’促进幼师生师德成长的实践研究”，课题编
号：2017SJGLX690；河南省教育厅2017年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
研究重点项目“幼儿园教师师德培养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实践研
究”，课题编号：2017－JSJYZD-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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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游戏是幼儿生活的基本活动形式，科学、有效的游戏指导策略是幼儿园教师必备的专业技能。做好游戏观

察必须抓住材料、儿童行为、记录三个关键，进行游戏指导要遵循指导深度要科学、干预时机要适时、介

入指导要艺术三大原则，把握好教师、同伴、个体三个评价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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