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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dergarten independent game is a teaching method with children as the main body in the kindergarten. This teaching method is 
mainly to use children’s own curiosity and game, so that children can learn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he process of the 
game,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intelligence and thinking. The independent game is a breakthrough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can let children get happy in the game. Therefore, kindergarten teachers need to carry out independent 
game teaching activities reasonabl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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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自主游戏中培养幼儿学习品质的有效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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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自主游戏是在幼儿园中以幼儿为主体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主要是利用幼儿自身的好奇心和游戏性，让幼
儿在游戏的过程中学习到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促进幼儿智力和思维的发展。而自主游戏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突
破，能让幼儿在游戏中获得快乐。因此，幼儿园教师需要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合理地开展自主游戏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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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主游戏是一种基于幼儿天性的教学模式，既能够让

幼儿在快乐的氛围中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也能让幼儿能

够在轻松愉快的状态下成长。在中国的幼儿教育发展进程

中，自主游戏是幼儿游戏活动中的一种主要形式，幼儿能够

通过自主游戏活动，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提高自己的综合

素质，为以后的成长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在自主游戏中，

幼儿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在其中学习

到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所以，

在幼儿园自主游戏中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在

幼儿教育中，教师能够将游戏活动与幼儿成长发展紧密地联

系起来，并利用多种形式来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在幼儿园

自主游戏中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能够帮助幼儿获得更好的

成长和发展。

2 幼儿园自主游戏中培养幼儿学习品质存在
的问题

2.1 过于重视游戏中幼儿的表现，忽视对幼儿自主

学习品质的培养
在教师的教育实践中，总是把“教师为中心”的思想

运用于幼儿自主游戏的过程之中。教师常常以自己的意志代

替幼儿的意志，以自己的需要代替幼儿的需要，以自己的好

恶代替幼儿的好恶，以自己对幼儿游戏行为的评价代替幼儿

对游戏行为的体验和感受。教师往往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儿

童游戏过程中最主要、最有价值的参与者，而对幼儿游戏

过程中自己在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重视不够。教师往往认

为只有让幼儿在自己设计、组织、指导下完成了自主游戏，

才能算是完成了教育过程。这种想法不仅忽视了自主游戏

对培养幼儿学习品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忽视了对幼儿

进行正确引导和示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当教师把教育目

标定位在为儿童提供充分发展机会、丰富儿童生活经验上

时，就很容易忽视对幼儿自主学习品质培养方面所起到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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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只重视了材料的选择，忽视了材料的多样化
幼儿自主游戏中材料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材料

是幼儿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目前很多教师在选择游

戏材料时只重视了材料的多样性，忽视了材料的层次性，没

有为幼儿提供充足、丰富的游戏材料。有些教师在选择材料

时会考虑到幼儿年龄小、能力弱等情况，没有提供一些简单、

易操作的材料，甚至有些教师只提供单一的材料，让幼儿自

主选择。而这些简单的材料不能激发幼儿自己想办法解决问

题，也不能满足幼儿想自己做点东西来玩一玩的欲望。

2.3 在自主游戏中缺乏交流，难以激发幼儿学习积

极性
由于幼儿园教师与幼儿之间缺乏交流，不能充分了解

幼儿的想法，难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难以满足幼儿自主

学习的需要。当幼儿遇到问题时，教师往往都是简单地给幼

儿提出建议，然后就不再管了，忽视了幼儿的想法和需要，

使幼儿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才能解决问题。当教师不了解幼

儿的想法时，就会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从而忽视了对他们

自主学习品质的培养。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无法激发他们的

自主学习兴趣，还会使他们丧失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2.4 游戏中教师对幼儿干预过多，不利于幼儿自主

性的培养
在自主游戏中，教师的角色是幼儿学习的支持者和引

导者。目前有一些教师过分重视幼儿的自主学习，忽视了对

幼儿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例如，有教师为了让孩子学会自

我管理，就替幼儿做了很多事情，如替幼儿准备好材料、把

幼儿抱在怀里等，甚至有的教师认为只要孩子把这些材料放

在手中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教师为了让孩子学会一些技能，

就替孩子做了很多事情，像给孩子穿衣服、背书包、拿筷子、

把脏的东西放进垃圾桶等。这样做不仅剥夺了孩子的自主

性，还会造成孩子依赖性强，不能很好地锻炼自己的能力，

所以在游戏中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幼儿自主学习。

2.5 教师缺乏对幼儿自主学习品质培养的重视，对

其认识不足
目前很多教师认为培养幼儿学习品质就是让幼儿自己

动手做，让幼儿自己操作，这样的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其实

教师只是起到指导的作用，幼儿在游戏中需要什么，教师就

应该提供什么，帮助幼儿自己去探索、发现，而不是代替幼

儿进行，只有这样幼儿才能真正成为游戏的主人。在自主游

戏中培养幼儿学习品质不仅可以使幼儿在游戏中获得知识

和经验，还能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自主游戏可以

培养幼儿的创新精神、探究精神和合作精神；提高幼儿的语

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自我评价能力和自

我调节能力。但在实践中，幼儿园教师对自主游戏中培养幼

儿学习品质认识不足，缺乏相关理论指导、缺乏实践经验、

缺乏正确认识等问题制约着教师对自主游戏中培养幼儿学

习品质的实践 [1]。

3 幼儿园自主游戏中培养幼儿学习品质的有
效对策

3.1 善于引导，支持幼儿自主游戏的深入开展
在幼儿自主游戏开展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并在活动

过程中及时介入，引导幼儿从自主游戏向深入的主题学习发

展。幼儿自主游戏中的主题学习，是一种基于情境、问题驱

动的主动学习，是在真实、丰富的生活情境中获得经验，发

展幼儿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交往能力的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教师要善于观察幼儿在活动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并及时给予指导和支持。例如，幼儿在进行主题活动“过

马路”时，发现他们站在过马路的队伍中间不敢过马路，教

师便鼓励他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过马路应该怎么做。”

于是幼儿们便从生活情境中找出了自己身边存在过马路问

题的照片，并将照片放到了活动区。之后教师带领幼儿来到

活动区旁边观察幼儿对自己照片上问题的解决过程。经过观

察发现：有的幼儿会直接过马路，没有观察红绿灯；有的会

跟随大家一起过马路等。教师看到幼儿这样做后便让他们把

自己想过马路所遇到的问题说出来，并引导他们分析解决问

题的方法 [2]。

3.2 提供丰富的材料，引导幼儿自主探索
在开展幼儿园自主游戏时，幼儿的活动主要以自主探

索为主，因此教师要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材料，让幼儿能够在

游戏中自主探索。当幼儿想要尝试一些新的活动时，教师应

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材料，让其能够在探索中获得乐趣。同时，

教师也要引导幼儿自主探索，在游戏中完成知识和技能的学

习。例如，在开展“玩水”游戏时，教师可以为幼儿准备一

个塑料盆、一条毛巾等物品。在教师和幼儿一起将毛巾沾上

水之后，并将毛巾拧干。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幼儿自己尝试玩

水，并让其尝试用毛巾沾水来玩水。如果幼儿能够成功地用

毛巾沾上水后玩水，就能得到老师和其他小朋友的表扬。在

幼儿的游戏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在游戏开始前将毛巾放在一

个固定的地方，引导幼儿自主探索如何将毛巾拧干。通过这

种方式，幼儿不仅能够完成任务，还能获得成功的体验。由

此可见，通过给幼儿提供足够多的材料，能够帮助其进行自

主探索活动。同时幼儿园教师还要引导幼儿自主探索不同的

活动方式。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幼儿用两个沙包相互撞击来

获得不同的乐趣。对于比较小的沙包来说，只要用双手轻轻

拍打就能够将其砸碎；而对于比较大的沙包来说则需要用手

用力地拍打才能将其砸碎。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幼儿

自主探索不同大小的沙包之间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声音和

效果 [3]。

3.3 合理创设自主游戏教学环境，激发幼儿参与的

兴趣
自主游戏教学环境主要是指教师所创设的与教学内容

相对应的教学环境，其能够吸引幼儿参与到自主游戏的教学

活动中。幼儿对新鲜事物具有极强的好奇心，教师在创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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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游戏教学环境时，可以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设置一些新奇

有趣的事物。例如，在开展“娃娃家”自主游戏时，教师可

以为幼儿准备一些娃娃，然后在游戏中创设一种真实生活环

境，让幼儿可以通过“娃娃家”这一活动来模拟现实生活中

的生活环境。在这一活动中，幼儿能够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

来感受真实生活环境中的生活状态。教师也可以为幼儿提供

一些具有“动物”特征的玩具材料，让幼儿能够通过动物玩

具来模拟动物的特征。这样不仅能够吸引幼儿参与到自主游

戏中来，也能激发幼儿参与到自主游戏教学活动中来的兴

趣。教师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开展不同类型的自主游戏教

学活动。例如，在冬天开展“雪地里的小脚印”自主游戏教

学时，教师可以为幼儿提供一些“雪鞋”或者“雪板”等工具，

然后让幼儿在室外进行冰雪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

让幼儿们自己搭建各种形状和颜色的雪地；还可以让幼儿们

互相帮助搭建各种形状和颜色的雪地。这样不仅能够让幼儿

在冰雪活动中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也能够提升幼儿自主游

戏教学活动的质量 [4]。

3.4 转变观念，重视幼儿的自主游戏
由于当前幼儿园自主游戏的开展受到传统观念和教育方

式的影响，教师对自主游戏存在认识不足，认为自主游戏就是

让幼儿自主玩、自由玩，忽视了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培养。这导

致一些教师在开展幼儿自主游戏时，忽视了幼儿的个体差异性

和主体性，致使幼儿在自主游戏中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出现

问题后又缺乏有效引导和支持。因此，教师首先要转变观念，

充分认识到培养幼儿学习品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自主游戏

与学习品质培养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转变观念，提高对幼儿自

主游戏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要认识到自主游戏并不是让幼儿自

由、放任地玩耍，而是一种需要教师科学指导和有效支持的学

习活动。在开展自主游戏时，教师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认

知水平和兴趣爱好等情况为其提供合适的材料和机会，激发他

们参与游戏活动的积极性。此外，在开展幼儿自主游戏时还要

充分考虑到幼儿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并根据不同幼儿发展水平

确定不同的目标。要改变传统教育观念中对幼儿自由、放任的

认识。在开展幼儿自主游戏时要将培养幼儿学习品质放在首位，

引导他们在游戏中学习和发展。

3.5 积极观察，促进幼儿之间的交往与合作
幼儿园自主游戏过程中，教师的观察活动对幼儿发展

有着重要的作用。要想有效地开展自主游戏教学活动，就需

要教师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游戏方案。教师需

要对幼儿自身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根据幼儿实

际情况制定出合理的游戏方案，从而保证自主游戏教学活动

能够取得良好效果。例如，教师在开展“找朋友”的游戏教

学时，教师可以先观察班级中每一个幼儿的性格特点，然后

根据每个幼儿自身特点制定不同的游戏方案。通过观察，教

师可以及时了解到幼儿游戏活动中的表现，掌握他们的兴趣

点，了解他们在游戏中的思维、想法等，从而及时调整自己

的指导策略和指导方法。例如，在“小班厨房”中，教师可

以观察到小班幼儿对水果类的游戏比较感兴趣，在观察中了

解到他们喜欢用水果来搭配营养美食套餐，教师可以根据他

们制作的营养美食套餐对他们进行个别指导，同时也可以发

动家长资源帮助幼儿进行自我制作。这样既能丰富幼儿对水

果类游戏的了解和认识，也能够让幼儿在游戏中体验到成功

感，进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培训合作意识。

4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幼儿的自主游戏理念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教师应转变教育观念，充分认识到自

主游戏对幼儿成长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并积极采取措施将其

运用到实际教育活动中去。在幼儿自主游戏中，教师要鼓励

幼儿大胆地、主动地去探究学习，同时还应根据幼儿的个性

特点和发展需求对其进行指导，促进他们不断地进行学习和

探索，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幼儿

在自主游戏中学习品质得到提升，获得更好的发展。同时，

教师还应树立终身教育理念，为幼儿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让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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