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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游戏的指导方法

 幼儿园游戏的指导策略

教师在游戏中的作用



一、教师在游戏中的作用
     （一）为游戏的顺利开展作好准备工作，创设包括游戏
经验、游戏时间。游戏环境等几方面的条件。

（二）观察游戏，了解游戏的发展情况

（三）视游戏需要参与游戏，促进游戏的发展。

    （四）根据游戏开展的情况，引导幼儿分享，提升幼儿
游戏经验，并为下次游戏做好准备。 



       

 

            
 



二、幼儿园游戏的指导方法

     （一）教师介入游戏

       游戏的开展以及游戏活动结束时的评价都是游戏指导
的重要环节。而何时介入幼儿游戏不仅需要教师细致地观
察，还需要教师做出正确的判断。只有在幼儿的最近发展
区内进行指导才最为有效。



     
       最近发展区：维果斯基认为学生的发展有两种水平：
一种是学生的现有水平，指独立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
题的水平；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也就是通过教
学所获得的潜力。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



       如果教师在幼儿还没来得及探究前就告诉其答案，
剥夺其自我探究的机会，就会使幼儿失去对游戏的兴趣，
且教师教给幼儿的答案幼儿不一定能理解，下次遇到同
样的问题，幼儿可能还是会不知所措。

       教师介入的时机：在幼儿反复探究无果时，教师及
时介入。



第一种：促进幼儿游戏的顺利进行。

       教师介入游戏分为两种情况：

第二种：阻止幼儿的某种游戏行为。

         当幼儿在游戏中因遇到困难、挫折，难以实现自己的
游戏愿望时，或者当幼儿在游戏中主动寻求帮助时，教师
可介入幼儿的游戏，促进游戏的顺利开展。

         当幼儿在游戏活动中出现过激行为，如破坏玩具、故
意捣乱、攻击性行为，或游戏内容与社会道德规范不符合
时，教师也要及时介入，阻止其不当行为的发生。



（二）幼儿游戏的一般指导方法

   确定教师介入游戏的方法

       （1）平行式介入
       
       （2）合作式介入（交叉式介入）

       （3）指导式介入

       （4）补充：垂直介入法



（二）幼儿游戏的一般指导方法

概念:  
       教师在幼儿附近和幼儿玩相同或不同材料的游戏，目
的在于引导幼儿模仿。教师起着暗示指导的作用，这种指
导是隐性的。     

适用于：
       当幼儿对教师新提供的材料不感兴趣或者不会玩、不
喜欢玩，或只会一种玩法时。

确定教师介入游戏的方法

（1）平行式介入



案例： 
       教师在手工区提供了一些硬纸板和挂历纸，想让幼儿
自己动手制作各种拖鞋和其他物品，结果无人问津。这时，
教师用这些材料制作出了非常漂亮的拖鞋，紧接着就有一
部分幼儿围拢过来，游戏便进行了下去。

（二）幼儿游戏的一般指导方法

确定教师介入游戏的方法

（1）平行式介入



 （2）合作式介入（交叉式介入）

概念: 
       当游戏有教师参与的需要或教师认为有指导的必要时，
由幼儿邀请教师作为游戏中的某一角色或教师自己扮演一
个角色进入幼儿的游戏。教师通过与幼儿的互动，达到指
导幼儿的目的。

（二）幼儿游戏的一般指导方法

确定教师介入游戏的方法



概念: 
       教师建议或开始新游戏并事先定好某些角色，部分控
制游戏的进行。一般用于教幼儿如何进行角色游戏。

（二）幼儿游戏的一般指导方法

确定教师介入游戏的方法

 （3）指导式介入 

       教师可以在尊重幼儿游戏意愿的基础上，帮助幼儿确
定游戏的主题、角色分配、情节安排等。这样不仅能满足
幼儿的愿望，也能提高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



优点：
       较适合还未进入角色的幼儿，这些幼儿通常缺乏良好
的游戏技能，他们通常不能从平行游戏和合作游戏指导中
获益。

（二）幼儿游戏的一般指导方法

确定教师介入游戏的方法

 （3）指导式介入 

缺点：
       教师安排和控制游戏的程度难以把握，指导过度会使
幼儿产生消极的游戏体验，甚至会中断幼儿的游戏。



    （4）补充：垂直介入法

（二）幼儿游戏的一般指导方法

确定教师介入游戏的方法

概念：
       在幼儿游戏中如果出现严重的违反规则，出现攻击性
等危险行为时，教师则以教师的身份直接进入游戏，对幼
儿的行为进行直接干预。这种方式很容易破坏幼儿的游戏
气氛，因此，一般情况下不宜多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