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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游戏往往有两种：一种是儿童自主生成的游戏；

另一种则是教师预设的游戏。在教师创设的游戏环境中，教

师往往期待幼儿能够按照教师预先设计的游戏方式进行探

索，但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具有独特性，并不是每位幼儿

都能按照统一的方式进行探索。这个时候有些儿童可能会自

主生成新的游戏。虽然没能按照教师预设的方式进行游戏，

但他们也能玩得不亦乐乎。

在观念层次上，教师们已经能达成一致，都知道“游戏

应该是儿童的游戏，游戏是儿童最基本的学习方式”，能够

做到尊重幼儿的兴趣、尊重幼儿的需要，放手让幼儿进行自

主探究。但在现实的幼儿游戏中，面对幼儿能力、兴趣与教

师期待、教育目的之间的不相符或冲突时，教师究竟该采取

何种措施，成为教师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案例：有 3 位幼儿参加探究螺旋桨游戏，有 2 位幼儿

实现了预期的活动目标：探索使用螺旋桨推动船行走。而有

1 位幼儿并没有用螺旋桨来尝试推动船，而是在地上不断地

划着圈玩，饶有兴致。

在这样的游戏情境下，在一旁的教师应该怎么办？是尊

重幼儿的游戏兴趣，继续观察，让那位没有用螺旋桨尝试推

动船的幼儿进行自主游戏？还是进行介入，引导幼儿按照教

师预先设定的游戏方法进行游戏？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

不仅仅涉及教师对观察、介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体现教师

到底持有怎么样的游戏观、教育观。

一、幼儿游戏中的教师角色存在的问题

（一）观察还是介入？

1. 观察——观察的累积意义

教师为什么要观察？希望通过观察解决什么问题？观

察能够帮助教师了解游戏计划与幼儿游戏之间的差距，了解

各个游戏区域的安排是否合理。教师可以观察幼儿在游戏中

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品质，如果游戏没有成功，并不能因为他

没有按照教师预设的方式进行游戏而否定他，认为他的探究

能力弱，而应该看到整个游戏过程虽然并不那么顺利，但他

依然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整个观察过程结束，教师就能

够从幼儿行为的观察中获取有效信息来发现分析幼儿的学习

能力及学习品质是怎样的，从而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策略。

2. 介入——介入的作用、必要性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教师要善于观察，关

注幼儿的表现，发现他们的需要，适时地给予支持。耐心倾

听，适时引导，最后落脚点也是在“引导”二字。幼儿在游

戏时，作为教师除了要站在他们背后，静静地观察，更重要

的还是应该支持、指导。笔者并不否定观察的重要性，但是

如果幼儿已经不能按照预期完成游戏了，需要教师的指导，

则应该适时地介入指导。在区域自选游戏中如果发现以下情

况就应该适时地介入：停滞的游戏行为，当幼儿表现为无聊

发呆、闲逛、走神、争吵，对材料或环境无动于衷时，或者

表现为消极地使用材料，毫无计划性时，作为教师应该尝试

给出支持方案。

（二）“游戏精神”还是“教师指导”？

1. 幼儿自由探索能体现游戏精神

尽管教师的指导作用很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问

题，游戏应该是自发自愿的。幼儿是在跟随自己的兴趣进行

游戏，在自己的水平上进行游戏，如果要依靠外界的力量让

他进入游戏，那可能这个游戏并不吸引他。是否自愿、是否

有愉悦的情绪体验是游戏与被游戏的区别。教师在观察幼儿

游戏时，发现游戏水平低，就给幼儿设置游戏目标，激励幼

儿完成，幼儿似乎也完成得很好，但是这个游戏是教师意志，

而不是幼儿们自己的想法。因此，尊重幼儿的选择就应该把

游戏和学习探索的权利还给幼儿。

2. 有效介入有利于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

游戏有幼儿自发的游戏，也有教师根据教育目标设计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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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游戏，幼儿自发的游戏和教师设计的游戏的区别在于，

后者更强调游戏的教育意义。教师参与、设计编排的游戏，

并非否定幼儿的游戏主体地位，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幼儿的

游戏主体地位。如果幼儿明显无法通过自主探索获得成功，

则需要教师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不介入，那教师的指

导作用应该如何体现呢？如果完全放弃教师的指导与干预，

那游戏就成为单纯的游玩，幼儿园游戏的教育性就无法保证，

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教育意义的游戏，这才是幼儿园开展游戏

活动的根本。

（三）“干扰”还是“指导”？

1. 随意的介入是一种“干扰”

教师的指导作用并非完全通过介入、指导幼儿的游戏体

现，而是应该通过教师教育理念的渗透达到的。很多时候，

教师代替幼儿做的太多了。要放手让幼儿自主游戏、探索，

只有放手了才能有更新颖、更独特的发现。随意地介入幼儿

的游戏中，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幼儿活动的干扰者。这个问题

常常是教师不自觉就会犯的，尤其是新手教师会觉得如果不

介入幼儿的游戏，似乎就不能将教师的作用发挥出来，如果

不参与幼儿游戏、不给予指导，就不称职。实际上这种观念

本身就是错误的，观察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对幼儿

行为进行评估、分析的一种手段。教师们通常在介入幼儿游

戏时说的第一句话都是“你在干什么呢”，缺乏对幼儿学习

兴趣和需要的真正了解和理解，简单粗暴的干预、强制性的

教学只会打击幼儿的学习兴趣，消退幼儿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阻碍幼儿的学习和发展。

2. 幼儿需要教师的“指导”

介入游戏时教师往往纠结时间和时机问题，其实还有介

入的方式需要考虑。介入不是打断幼儿，而是在满足幼儿兴

趣和需要的基础上适时介入。当幼儿面临困境的时候，需要

对幼儿游戏进行指导，否则会导致游戏停滞不前。当原有的

游戏情节总是不能得到新的发展的时候，引入新的创意才能

丰富游戏的情节。一些新创意的实现需要得到游戏伙伴的积

极回应或者游戏材料的支持。教师的鼓励和引导能够帮助幼

儿获得自信和成功，简单的点拨可以更好地启发幼儿。否则，

即使是幼儿非常感兴趣的游戏创意也会很快过时。这时候对

新游戏创意的讨论和分享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需要适时地

介入，主动担任话题分享、讨论的组织者，对有价值、有意

义的话题进行充分的回应，引领幼儿一起去寻找新的游戏创

意的实现路径。

二、教师有效性介入游戏的策略讨论

（一）观察是前提

教师能否有效地支持幼儿游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教师是否了解幼儿的学习兴趣与需要。观察是了解幼儿

游戏行为和水平的最直接的方法和途径。当幼儿在进行游戏

时，教师可以适时地放慢脚步，花点时间站在游戏之外观察

幼儿的需要和兴趣，捕捉教育的时间和契机，而不是仅仅像

活动的监督者一样时刻监视着幼儿是否有出格的行为、是否

符合教师的要求。教师应对幼儿的游戏活动进行观察，根据

“理想的”游戏行为框架来确定当前的游戏活动中“缺失”

哪些“重要因素”。重要因素的出现与否是教师进行指导的

重要依据和标准。教师通过对游戏活动情景的观察、判断，

确立该游戏活动是否需要进行介入，并结合教学经验，选择

及确定适宜幼儿发展的介入方法。

（二）介入时机是关键

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必须建立在满足低层次需求的基础

之上。生理需求、安全感和归属感等最基础的需要得到满足

之后，人才能将所有的能量集中于更高水平的尊重和自我实

现的需要。[1] 所以教师应该何时介入幼儿的游戏？当幼儿需

要教师的时候就是教师介入游戏的最佳时间。教师作为幼儿

游戏的指导者，应该依据自己对幼儿行为的判断进行指导，

而且教师的指导应该是追随、满足幼儿的兴趣和游戏需要的。

一旦教师的判断不符合幼儿的需要或兴趣时，教师的指导行

为就很可能会被幼儿拒绝，甚至中断、破坏幼儿的游戏活动。

当幼儿在进行混乱无序的游戏时，他们的安全需要并没有得

到满足，幼儿处于焦虑之中。最基础的安全感没有得到满足，

幼儿就很难表现出高水平的、高质量的游戏水平。此时，教

师就应该介入，帮助幼儿消除内心的不安，让幼儿感到教师

是温暖的、世界是安全的。

（三）介入方式是重点

幼儿在游戏过程中与同伴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行为的往

来直接决定了幼儿游戏的质量和内容。[2] 教师应把对游戏的

干预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教师的直接干预指导很可能会阻

碍幼儿游戏的进行，让幼儿隐藏最真实的情绪情感，降低游

戏带来的宣泄和治疗效果。教师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介入游戏，

与幼儿共同参与游戏。从教师介入游戏进行指导的效果来看，

幼儿作为游戏参与过程中的平等个体，更倾向于倾听同伴的

意见和声音，接受同伴关于游戏的想法。从观察的结果来看，

教师以游戏共同参与者身份介入游戏的方式更体现了儿童本

位的思想，在尊重儿童游戏意愿的基础之上，提高儿童的游

戏水平。

三、结语

幼儿教师能否有效地支持幼儿游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教师对幼儿游戏中教师角色的定位及对幼儿学习兴趣与需

要的观察和了解。有效指导方法以积极的自我反思为基础，

仔细地观察、识别幼儿的游戏水平，谨慎地选择恰当的时间

和机会介入与回应，一步步地满足幼儿的需要。因此，为促

进幼儿游戏水平的提高，教师首先要在幼儿的游戏区下功夫，

提供更丰富有趣、有组织的玩具材料，创造一个既依赖幼儿

现有经验又可以不断延伸幼儿游戏经验的环境，以确保幼儿

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深入发展。其次，对幼儿进行充分且有效

的观察，在对幼儿游戏水平和需要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

发挥同伴的力量，选择恰当的时机介入，参与幼儿的游戏，

以支持和延伸幼儿的游戏活动，促进幼儿向更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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