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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前儿童游戏教程》是面向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和一线教师而编写的一本学前教育教材，游戏作为
儿童期的主要活动，受到了古今中外研究者的重视，因而流派众多，面对众多观点，我们根据使用群
体的特点，重视教材的应用性和操作性，因此本教材具有观点外显、思路清晰、表述通俗、文例结合
、立足现实的特点，试图在“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基本铺垫后，让学习者更多地知道“怎么做”
。
全书共七章。
前六章主要涉及游戏的概念、观点、操作的原则和方法等，解决学习中的“是什么”和“为什么”的
问题，第七章主要是对前六章理论观点的延续和具体化，通过案例解决学习中的“怎么做”的问题。
第一章游戏的概述，对众多游戏的特点和分类进行了概括和提炼，减少了学习者在纷繁的观点中跋涉
的时间，论述了游戏在幼儿园中的地位、影响因素，对当今我国幼儿园实践中涌现的游戏现象进行了
介绍和评析。
第二章游戏与儿童的发展，文字阐述、实验和案例，使游戏与儿童的身体、认知、社会和情绪情感的
关系变得通俗易懂。
第三章游戏环境规划，对幼儿园的物质环境、心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了全面论述，并提供了建设性
意见，讨论了游戏中的教育资源问题。
第四章游戏的指导策略，明确了游戏中教师的角色，讨论了教师介入游戏的时机和具体方法，并介绍
了实践中常见的感觉游戏、角色游戏、结构游戏、表演游戏和规则游戏的指导方法。
第五章游戏观察的指导及评价，对观察在游戏中的意义、观察方法、观察的记录及分析进行了详实的
介绍，并提供了适合幼儿园使用的中外游戏观察量表，提高了观察的科学性。
第六章游戏治疗，阐述了游戏的另一功能——治疗性，分析了游戏与游戏治疗的关系，介绍了常见的
游戏治疗方法和案例，丰富了儿童教育的手段。
第七章主要遵循皮亚杰为首的认知发展心理学的游戏发展的感觉运动水平、象征性水平和规则性水平
的分段，对0—6岁儿童的游戏特点、游戏环境和案例进行了有重点地介绍: 0—3岁突出感觉运动游戏的
特点，3—5岁突出象征性游戏的特点，5—6岁突出规则性游戏的特点，并在相应阶段考虑儿童的社会
性发展水平，形成两者相互辉映的布局特点。
本教材可作为大中专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使用，也可作为早教机构和幼儿园一线教师的参考资料。
本教材的主编单位是贵阳幼儿师范学校，主要参编单位有: 温州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宁波大学基础教
育系、成都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四川隆昌幼儿师范学校、赤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江苏教育学院苏州
学前分院、山东潍坊幼教特教师范学校、甘肃幼儿师范学校、河南南阳幼儿师范学校、黑龙江省牡丹
江师范学校。
参与各章编写任务的老师如下: 第一章第一、二节翟理红，第三、四节纪秀琴；第二章项亦清；第三
章第一、二节万中，第三节刘敏，第四节翟理红、张海凤；第四章第一、二节翟理红，第三节戚瑞丰
；第五章杨俐；第六章沈建洲；第七章第一节刘昕、李德彬、杨丽、潘维萍，第二节杨丽、刘碧群，
第三节陈素，第四节周立静。
教材中的图片来自于: 贵阳第五幼儿园、十一幼儿园、实验二小幼儿园、花溪幼儿园、开阳幼儿园、
中天小花幼儿园；黔南州机关幼儿园；张家港后塍幼儿；上海冰场田幼儿园、虹口实验幼儿园；深圳
兴华幼儿园；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大量著作给了我们创作的灵感和理论的支持；无数幼儿园丰富的
案例和图片资料，使本书变得生动而有乐趣。
另外，还有幸得到何雯静、魏婷婷的帮助，使统稿工作变得苦中有乐!在此，除了深深的感激，我们更
需要的是不断的努力，以报答所有给予本书无私关怀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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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根据使用群体的特点，重视教材的应用性和操作性，因此教材具有观点外显、思路清晰、表述
通俗、文例结合、立足现实的特点。
    全书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至六章）主要涉及游戏的概念、观点、操作的原则和方法等，解决学习中的“是什么
”和“为什么”的问题;第二部分（第七章）主要是对理论观点的延续和具体化，通过案例解决学习中
的“怎么做”的问题。
    本教材可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使用，也可作为早教机构和幼儿园一线教师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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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游戏概述  第一节 儿童游戏的特点    一、游戏是快乐的    二、游戏是自愿、自主的    三、游戏是
充满幻想的    四、游戏与生活密不可分    五、游戏是有序的  第二节 游戏在幼儿园中的地位    一、游戏
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    二、游戏是儿童课程的灵魂  第三节 影响儿童游戏的因素    一、儿童主观因素对
游戏的影响    二、客观因素对游戏的影响  第四节 儿童游戏分类    一、儿童游戏的分类方法    二、儿童
游戏的分类第二章 游戏与儿童发展  第一节 游戏与儿童身体发展    一、游戏有利于提高儿童体能    二
、游戏能增强儿童机体的适应能力    三、游戏促进儿童身体生长发育  第二节 游戏与儿童认知发展    一
、游戏与儿童智力发展    二、游戏与儿童创造力发展    三、游戏与儿童语言发展  第三节 游戏与儿童社
会性发展    一、游戏与儿童自我意识    二、游戏与儿童交往能力    三、游戏与儿童自控能力  第四节 游
戏与儿童情感发展    一、游戏与儿童积极的情绪体验    二、游戏与儿童消极情绪的宣泄    三、游戏与
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第三章 游戏环境规划  第一节 规划游戏环境的意义  第二节 室内游戏环境的规划    
一、室内游戏环境规划的范围及内容    二、室内游戏环境规划的原则    三、室内游戏区规划的要点  第
三节 室外游戏环境的规划    一、室外游戏环境的内容    二、规划室外游戏环境的原则    三、室外游戏
环境的规划要点  第四节 玩具和游戏材料    一、玩具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    二、玩具的种类    三、玩具
的管理    四、玩具的利用    五、玩具中的忧患第四章 儿童游戏过程的指导策略  第一节 教师在儿童游
戏中的角色    一、教师是儿童游戏中的重要他人    二、教师在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是动态变化的    三、
教师介入儿童游戏的重要性  第二节 介入儿童游戏的策略    一、选择时机及时介入    二、介入策略  第
三节 各类游戏的指导策略    一、感觉游戏的指导    二、角色游戏的指导    三、结构游戏的指导    四、
表演游戏的指导    五、规则游戏的指导第五章 游戏观察的指导及评价  第一节 游戏观察的意义    一、
真实地了解儿童    二、准确地预设游戏    三、有效地指导游戏    四、及时有效地评价游戏  第二节 游戏
观察内容及方法    一、游戏观察的内容    二、游戏观察的方法  第三节 观察记录与分析    一、表格记录 
  二、实况记录法    三、图示记录法    四、摄像记录  第四节 游戏观察量表简介    一、游戏兴趣量表    二
、游戏发展进度量表    三、豪威斯的同伴关系量表    四、游戏的社会—认知量表    五、斯米兰斯基量
表的观察记录例表    六、游戏环境: 活动区、游戏场地、户外游戏场的评价表    七、幼儿园常用游戏量
表案例第六章 游戏治疗  第一节 游戏与幼儿游戏治疗    一、游戏治疗及其概念    二、游戏与游戏治疗
的区别    三、游戏治疗的分类及其主要观点    四、游戏治疗的意义  第二节 幼儿游戏治疗的实施    一、
游戏治疗的对象    二、游戏治疗及其常见的媒材    三、游戏治疗的流程与方法    四、游戏治疗中应注
意的问题第七章 游戏案例  第一节 0—3岁儿童游戏    一、儿童游戏特点及内容    二、游戏环境    三、游
戏方案  第二节 3—4岁儿童游戏    一、儿童游戏特点及内容    二、游戏环境    三、游戏方案  第三节 4
—5岁儿童游戏    一、儿童游戏特点及内容    二、游戏环境    三、游戏方案  第四节 5—6岁儿童游戏    一
、儿童游戏特点及内容    二、游戏环境    三、游戏方案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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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们提倡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时，应该避免形成以下四个误区。
1．将游戏标签化为实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思想，有的幼儿园在幼儿一日活动中以游戏
活动名称来安排活动，看上去一日活动充满着游戏，而这些游戏却密布着成人导演的痕迹，教师安排
游戏的内容、玩法和游戏的时间、场地，游戏间彼此孤立而无本质联系，没有游戏的自发、自愿、快
乐性，游戏就是名存实亡。
这种安排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它仅仅是从形式上给予了关注。
游戏作为一种内容和形式融入幼儿园教育，不应是孤立的、分割的，它应该以反映幼儿完整的一次经
历为活动目的，安排游戏的目的不是为游戏而游戏，而是为了借助游戏这种幼儿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来
促进幼儿的发展。
因此，所选择的形式和内容要注意趣味性，不是用内容来灌输给幼儿，而应该是借助生动有趣的情节
、形象可爱的内容来吸引幼儿，强调的是渗透在内容之中的游戏性特征。
2．游戏环境琳琅满目．为了实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思想，有的幼儿园开始从环境上去
渗透这一思想，在幼儿园的室内外有了各种游戏区角和材料，为儿童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刺激，但更多
的仍然停留在物化的层面上，而未体现环境课程化的思想，即为儿童提供的游戏场地和材料利用不充
分、儿童自由选择的机会不多、玩具材料的投放缺乏目的性和层次性、教师对游戏区角缺乏有效的指
导。
例如，我们观察的某幼儿园的一大型玩具，一天最热闹的是家长接孩子时的半小时左右。
在我们抽样调查的10个幼儿园中，只有10％的老师主动利用幼儿园已有的户外大型玩具进行有意识的
体能运动指导，更多的是停留在儿童已有的运动水平上的机械重复。
琳琅满目的游戏环境是重视游戏的一种表现，然而从“投入”玩具，“产出，，优质的幼儿教育这一
关系来看，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差距，有待我们引起重视。
3．以教学游戏替代创造性游戏由于教学游戏的可控性，幼儿园在一日活动中为儿童增添了丰富的体
育游戏、智力游戏和音乐游戏，这些游戏丰富了教学的手段、提高了儿童学习的趣味性，但从严格意
义上来讲，这些游戏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游戏特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游戏的教育价值，削弱了游戏
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的渗透力。
4．夸大游戏的自由性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就是要让儿童在一日活动中以自发的游戏为主，让
其作为游戏的主宰，使教师迷失了作为专业性教师的职责，不知道如何在自由和规则之间寻找切入点
。
从而出现了儿童自发性游戏无教师的现象，让儿童在游戏中放任自流，因而曲解了游戏的自主性实质
，即自由是在一定的秩序中进行的，否则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自由游戏。
二、游戏是儿童课程的灵魂游戏和课程就好像血液和身体的关系，血液千丝万缕地渗透在身体的每一
个细小的部位，身体的表面不容易看出血液，尽管人们熟知它的名称，身体包容了所有的血液系统；
当血液充足的时候，身体就表现出生命的活力，而当贫血或血液出了毛病时，人就会显得苍白而无力
，出现各种病症而使身体缺乏活力，哪怕是某一个极小的部位出血，也会影响全身。
游戏在课程中的地位也与之相似，课程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出现，游戏却是渗透于课程的方方面面
。
从课程的表面同样不能发现游戏会在哪里产生、占了多大比例，只有当课程在实施时，从学习者的自
身体验才能判别游戏是否真正存在，如果课程中游戏的成分较多，就会因为其快乐和创造等特点而深
深地吸引着孩子，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而当课程中缺乏游戏的因素或精神时，幼儿园的课程将会枯燥而沉闷，教师将会以主宰者的身份，向
儿童发号施令，将儿童看成一个被动的教育对象、软弱的接受者，从而过分使用自己的权威、外部的
控制，为儿童拟定过多的要求，避免他们出错；但要使儿童获得无限的创造源泉，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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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前儿童游戏教程》可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使用，也可作为早教机构和幼儿园一线教师的参考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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