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课程信息

授课课程: 建构游戏的指导

授课类型: 理实一体化

二、教学目标、要求

教学目标

情感目标：对幼儿园建构游戏感兴趣。

技能目标：能够对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建构游戏进行指导。

认知目标：掌握不同年龄段幼儿建构游戏的特点、目标与指导策略。

教学要求

1.能够对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建构游戏进行指导。

2.掌握不同年龄段幼儿建构游戏的特点、目标与指导策略。

三、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不同年龄段幼儿建构游戏的特点、目标与指导策略。

教学难点：能够对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建构游戏进行指导。

四、教学方法：启发法、讲授法

五、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幻灯片

六、教时安排：2课时

七、教学过程

1.引言：

复习上节课重点

引出本节课内容

2.教学内容

1）引导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小班结构游戏的特点

1. 没有目的，只是无计划地摆弄结构元件。

2. 对结构的动作感兴趣，常常喜欢把结构元件垒高，然后推倒，如此不断

重复，从中体会乐趣。

3. 小班后期，在成人指导和示范下，逐渐有主题，但主题很不稳定，幼儿

还不会利用结构玩具开展游戏。

3）小班结构游戏的指导

1. 教师可多采用游戏的口吻，激发幼儿的兴趣。

2. 教幼儿学习认识各种结构元件，学习建构的基本技能。

3. 建立结构游戏简单的规则，教给幼儿整理和保管玩具的简单方法，使他

们能参加整理玩具的部分工作，培养孩子爱护玩具的习惯。

4）中班建构游戏的特点

1. 目的比较明确，并且有计划。

2. 对操作过程有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很关心结构成果。

3. 已经能独立建构一些较复杂的物体，也会按主题进行建构，要求美化结

构物，并围绕结构物开展游戏，能独立地整理玩具。

5）中班建构游戏的指导

1. 结合各科教学，利用散步、参观等各种活动，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增

加幼儿对各种常见事物结构造型方面的知识。

2. 引导幼儿学习设计结构方案，有目的地选材和看平面图进行构造。

3. 组织幼儿评议结构成果，鼓励他们独立地、主动地发表意见，以发展幼



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6）大班建构游戏的特点

1. 大班幼儿结构游戏目的明确，计划性强。

2. 追求结构的逼真和美，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新意。

3. 能根据游戏情景需要，不断产生新的主题。

7）大班建构游戏的指导

1. 丰富幼儿的结构造型知识和生活经验，引导幼儿为结构活动收集素材，

保证结构游戏的主题和内容不断发展。

2. 指导幼儿进行集体主题活动，学会制订计划，如协商、确定主题，商量

结构步骤及方法，分工合作，确定结构规则等，使大家创造性地共同建构一个复

杂的物体。

3. 多采用语言提示的方法教会幼儿掌握新的结构知识和技能，重点指导幼

儿运用新的技能去实现自己的构思。

4. 教育幼儿重视结构成果，通过展览会，开展各种游戏，提高幼儿对结构

成果意义的认识，并提高分析评价的能力。

5. 以部分幼儿的小型活动为基础，引导幼儿开展人数多、持续时间长的大

型结构活动。在活动过程中，教师应不断鼓励幼儿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帮助他们

克服困难。教师也可参加幼儿的活动共同完成结构任务。

8)学生操作桌面玩具，教师巡回指导。

3.小结

建构游戏能够锻炼幼儿的合作能力。从中班起，幼儿的建构游戏就多是以小

组合作的形式进行。

八、作业布置

判断题：

1.小班幼儿能认识前后方位。（×）

2.大班幼儿能够识别上下、前后、左右方位。（√）

3.小班幼儿常常喜欢把结构元件垒高，然后推倒，如此不断重复。（√）
九、教学后记或反思

在有限的游戏场地与游戏经验，如何玩出新花样，如何做到“玩中学”，需要所有的幼

儿园老师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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