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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角色游戏的结构
（一）角色的扮演
       角色是角色游戏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幼儿所扮演的角色通
常是幼儿喜欢的、自认为重要的、经常接触的、熟悉的或者是
能引起幼儿强烈情感的人物或动物。

       幼儿扮演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爸爸妈妈   

        幼儿扮演的角色是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餐馆的厨师、收
银员、服务员；医院的医生、护士、病人

       还有，能引起幼儿强烈情感的，包括现实生活中一些使之
特别喜欢或害怕的小动物，甚至只是幼儿想象的人或动物，都
能成为幼儿比较喜欢扮演的角色



一、幼儿角色游戏的结构
（二）对材料的假想

       这种假想依赖于实物与假想物之间的相似性，但后来可以
脱离实物进行假想。 
            角色游戏需要借助游戏材料来进行，游戏
材料可以是玩具、物品、花草树木等。
      
      在角色游戏中，幼儿常常以一种物品代替
另一种，还能一物多用。 
      同样一种物品在不同的游戏中可以充当不
同的东西。



一、幼儿角色游戏的结构
幼儿想象思维的两种顺序：

第一种顺序：
       材料到了幼儿手里，幼儿会思考“这个东西像什么”，然后
根据游戏需要对现有的同一个或多个材料进行想象，即由替代物
引发的想象活动。

第二种顺序：
      幼儿在游戏中遇到困难，找不到与游戏需求相匹配的材料时，
会思考“我可以用什么东西来替代它呢”，然后根据游戏需要去
寻找相应的替代物，即由被替代物引发的想象活动。



一、幼儿角色游戏的结构

     案例：               

                   你会把8节电池想象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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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拿着8节电池开始玩游戏了，只见他一会儿拿着电池在

空中飞，说是飞机；一会儿又将电池排成一个圆形，说是蛋糕；

一会儿又将8节电池竖起来，说是房子；过了一会儿，又把电

池排成一长排，说是解放军叔叔在排队……电池排列的造型每

变一次，它所代表的事物也发生了变化。就这样，小明拿着8

节电池在想象情境中玩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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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游戏动作和情境的想象

       幼儿对游戏的动作和情境的假想具有概括性。幼儿会依据
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和体验，按照自己想象出的形象打扮
自己，按照自己想象出的动作进行表现。

       在角色游戏中，幼儿是通过使用语言和动作来假想各种游
戏情景，表现假想的游戏情节，并且假想各种游戏情景以表达
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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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角色游戏的结构

（四）内部规则 

       外部规则：使用物品、使用场地的规则。使用物品要轮流、
谦让、共享、按序、归位，使用场地要注意卫生。

       内部规则：扮演角色的规则。正确地表现现实生活中每个
角色本身的职责以及角色间的相互关系。

       幼儿选择扮演某一种角色，就必然表现出相应的角色行为，
不可以随意改动，游戏内容也不能违背现实生活。







一、幼儿角色游戏的结构

    角色游戏中的角色分三类：机能性角色、互补性角色、想象
性角色
     1、机能性角色
     通过模仿范例（ 模仿对象）的典型角色动作，来标志他所
模仿的对象。

     如，司机——方向盘的转动；
         交警——手臂的挥动；
         医生——听诊器、注射器的使用；
         骑马——竹竿，跨在棍子或杆子上，一颠一颠地奔跑等。

补充：角色游戏中角色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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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补性角色
       互补性角色是指当幼儿扮演某个角色时，必须以另一个
角色的存在为条件。
      如，妈妈——孩子，医生——病人，理发师——顾客。

 3、想象性角色
     想象性角色是指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人物或形象。
     来源于幼儿的想象，如孙悟空、七仙女等。 

       幼儿往往喜欢担任占主动地位的一方，另一方一般均由
假想对象玩具娃娃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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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色游戏的概述

（一）概念

       角色游戏是幼儿最常见的一种自主游戏，是幼儿以其在
真实生活中常见的角色为依托，以一定的材料为载体，凭借
模仿和想象，创造性地反映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理解的
一种游戏，是3-5岁幼儿期最典型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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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点

       象征性

       自主性和创造性

     社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