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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自主游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策略探析
宫盈盈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山东 东营 257400）

摘要：作为一种重要的幼教模式，自主游戏教学不仅能够对幼儿的知识积累与技能锻炼发挥促进作用，而且还可以使幼儿体验到学

习的快乐。现阶段幼儿自主游戏教学取得了一定成绩，得到了幼儿教师的广泛青睐，同时其中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影响了自主

游戏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因此，本文将结合笔者实践经验，分析幼儿自主游戏教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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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游戏是幼儿最为喜爱的游戏之一，也是当前幼儿园教育

中的重要课堂构建形式，对幼儿的语言发展、认知发展、社会性

发展均有重要促进作用。为了有效提升幼儿自主游戏教学的应用

价值，教师要尊重幼儿的游戏选择权，优化游戏开展方式和游戏

材料投放方式。下面，本文针对幼儿自主游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对其解决策略进行探析。

一、幼儿自主游戏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一）游戏材料数量与种类有待丰富

在自主游戏教学开展过程中，教师需要为幼儿投放各种游戏

材料，以供幼儿自主选择。游戏材料投放数量与种类不足，是当

前影响自主游戏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多数幼儿园存在游戏材料

难以满足幼儿游戏需求的现象，影响了幼儿对游戏活动的参与情

绪，束缚了幼儿的想象力。

（二）教师过度干预幼儿自主游戏

顾名思义，“自主游戏”将幼儿作为课堂活动主体，是一种

充分发挥幼儿自主性的游戏活动。在开展幼儿自主游戏教学时，

教师要充分领会“自主”含义，学会适当放手，让幼儿自由开展

游戏活动。出于对幼儿能力的考量，有些时候教师难免过度干预

幼儿游戏，制约幼儿自主选择能力的发挥。叮嘱幼儿“规规矩矩”，

破坏幼儿的游戏内容，打乱幼儿的游戏流程的现象普遍存在，对

幼儿的自主游戏体验造成了一定影响，限制了其想象力和创造性

的发挥。也有的幼儿教师在游戏设计中照本宣科，不鼓励幼儿加

入自己设计的教学内容，抑制了幼儿的参与积极性。

（三）教师过度放任

教师过度放任，对游戏过程的把控力不够是幼儿自主游戏教学

中普遍存在的另一问题，这类情况的出现与幼儿教师认知有关。部

分教师将幼儿自主游戏教学理解为让幼儿们自由活动、玩耍，认为

只要保证幼儿不要在游戏中打闹、吵架即为完成教学任务。在此游

戏教学状态下，幼儿的自由天性得到充分照顾，但是他们很难通过

自由游戏过程学到知识，自主游戏教学的优势未能得到真正发挥。

二、幼儿自主游戏教学策略

（一）让材料“丰富多彩”

幼儿容易被新鲜事物所吸引，所以新材料投放之初会令其在

游戏中兴趣满满。随着时间的推移，幼儿逐渐失去游戏兴趣，教

师需要对游戏材料进行及时补充、更换，以提升幼儿的参与主动

性。教师要意识到材料较单一对幼儿自主游戏教学效果的影响，

为幼儿提供丰富多彩的游戏材料。实践表明，幼儿在相对良好的

物质条件保障下，更加乐于投入游戏，并在游戏中进行探索。物

质条件能够强化幼儿的游戏动机，使他们积极参与和发现，继而

形成越来越强的创造力。通过不断拓展游戏形式，丰富游戏材料，

为幼儿提供独创性的物质环境，可以提升幼儿的游戏体验，将他

们的注意力和兴趣牢牢吸引到课堂教学中。在进行游戏材料设计

与投放时，教师要关注幼儿参与性，及其对基本游戏规则的理解

和遵守。比如，教师可以邀请幼儿一起来收集游戏素材、制定游

戏规则，促使游戏材料收集本身成为一种游戏，充分激发幼儿对

自主游戏的好奇心和积极性，将他们的探索欲望、观察力以及触

觉有效调动起来。

（二）为幼儿“量身定制”游戏

在幼儿自主游戏教学中，幼儿容易因为兴奋和期待乱跑乱跳、

大声吵闹。作为教师，要对幼儿的“自主”尺度进行合理把控，

保证整个游戏教学活动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促进幼儿自主性的发

挥，并不能等同于对他们的一切行为进行放任。教师需要在理解

幼儿年龄特点和幼儿参与特点的基础上，对游戏方案进行优化设

计。游戏方案应充分重视幼儿主体地位的发挥极其参与兴趣的激

发，从而使其沉浸在游戏当中，实现对其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

和主动性的培养。首先，各个游戏环节的设计要以确保幼儿安全

为前提，贴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参与兴趣，满足幼儿的自主性

游戏需求。其次，教师要鼓励幼儿参与游戏设计，使其创造性在

游戏设计环节得到充分发挥。再次，教师在游戏中，要进行适当

引导，促进幼儿创造能力的培养。幼儿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自主

选择游戏项目，教师在幼儿进行游戏选择时和进入游戏后发挥引

导作用，提升整个游戏教学活动的有序性和有效性。这种为幼儿“量

身定制”游戏的做法，有助于自主游戏教学效果的提升，以及幼

儿游戏自信心和主动性的培养，有效促进了幼儿综合能力发展。

（三）使环境“开放有序”

开放有序的游戏环境，更加能够满足幼儿的探索欲，幼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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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游戏的组织形式应开放多变、形式多样，从而使幼儿持续保持

参与积极性和兴趣。教师要为幼儿创造愉悦且宽松的游戏环境，

鼓励他们在自主游戏活动中发挥想象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强化幼

儿认知能力与个性的培养。在幼儿自主游戏中，教师是点拨者和

引导者，幼儿是参与主体，教师应将游戏的选择权交给幼儿，让

他们尽情享受自主游戏所带来的快乐。这有利于幼儿以游戏为载

体进行创作与实践，可以有效激发他们的学习主动性，从而实现

动静结合、放导结合的自主游戏教学，使幼儿在思中动、乐中思、

学中乐、玩中学。长期坚持之下，整个幼儿游戏教学将会形成互

敬互爱、互帮互助的良好课堂氛围，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

（四）将“自主”作为基础

首先，教师要对幼儿的游戏状态和进度进行观察，对介入时

间点进行合理选择，避免硬性介入。自主游戏教学要以教师对幼

儿的观察结果为基础，结合幼儿的自主游戏进程和水平，对其所

需要的帮助进行判断，使教师介入更加符合实际课堂教学情况。

不经过观察就直接进入幼儿游戏的行为，是违背幼儿游戏主体原

则的，不利于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容易使他们陷入一种思维

定式。在这种不合理的教师介入行为下，幼儿很容易形成“游戏

要听从教师安排”的认知，这是一种思维上的惰性。

其次，幼儿教师要在自主游戏教学中做到因材施教、准确指

导。自主游戏教学强调为幼儿创造自由空间，教师要注重对整个

游戏教学过程的把控，不能对幼儿游戏行为完全放手不管。幼儿

之间的个体差异客观存在，他们的性格与身体条件各不相同，教

师要对幼儿的游戏兴趣、智力发展情况、性格特点进行观察与分析。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增加对性格内向且较为孤僻的幼儿的关注

度，减少对创造力强且性格开朗的幼儿的行为干预，通过针对性

的合理教师介入行为提升游戏教学实效。针对不同性格与特长的

幼儿，教师应采取不同的鼓励措施和交流方式，使他们的交流合

作能力和游戏参与主动性得到有效提升。面对游戏环节所出现的

争执问题，教师应站在幼儿视角看待矛盾，并采用柔性的管理方

式化解矛盾。

（五）增强游戏内容趣味性

幼儿对自主游戏教学内容感兴趣，积极参与课堂游戏活动，

自主游戏教学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发挥，因此教师要注重游戏内

容趣味性的强化，提升课堂活动对幼儿的吸引力。比如，教师可

以为幼儿创设舒适且宽松的游戏情境，使游戏内容在幼儿眼中充

满趣味性和吸引力，引导幼儿在轻松愉悦的游戏氛围中学习知识、

发展技能。笔者在颜色识别训练中融入自主游戏教学，引导幼儿

在颜色填充实践中认识颜色，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首先，笔

者将白色铅笔画分发给幼儿，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涂色。

其次，结合幼儿的涂色作品结合幼儿的涂色作品，引导他们对红、

黄、蓝、绿等颜色进行逐一认识。有了之前的填色实践，幼儿在

颜色识别环节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

（六）重视课堂互动

幼儿年龄尚小，在自主游戏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自己难

以解决的问题。为了促进自主游戏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教师要

培养幼儿主动参与课堂互动，向小伙伴和教师寻求帮助的意识。

幼儿主动反馈，教师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辅助幼儿完成

游戏，从游戏中获得知识与技能的提升。比如，组织幼儿参与“一

年四季”的主题活动时，教师可融入“天气预报”小游戏。首先，

教师要引导幼儿确认角色，一般来说可由教师担任天气预报员，

幼儿利用手势将天气情况表现出来。当教师预报刮风天气时，幼

儿用手掌左右横扫；播报大雨天气时，幼儿用拍手掌模拟雨声；

播报小雨天气时，幼儿用手指在空中轻轻点，模拟小雨的轻柔。

这个过程中幼儿之间相互模仿，相互借鉴表现形式。其次，一轮

游戏结束之后，教师鼓励幼儿向教师反馈有哪些困难、分享游戏

心得。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亲近且平等的。

（七）营造“展示”空间

游戏过程中所诞生的作品，是幼儿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体现

了幼儿智力与动手能力水平的发展。教师要珍惜幼儿作品，为他

们创造足够的展示空间，培养他们参与自主游戏活动的自信心和

自豪感。在幼儿游戏作品展示中，教师要保证教学评价的客观性

和多元性，引导幼儿发现自己的能力优势和成长。由于空间与游

戏材料的制约，相当一部分幼儿作品不能长期保存，教师要对幼

儿作品的展示形式进行创新。比如，组织幼儿进行现场参观、摄

影留念、相互赠送作品等都是比较常用的方式，可以培养幼儿学

会自我欣赏和欣赏他人作品，有利于幼儿良好学习心态与习惯的

形成。

三、结语

总而言之，幼儿自主教学应贴合现代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

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释放，从而培养幼儿对自主游戏的参与

兴趣，提升幼儿对自主游戏的参与效果。教师要充分重视自主游

戏教学，对幼儿成长的促进作用，在应用这种课堂构建方式开展

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反思教学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继

而打开幼教的新局面，促进学前教育质量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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