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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视角下幼儿园益智游戏生活化的策略研究

马香梅　林仁子

延吉市实验幼儿园　吉林延吉　133000

摘　要：本文基于“生活中学习，游戏中成长”的办园理念，深度剖析幼儿视角下幼儿园益智游戏生活化的创新策略。通

过构建“趣”文化、打造“三性”课程体系，激发幼儿“慧生活、慧游戏、慧学习”的成长模式，结合家园共育与教师专

业引领，提升幼儿综合素养，培养新时代全面发展的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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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幼儿视角为基，探索益智游戏生活化的背景与意义

幼儿阶段是个体成长的重要启蒙期，益智游戏对促进幼

儿全面发展至关重要。将其融入生活场景，能助力幼儿理解

生活、掌握知识，培养良好学习习惯与品质。从幼儿视角出

发探索益智游戏生活化策略，既契合幼儿发展的多元需求，

激发其学习兴趣与潜能，也符合“生活即教育，游戏即学习”

的现代教育理念。

当前，国家积极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强调立德

树人，要求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在此大背景下，如何基

于幼儿视角打造适宜的益智游戏生活场景，成为学前教育的

重要研究课题。我园积极响应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

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幼儿为目标，围绕幼儿园“趣”文化建设

与“三性”课程构建，开展系列实践。通过创新教育策略，

营造优质成长环境，让幼儿在生活、游戏与学习中实现全方

位发展。

2. 构建“趣”文化，夯实益智游戏生活化根基

2.1 文化及理念阐释

在“生活中学习，游戏中成长”的办园理念引领下，

幼儿园形成“趣”文化。该文化以趣味为核心，旨在激发幼

儿好奇心与探索欲，尊重幼儿天性，让他们在趣味环境中探

索、学习，实现自我成长，这与“创童趣、守童心、护童真、

筑童梦”的办园目标相符。此外，借助“情绪情感词典”，

关注幼儿在游戏中的情绪表达，提升其语言能力，挖掘闪光

点，助力成长。

2.2 文化对教师的熏陶引领

幼儿园定期组织“趣”文化研讨，帮助教师理解文化

内涵与“守童心、护童真”的教风。教师在教学与管理中融

入趣味理念，依据幼儿身心特点设计教学。如在语言领域教

育教学中，通过角色扮演游戏，让幼儿演绎童话故事，锻炼

语言表达，培养学习品质，践行“具灵性”课程要求。教师

还要熟练运用“情绪情感词典”，引导幼儿在区域活动评价

中分享情绪，了解幼儿其内心，提供针对性教育支持。

2.3 文化指导下的环境创设

秉持“趣”文化理念，幼儿园致力于让每一寸空间、

每一个区域都成为幼儿亲身参与体验与尽情游戏的乐园，全

方位激发幼儿的探索欲与创造力。

“游戏之趣”体验区：精心打造“趣享绘本”空间，

温馨的环境、可爱的书架和柔软的坐垫，吸引幼儿沉浸在绘

本的世界中，培养阅读兴趣与习惯。“趣玩建筑”区域提供

丰富的建构材料，让幼儿发挥想象，锻炼空间思维与动手能

力。“趣玩民间游戏”区融入跳皮筋、踢毽子等传统民间游

戏，让幼儿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区域活动结束后的评价

环节，教师引导幼儿运用“情绪情感词典”，分享游戏中的

情绪体验。

“科技之趣”体验区：“中国科技长廊”以时间为脉络，

展示中国从古至今的科技发展成就，从四大发明到现代航天

科技，拓宽幼儿的视野。“今天你要去哪颗星”互动区域，

设置逼真的太空场景与模拟航天设备，让幼儿沉浸式体验遨

游星空的奇妙。“厉害了我的祖国”立体书，通过巧妙的设计，

让幼儿在动手操作中了解航天科技知识。当幼儿在这些区域

活动中遇到困难或取得成功时，教师借助“情绪情感词典”，

与幼儿交流，了解他们的困惑与收获。

“艺术之趣”体验区：“我的航天梦”拓印作品区，

让幼儿用各种材料进行拓印创作，表达对宇宙的理解。“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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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区域为幼儿提供自由创作的空间，释放艺术天性。“多

彩的民间歌舞”体验区，通过播放民间歌舞视频、提供乐器

与服饰，让幼儿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幼儿在艺术创作或歌

舞体验后，用“情绪情感词典”描述自己的感受，教师借此

把握幼儿的艺术体验与成长。

2.4 文化对家长的引导

幼儿园通过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宣传“趣”文化与办

园理念，鼓励家长在家创设趣味学习环境，开展亲子活动，

实现家园共育。邀请家长参与亲子运动会等趣味活动，增进

亲子关系，让家长感受“趣”文化。同时，向家长介绍“情

绪情感词典”的运用，指导家长引导幼儿表达情绪，促进幼

儿语言和情感认知发展，凝聚家园教育合力。

3. 打造“三性”课程，丰富益智游戏生活化内涵

3.1 “三性”课程概述

“立德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验课程：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通过趣味化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如传统节日

庆典、民间艺术手工、经典诗词诵读等活动，开展品德启蒙

教育。激发幼儿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培养幼儿爱祖

国、爱家乡、爱集体、爱劳动、爱科学的情感，为幼儿“聪、

明、灵、通、美”的发展奠定品德基础。

“顺天性”生活、游戏、运动课程：遵循幼儿身心发

展规律，以幼儿为本开展保教活动。通过游戏活动和生活活

动，自然融入教育内容，尊重幼儿的成长节奏和个体差异，

为幼儿提供展示平台，鼓励幼儿主动发展。例如，在生活活

动中培养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在游戏活动中锻炼幼儿的各

种能力，让幼儿在轻松氛围中实现“慧”生活、“慧”游戏。

“具灵性”项目化活动课程：重视幼儿学习品质的培养，

重点发展幼儿的自主学习力、独立思考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尊重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与学习兴趣，通过项目化活动，

如科学小实验项目、创意手工项目等，引导幼儿积极主动参

与，培养幼儿不怕困难、敢于探究和尝试、乐于想象和创造

的品质，助力幼儿形成智慧生活、智慧游戏、智慧学习的良

好学习品质。

3.2 突出“童”性的童趣教育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着重突出“童”性，紧密联系幼

儿的生活实际开展童趣教育。从幼儿的生活经验出发设计课

程内容，如在“我爱我的家”主题课程中，让幼儿分享家庭

趣事、绘制家庭成员画像、了解成员职责，不仅让幼儿感受

家庭的温暖，还提升了他们的语言表达、绘画等能力。利用

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开展教学活动，如用废旧纸盒制作玩具、

用蔬菜进行拓印画等，让幼儿在趣味活动中认识生活、创造

生活，将“三性”课程与生活紧密结合，实现益智游戏生活化，

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4. 培育“慧”成长，明晰益智游戏生活化路径

4.1 “慧”生活，“慧”游戏，“慧”学习的内涵

慧”生活要求幼儿能运用所学知识技能解决生活实际

问题，具备良好的生活自理能力与习惯，符合“顺天性”生

活课程目标；“慧”游戏指幼儿在游戏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索、

合作交流，充分发挥游戏的教育价值，体现“趣”文化和各

类游戏活动对幼儿发展的促进作用；“慧”学习强调幼儿掌

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具备自主学习意识与能力，不断创新发

展，契合“具灵性”项目化活动课程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培养

要求。这三者相互关联，共同促进幼儿成为“聪、明、灵、

通、美”全面和谐发展的中国新时代幼儿。

4.2 实现途径——游戏

游戏是实现“慧生活、慧游戏、慧学习”的关键途径。

通过开展角色扮演游戏、建构游戏、益智玩具游戏等各类益

智游戏，让幼儿在游戏中获得全面发展。在角色扮演游戏“超

市购物”中，幼儿认识货币、计算价格、交流沟通，提升数

学运算、语言表达和社会交往能力，实现“慧”生活与“慧”

游戏；在建构游戏中，幼儿思考搭建结构，发挥想象力与创

造力，锻炼空间感知和动手操作能力，体现“慧”游戏与“慧”

学习。

4.3 依据年龄段的游戏策略

小班：乐玩中感知世界

小班幼儿以直观形象思维为主，喜爱简单、重复性的

游戏。基于此，幼儿园为小班孩子提供色彩鲜艳、操作便捷

的玩具，开展“芭比之家”等趣味性基础游戏。在游戏材料

的挑选上，侧重可直接感知的实物。在科学实验区，放置棉

花糖机器，孩子们能亲眼目睹棉花糖的制作过程，通过视觉、

嗅觉、味觉的综合刺激，丰富感知。在娃娃家餐馆，孩子们

亲手制作水果沙拉，触摸新鲜水果，品尝劳动成果，充分调

动五感，激发参与热情。这类游戏，不仅能培养小班幼儿的

认知和动手能力，帮助他们适应幼儿园生活，享受游戏乐趣，

还为后续“慧”生活、“慧”游戏、“慧”学习打好基础，

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性与 “顺天性”课程要求。



教育探讨 7卷 6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164

中班：会玩中提升能力

中班幼儿规则意识逐步增强，游戏能力有所提高。幼

儿园为此设计了具有一定挑战性与规则性的游戏。为引导幼

儿自主探索，教师运用平面、立体、动画等形式的游戏提示

图，清晰展示游戏流程，让幼儿能够自主开展游戏，培养自

主学习与探索精神。同时，借助园内独特的七彩松树宝宝形

象，引导幼儿遵守游戏规则，在游戏中培养团队合作与解决

问题的能力。这助力幼儿从单纯的乐玩，转变为懂得如何玩，

呼应“具灵性”课程对幼儿自主能力的培养目标。

大班：“慧”玩中衔接未来

大班幼儿思维、自主意识和创新能力快速发展。为满

足其需求，幼儿园提供开放性、综合性的游戏材料与环境，

开展科学小实验、创意手工等多元游戏。以“服装秀”区域

活动为例，建构区幼儿搭建 T 台，锻炼空间想象力；美工

区幼儿为模特化妆，发挥创造力；娃娃家幼儿进行角色扮演，

提升表现力；语言区幼儿担任记者采访，锻炼沟通能力；科

学区幼儿充当摄影师，学习光影和拍摄知识。此外，幼儿园

减少提示图使用，提供废旧物品、树叶等生活和自然材料，

为幼儿创造广阔的创作空间。在游戏中融入数学和语言元

素，助力幼小衔接。如“电话游戏”提升幼儿数学运算能力，

“镜子中的文字”游戏强化汉字认知与书写能力，让幼儿在

玩乐中学习，为未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4 游戏与生活经验的联系

所有游戏紧密联系幼儿的前期生活经验。开展游戏活

动前，教师引导幼儿回忆生活场景、事物，丰富前期经验。

如开展“医院”角色扮演游戏前，布置亲子体验活动参观医

院，了解医院布局和医护工作内容，提升游戏的教育效果；

游戏结束后，教师引导幼儿将游戏经验运用到生活中，学会

关爱他人、遵守秩序等，实现益智游戏生活化，体现“生活

中学习，游戏中成长”的办园理念，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5. 总结与展望，深化益智游戏生活化实践

在幼儿教育的探索过程中，我园始终以幼儿视角为切

入点，积极推进幼儿园益智游戏生活化策略的实施。这一策

略依托“趣”文化建设，构建“三性”课程体系，培育幼儿“慧

生活、慧游戏、慧学习”的优良学风，紧扣“生活中学习，

游戏中成长”的办园核心理念。

通过开展家园共育活动，引导家长参与幼儿教育，形

成家园教育合力；强化教师专业引领，提升教师的教育实践

能力，多管齐下，促使益智游戏深度融入幼儿生活。这不仅

激发了幼儿对游戏的兴趣，更促进了幼儿在生活体验、游戏

探索与知识学习中的全面发展，提升了幼儿的综合素养，朝

着培养“聪、明、灵、通、美”全面和谐发展的中国新时代

幼儿的目标稳步迈进。

未来，我园将持续践行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探索完

善现有策略，研究幼儿发展的新需求、新特点，创新教育方

法与活动形式，为幼儿创造更优质、更适宜的教育环境，让

每一个幼儿都能在充满爱与趣味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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