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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游戏》

课程标准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中文名称：幼儿游戏

课程英文名称：Children Game-playing

课程性质： 理论[ ] 理实一体化[√] 实训[ ]

课程类型： [ ]公共基础 [ ]专业基础 [√ ]专业核心 [ ]专业拓展

课程编号： 授课学期：3 开课部门：外国语系

学分/学时：2/32 理论学时：16 实践学时：16

先修课程：学前教育学 适用专业：学前教育

课程负责人：杨晓曈

课程团队：杨晓曈

课程简介：

《幼儿游戏》本课程全面、系统、科学地阐述了学前儿童游戏的基本理论、幼儿园游戏

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它既可以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幼儿教育活动设计

等专业课程打下基础，又可以使学生对幼儿园的游戏教育教学活动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同时，

该课程让学生掌握幼儿游戏的相关理论，让学生具备游戏的理念和思想，以响应“幼儿园以

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号召。本课程主要内容为：角色游戏、表演游戏、结构游戏、手指游戏

等内容。

编写者： 杨晓曈 编写时间：2022 年 8月

审核者： 杨小茜 审核时间：2022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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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订课程标准的依据

本课程标准依据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22 版）中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以及

对本课程的教学要求而制订，用于指导本课程的教学与课程建设。

二、课程性质与任务(定位)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它系统、科学地阐述了学前儿童游戏的基本

理论、幼儿园游戏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在前续《学前教育学》、《学

前心理学》等课程基础上，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幼儿园的游戏教育教学活动有一个全

面的认识，该课程中针对幼儿园常见的三大类游戏展开了详细的介绍，并让学生掌握一定的

组织、指导和创编游戏的技能和方法，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学生进

一步学习幼儿教育活动设计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及综合实训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任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更深入

理解幼儿教育游戏设计与指导的重要性，为后期的学习做前期的准备，从而为培养具有专业

素养的幼儿教育的管理者做基础性的铺垫。

课程思政：热爱幼儿教育事业，响应“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号召，积极弘扬立

德树人的主旋律，能够根据幼儿的需要和兴趣，将幼儿教育融入游戏中，真正做到让幼儿“玩

中学”。

三、专业核心素养与课程目标

（一）专业核心素养

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学前教育的认识，培养与提高学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职业素质和

能力。遵纪守法，热爱幼儿教育事业，积极弘扬立德树人的主旋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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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培养的专业核心素养主要是让学生对幼儿园常见的三大类游戏掌握一定的组织、

指导和创编游戏的技能和方法。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后，学生应当对幼儿园的游戏教育教学活动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理解幼儿园常见的三大类游戏的掌握一定的组织、指导和创编游戏的技能和方法。

思政目标：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和方向，思考科学

的幼儿教育观念，能够巧妙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充分创设适宜幼儿游戏的环境，为幼儿创设

积极的游戏条件，真正做到让幼儿“玩中学”。

1. 知识目标

（1）掌握游戏的定义、特征、分类；

（2）掌握手指游戏的概念、特征、运用；

（3）掌握表演游戏的概念、特征、运用；

（4）掌握幼儿游戏的指导方法、组织形式；

（5）掌握角色游戏的概念、特征、运用；

（6）掌握建构游戏的概念、特征、运用；

2. 能力目标

（1）基本能力要求：要求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实验，能掌握手指游戏创编的方法，

能够根据主题创编不同年龄段的手指游戏，及能够掌握建构游戏的搭建技能。

（2）进阶能力培养：初步具备指导不同年龄段角色游戏的能力，及编排儿童剧的能力，

具备对不同年龄段结构游戏的指导能力。

（3）自学能力培养：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培养和提高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整理、概括、

消化吸收的能力，以及围绕课堂教学内容，阅读参考书籍和资料，自我扩充知识领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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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达能力培养：主要是通过作业、个人手指游戏展示分享、小组儿童剧表演，清晰

地表达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步骤的能力。

（5）创新能力培养：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深入钻研问题的习惯。针对各种常见幼儿园游

戏，对幼儿操作的材料、游戏内容进行指导，分析常见的建构技能，通过小组建构提高学生

的创新能力、想象力。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本课程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放到了和能力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强调学生在达至本

课程知识和能力目标的同时，在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多方面得到进步和发展。

（1）不断创设生动具体的情境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程任务活动，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

式方法进行教学活动，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本课程学生学

习和解决问题的强有力工具，不断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对身边与本课程有关的事

务产生好奇心。

（2）不断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信心，通过及时肯定和表扬学生取得的进步与成功，以及对

学生的关爱、宽容和信任，鼓励学生勇于表现自己，展示自我。同时正确引导学生学会评价

自己与周边学生，使学生对本课程产生浓厚兴趣，并愿意付出努力学好本课程的心理倾向。

（3）将本课程项目有机渗透到今后的职业岗位任务与日常生活中去，将学生关注的、感

兴趣的热点，与幼儿园一线实践内容紧密联系，让学生在实践练习的过程中学习，体验本课

程与今后的幼儿园一线岗位任务密切联系，认识到许多实际问题可以借助本课程的思维、方

法、知识来解决，并可以借助本课程所形成的独特的专业知识、专业背景来表达、解释和分

析。

通过上述三点在课堂互动中传递情感态度价值观，实现在课堂教学中达成情感态度价值

观的教育目标。

http://www.so.com/s?q=%E6%80%9D%E7%BB%B4%E8%83%BD%E5%8A%9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3%85%E5%A2%8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5%99%E5%AD%A6%E6%96%B9%E5%BC%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5%99%E5%AD%A6%E6%96%B9%E5%BC%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5%99%E5%AD%A6%E6%B4%BB%E5%8A%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E%B0%E4%BB%A3%E4%BF%A1%E6%81%AF%E6%8A%80%E6%9C%A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D%A6%E4%B9%A0%E6%96%B9%E5%BC%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A%AB%E8%BE%B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5%BD%E5%A5%87%E5%BF%8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87%AA%E4%BF%A1%E5%BF%8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D%A6%E4%BC%9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7%A5%E5%B8%B8%E7%94%9F%E6%B4%B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5%B0%E5%AD%A6%E6%96%B9%E6%B3%9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5%B0%E5%AD%A6%E6%96%B9%E6%B3%9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5%B0%E5%AD%A6%E8%AF%AD%E8%A8%80&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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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思政目标：遵纪守法，热爱幼儿教育事业，积极弘扬立德树人的主旋律，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

四、课程内容及学时安排

（一）课程内容

表 1 课程内容、建议教学方式及学时安排

教学内容 知识、能力要求 建议教学方式
学时安排

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

认识游戏
1.认识游戏

2.了解课程的安排、要求

小组游戏，项

目驱动教学方

法

知识讲解、

小组游戏、

分析讨论、

案例教学1

学时

项目实践

1学时

学前儿童游戏

概述★☆

1.学前儿童游戏的定义

2.学前儿童游戏特征

3.学前儿童游戏的分类★☆

案例引入，项

目驱动教学方

法

知识讲解、

小组讨论、

案例教学2

学时

项目实践

0学时

手指游戏★
1.手指游戏的概述：概念、特征

2.手指游戏创编★

案例引入，项

目驱动教学方

法

知识讲解、

小组讨论、

案例教学2

学时

项目实践

3学时

表演游戏★

☆

1.表演游戏的概述：定义、特征

2.手偶剧的在幼儿园运用

3.手偶剧的编排方法、流程★☆

案例引入，项

目驱动教学方

法

知识讲解、

小组讨论、

案例教学2

学时

项目实践

4学时

幼儿游戏的

指导策略与

组织形式★

1.幼儿游戏的指导策略

2.幼儿游戏的组织形式★

案例引入，项

目驱动教学方

法

知识讲解、

小组讨论、

案例教学2

学时

项目实践

0学时

角色游戏★

1.角色游戏的概述：定义、特征

2.角色游戏在幼儿园运用

3.不同年龄段角色游戏的指导方法★

案例引入，项

目驱动教学方

法

知识讲解、

小组讨论、

案例教学2

学时

项目实践

2学时

建构游戏★

☆

1.建构游戏的概述：定义、特征★

2.不同年龄段建构游戏的指导★

案例引入，项

目驱动教学方

知识讲解、

小组讨论、

项目实践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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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构游戏的建构技能☆ 法 案例教学5

学时

合计 32 16 16

说明：教学重点、难点在表中标出，其中，打★的为教学重点，打☆的为教学难点。

表 2课程内容、建议教学方式及学时安排□

学习情境 工作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参考学时

第1章 认识游戏

1.1 认识游戏

1.2 了解课程的安排、要求

让学生了解成人游戏与幼儿游戏的区别，

熟练操作实训室的玩教具，掌握玩教具的

名称、特征

2

第2章
学前儿童游

戏概述★☆

2.1 学前儿童游戏的定义

★

2.2 学前儿童游戏特征

2.3 学前儿童游戏的分类

★☆

能够举例说明幼儿园常见类型的游戏能够

知道所属类别
2

第3章 手指游戏★

3.1 手指游戏的概述：概

念、特征★

3.2 手指游戏创编☆

能够自学掌握现有的手指游戏，能够创

编不同年龄段的手指游戏
5

第4章
表演游戏★

☆

4.1 表演游戏的概述：定

义、特征★

4.2 手偶剧的在幼儿园运

用

4.3 手偶剧的编排方法、

流程★☆

能够自定剧本、自行准备道具，进行小

组表演游戏——手偶剧展示
6

第5章

幼儿游戏的

指导策略与

组织形式★

5.1 幼儿游戏的指导策略

5.2 幼儿游戏的组织形式

★

能够组织并有针对性地指导幼儿园常见的

游戏
2

第6章 角色游戏★

6.1 角色游戏的概述：定

义、特征

6.2 角色游戏在幼儿园运

用

6.3 不同年龄段角色游戏

的指导方法★

能够组织并有针对性地指导不同年龄段的

角色游戏
4



- 7 -

第7章
建构游戏★

☆

7.1 建构游戏的概述：定

义、特征★

7.2 不同年龄段建构游戏

的指导★

7.3 建构游戏的建构技能

★☆

能够组织并有针对性地指导不同年龄段的

建构游戏，能够按照建构主题，并运用多

种常见的建构技能搭建建构作品

11

机动 0

合计 32

五、课程考核

《幼儿游戏》课程的考核方式，涵盖了对学生知识、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核。考

核包含了：考勤、个人手指游戏分享展示、小组手偶剧表演、小组建构等多个环节，注重对

过程的考核与学生创新能力的考核，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重点考查学生灵活运用能力。

（一）考核方式

按照《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本课程考核方式总体要

求如表3

表 3 《IPv6 技术与 WLAN》 课程考核总体要求

考核类别 平时过程性考核 课程结果性考核

考核要求

平时表现 20%（考勤）+作业

考核 10%+阶段(模块)考核

10%

期末终结考核60%

课程任课教师要按照课程考核要求实施考核，注意做好学习过程、到课情况、平时作业、

实验（践）情况、考核情况的相关记录，作为学生最终评定成绩的明确依据，并与成绩册一

同形成成绩档案保存。

（二）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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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幼儿游戏》课程学业质量考核标准

教学内容 考核评价方式 成绩构成

平时阶段

性考核

个人手指游

戏分享展示

★

本课程教学模块阶

段性考核釆用“个人

手指游戏分享展示”

方式进行。

1）需理解和掌握的以学生按照模拟幼儿园教学进行教授手指

游戏内容的方式进行考核，占此模块成绩的60％。

2）项目实践内容以学生个人展示手指游戏全部内容的方式进

行考核，占此模块成绩的40％。

小组手偶剧

表演★☆

本课程教学模块阶

段性考核釆用“小组

手偶剧表演”方式进

行。

1）项目实践内容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考核，占此模块成绩

的30％。

2）项目实践内容以小组展示手偶剧完整内容的方式进行考

核，占此模块成绩的70％。

课程结果

性考核
小组建构

六、课程实施

（一）任课教师队伍基本要求

从事本课程教学的教师，应具备以下资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1）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具有幼儿园一线实践经验的职业资格。

（2）具有本课程教学、实验实训指导经历，能熟练使用实训室的玩教具。

（3）熟悉相应的行业规范性文件。

（4）具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二）教学资源基本要求和建设建议

（1）选用的教材符合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是十三五全国学前教育专业规划教材；

（2）选用的教材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材。

推荐教材及教学参考书(提供作者、教材名、出版社、出版日期等内容)

教材：张惜萍、梅花著.幼儿园游戏教程.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2018.03

教参：韩宏莉著.学前儿童游戏.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02

（三）教学设备设施配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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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前教育专业实训室一间（约90m
2
左右）：区角活动指导实训室

（2）有多种幼儿园常用玩教具、幼儿园游戏区角等

（3）配置多媒体教学及信息处理设备 1套（含一体机、投影仪等）。

七、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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