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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天性——幼儿园自主游戏教学的实施策略
漳州市长泰区岩溪中心幼儿园  王清菊

摘   要：素质教育背景下，幼儿园自主游戏教学，不仅是培养幼儿自主探究意识、自主思考能力、自主学习习惯、
自主合作意识等核心素养的必由之路，更是促进幼儿独立自主品行形成的关键。目前，我国幼儿教师开展自主游戏
教学，仍然存在部分教师不能把握游戏介入的“度”、自主游戏形式有限、自主游戏无法联系幼儿兴趣、自主游
戏中幼儿个性化差异明显等状况。为了发挥出自主游戏的育人作用，使幼儿在游戏活动中释放天性，本文研究提
出对应的策略，旨在提升幼儿园自主游戏教学的质量，帮助幼儿成为一个有主见、有主意、有办法、能不断向自
己挑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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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中明确指出，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幼儿的好奇

心和学习兴趣，帮助幼儿逐步养成积极主动、认真

专注、不怕困难、敢于探究和尝试、乐于想象和创

造等良好学习品质。从幼儿的核心素养发展角度出

发，幼儿处于一个独立自主意识觉醒的关键阶段，

当幼儿进入幼儿园那一刻，意味着他们的独立自主

旅程已经开启。而教师对幼儿自主意识、自主思维、

自主能力、自主习惯的培养，有利于健全他们的人

格，发展幼儿的思维、品行、意志力，为幼儿全面

发展奠定基础。目前，我国幼儿教育领域，教师在

自主游戏教学方面已经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但是在

实际的自主游戏创设中，仍有部分教师过于介入幼

儿自主活动，导致幼儿在行为、思想上仍然离不开

教师的照顾与帮助，这就导致自主游戏教学失去了

意义。对此，本研究秉承着完全释放幼儿的天性，

提出一套全新的自主游戏教学模式，希望能为幼儿

教师提供参考。

一、自主游戏的核心定义

自主游戏即幼儿在一定的游戏环境中，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需要，以快乐和满足为目的，自由选择、

自主开展、自发交流的积极活动过程，这一过程也

是幼儿兴趣需要得到满足，天性自由表现，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和人格建构的过程。《指

南》中明确提出，幼儿园应多为幼儿提供自由交往

和游戏的机会，鼓励他们自主选择、自由结伴开展

活动 [1]。同时提出，关注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

教师与父母不宜过度保护和包办代替，以免阻碍幼

儿自主学习、自主发展 [2]。根据自主游戏的核心定

义与《指南》的相关要求，本研究认为，幼儿园自

主游戏教学，关键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结合幼儿

兴趣，丰富游戏内容和表现形式，让幼儿在玩中学，

在学中成长。

二、幼儿园自主游戏的育人功能

（一）释放幼儿天性，启发幼儿智慧

自主游戏的显著特点就是游戏决定权、主导权、

参与权、结果享有权等均掌握在幼儿手中，从游戏

的设计阶段至游戏的实施、结束，幼儿全程参与其

中。显然，由于游戏活动的权利掌握到幼儿手中，

更加方便幼儿决定整个游戏的发展路程，在这样

的游戏活动中，幼儿能更好地通过发挥想象力和

探索新鲜事物，学习新知识，实现天性的释放。

此外，自主游戏与其他游戏类型相比，显著特点

还在于能促进幼儿在游戏活动中思考、探索、实践、

合作等，教师通过投入趣味元素，激发幼儿的兴趣，

引导幼儿对问题进行深度思考和交流，这一过程中

能够更好地激发幼儿的智慧，帮助幼儿成为一名会

独立自考的人。

（二）培养自主意识，发展综合能力

幼儿处于 3~6 岁之间，这一时期，幼儿非常依

赖父母，同样也是改变幼儿过于依赖父母和他人，

形成较强的独立自主意识、自主能力、自主习惯的

关键阶段。自主游戏的功能就在于让幼儿做游戏的

主人，且不同的游戏活动具备不同的育人作用，可

以使幼儿通过自主游戏活动形成自主意识，让幼儿

在思想深处意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同时，通过

自主游戏活动也可以培养幼儿自主思考、自主探究、

自主解决问题、自主寻找合作伙伴等习惯，最终促

进幼儿综合能力和自主意识发展。例如，科学探究

主题的自主游戏中，教师让幼儿对科学现象进行观

察，引导他们自主思考，让幼儿对科学知识初步探

索与运用，在幼儿遇到挫折时，鼓励他们自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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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等，一系列的引导可以帮助幼儿形成自主意识、

自主能力与习惯。

三、幼儿园自主游戏教学的基本原则

（一）遵循自主性原则，释放幼儿天性

幼儿园自主游戏的基本特点就是“自主性”，

强调幼儿自主参与游戏活动中，整个游戏过程，幼

儿既是游戏活动的参与者和主导者，也是游戏结果

的享用者。教师遵循自主性教学原则，就需要让幼

儿在游戏活动中释放天性，注意不能过度控制游戏

过程，更不能盲目控制幼儿的行为，要通过正确的

指导方法，使幼儿在游戏活动中进行思维碰撞、知

识思考、事物探索。同时，教师遵循自主性游戏教

学原则，更应关注幼儿的兴趣，秉承着“以生为本”

的教学思想，根据幼儿的兴趣倾向开展具体的游戏

活动，体现出自主游戏为幼儿服务。

（二）遵循引导性原则，培养幼儿素养

自主性游戏虽然是让幼儿自主参与游戏活动

中，由幼儿担任游戏的决定者、参与者、结果享

用者，但是并不等同于教师对整个游戏放任不管。

教师应该严格遵循引导性原则，做幼儿的引领者、

解读者、支持者。在实际的自主游戏活动中，关键

是教师要把握住介入游戏的“度”。本文认为，教

师在三种场景下适宜介入游戏活动。其一，幼儿在

游戏活动中出现意见分歧时，教师可以鼓励幼儿互

相尊重，认真听取对方意见，换位思考，在思考中

实现自我进步。其二，幼儿遭遇困难或挫折时，教

师可以及时鼓励幼儿，鼓励他们想办法、努力解决

问题，适当情况下给予幼儿点拨。其三，幼儿出现

参与性不足时，甚至出现放弃行为时，教师可以倾

听幼儿的想法，给予理解与鼓励，培养幼儿坚持不

懈的品质。

四、幼儿园自主游戏教学的现实问题

（一）教师不能把握游戏介入的“度”

目前，幼儿园自主游戏教学中，最常见的问题

就是部分幼儿教师不能精准、合理把握介入幼儿游

戏的“度”。一方面，幼儿参与自主游戏时，有部

分教师考虑到幼儿的人身安全问题，过于干预幼儿

的行为、思想、意向。整个游戏过程，表面是幼儿

在参与，但实际上掌控者仍然是教师，游戏的走向

和游戏结果基本都是由教师决定，这就导致自主游

戏变成一种“控制”[3]。另一方面，部分教师为了

鼓励幼儿大胆实践、思考、合作，将整个游戏场地

交给幼儿，在幼儿出现问题时，教师未能及时发现，

在幼儿遇到困难、阻碍时，也未能给予适当的指导

和针对性的鼓励。实际上，教师过于介入与完全不

介入，都是一种极端化的教学行为，均不符合现代

教育理念。

（二）自主游戏形式有限，无法联系幼儿兴趣

相关调查显示，目前仍有部分幼儿教师未对幼

儿的学习兴趣给予高度关注，未能根据幼儿的兴趣

创设丰富的自主游戏活动，大多数的自主游戏活动

都是教师一人决定的，教师是游戏主题的决定者、

操控者，幼儿处于被动地位 [4]。甚至有部分教师为

了省力省心，只给幼儿创设一些简单的、普通的游

戏活动，没有满足幼儿的兴趣、诉求，无法体现出

“以生为本”的教育思想。这些问题因素的存在，

导致目前幼儿园中自主游戏题材过于单一，且有着

明显的从众化现象，缺乏创新性。另外，部分幼儿

教师在开展自主游戏教学时，容易受场地、条件资

源限制，尤其是我国乡镇幼儿园和农村幼儿园，这

一现象更为明显。

（三）自主游戏中幼儿个性化差异明显

当前，幼儿园自主游戏教学中，除了存在上述

两点问题，还存在自主游戏中幼儿个性化差异明显

的现状。每名幼儿的兴趣点，既存在普遍规律，也

存在个体性差异。一方面，幼儿年龄小，对事物的

接触与认知有限，在面对各种新鲜事物、游戏活动

时，他们的选择与好奇点会有所不同。部分教师在

创设自主游戏主题时，无法兼顾所有幼儿的兴趣，

只从中挑选典型的主题进行游戏创设，诉求未受到

重视的幼儿，在整场游戏中都表现出不积极的状态。

另一方面，在指导幼儿参与同一种游戏活动时，有

部分幼儿会表现出不同的看法与见解，甚至出现因

意见不合而起争执的情况，但部分教师没有对此进

行合理引导，容易导致幼儿失去兴趣，甚至出现厌

学的情况。

五、幼儿园自主游戏教学的实施策略

（一）教师科学把握介入游戏的“度”，给予

幼儿引导与鼓励

基于上述研究可知，幼儿园自主游戏教学实施，

关键在于教师把握住介入游戏的“度”，既要做到

对幼儿学习有合理指导，也要避免过于干涉幼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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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要给予他们充足的成长空间，激发幼儿的天性。

比如，选择“水彩画”“娃娃家”“插片拼图”和

“投彩球”四种游戏组成一次自主游戏，游戏开始

前，教师可以先简单介绍四种游戏的基本玩法，然

后引导幼儿按照自身的兴趣爱好选择其中一种开展

自主游戏。之后，教师再按照“插片拼图”“投彩

球”“娃娃家”和“水彩画”的顺序对各个区域的

幼儿进行单独的指导。在“插片拼图”区域，教师

可以根据图纸找出幼儿不易理解的内容，给幼儿合

理的提示；在“投彩球”区域，教师可以通过观察

幼儿对不同外观的彩球的描述，引导幼儿讨论如何

统一描述方法，方便游戏继续进行；在“娃娃家”

区域，教师可以鼓励幼儿用自己的话将刚经历的故

事复述出来；在“水彩画”区域，教师可以引导幼

儿互相点评彼此的绘画作品。通过这种方式，教师

按照既定顺序在不同区域间轮换，并在有突发问题

时及时切换到其他的区域，能够满足不同游戏的指

导需要，既保障了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自主选择的权

利，又能让不同区域的幼儿都得到有效指导。另外，

在具体的游戏指导时，教师要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

采取不同的指导方式，如“水彩画”游戏活动中，

针对幼儿出现不会画、寻找不到题材、不会构思等

情况，教师可以鼓励幼儿与其他小伙伴交流，通过

观摩小伙伴的做法获取灵感，而不是直接告诉幼儿

答案，引导要注重启发性。

（二）基于幼儿兴趣创设自主游戏，丰富游戏

活动形式和场景

自主游戏活动的决定者、参与者、成果享有者

都是幼儿，虽然教师是自主游戏活动的创设者，但

应根据幼儿的兴趣创设自主游戏，并应根据幼儿的

兴趣爱好丰富自主游戏活动内容、形式、场景，

确保游戏活动的多元化，使每名幼儿都能在不同

的游戏活动中学习到不同知识，释放天性。例如，

可以创设一个自由式、灵活化的自主游戏活动——

“变废为宝”。自主游戏创设中，要遵循几个流程：

①材料运用不设要求，区域活动不设限制，旨在让

大班幼儿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将各种材料变成精

美物品。②不限制题材，主要激发幼儿想象，引导

幼儿联系自己的生活场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寻找到合适的材料，进行材料运用与设计，实现变

废为宝 [5]。如部分喜欢美工的幼儿，可以寻找石头

进行绘画，也可以寻找树叶进行绘画，幼儿可以

在区域内寻找合适的材料进行美术创作。部分喜

欢物理探究、动手实验的幼儿，可以将纸杯与毛线

利用起来，在纸杯上穿孔，将毛线分别连接在纸杯

的两端，做一个能够通话的传声筒。③要给幼儿充

足的自主活动时间，让他们有充足时间思考、选择、

实践，让每名幼儿都能发挥想象力，参与自己喜欢

的游戏活动，发挥个人创造力，在自主探索与实践

中健康成长。

（三）尊重幼儿个性化差异，注重自主游戏内

容层次性

幼儿园自主游戏教学中，教师更要尊重幼儿的

个性化差异，充分了解每名幼儿的性格、爱好、特

点等，在开展自主游戏时，合理安排游戏活动的时

间和内容，注重游戏内容的层次性、递进性，满足

每名幼儿的参与需求。同时，在同一种游戏活动中，

教师应引导幼儿通过合作、自主探究的形式，互相

交流观点，在交流合作中共同学习进步。例如，有

的幼儿喜欢手工类游戏，擅长手工制作；有的幼儿

喜欢美术类游戏，擅长发现美、创造美；有的幼儿

喜欢体育类游戏，擅长运动。针对幼儿的个性化差

异，教师可以创设一个不设边界，紧紧围绕主题的

自主游戏——“小小树叶，无穷力量”[6]。以“小

小树叶，无穷力量”为游戏主题，给幼儿准备多种

材料，开设多个游戏分区，如“手工区”“拼画区”“自

然界探索区”。手工区，可以开展手工活动，幼儿

可以自主对树叶进行裁剪或绘画，完成创意作品。

拼画区，幼儿可以利用不同形状的树叶进行拼画，

创作美术作品。自然界探索区，幼儿可以在幼儿园

内的植物园寻找各种形状的树叶，训练自己的探索

精神、劳动意识。通过一个自主游戏主题，延伸出

若干个游戏分区，可以使幼儿的天性都能得到释放，

促使幼儿的兴趣、个性得到发展。

（四）积极利用低结构材料，创设游戏活动共

享区

低结构材料是指结构松散、可变性强、玩法多

样的游戏材料，也是生活中极易获取的材料，如易

拉罐、树枝、木板、塑料瓶、包装盒子、纸箱、布

袋、筷子、贝壳、吸管、包装纸等。低结构材料的

显著优点就是可用性强，它能满足幼儿个性化游戏

需求，在幼儿需要不同类型的游戏材料时，教师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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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游戏主题，选择相关的低结构材料，在教室

内创设自主游戏区、游戏共享区等，就可满足幼儿

日常的游戏自主参与需求。例如，从美工活动、科

学探究活动、手工活动、语言交流活动等多主题

游戏活动视角出发，可以创设一个综合性、自主性、

共享性的游戏区域。在自主共享游戏区域，可以

根据不同的活动项目，准备对应的低结构材料，

如手工区准备纸箱、木棒、胶泥、纸杯、纸牌等；

美工区准备树叶、花瓣、石头、画笔、染料等；科

学探究区准备铁块、铜板、铝板、锌块、银器等。

借助各类低结构材料，每周制定“N+”个自主游

戏主题，将游戏主题、指导策略、安全事项等备份

到黑板上，挂在自主游戏区域，鼓励幼儿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自行寻找合作伙伴，参与到自主游戏

活动中，可以让幼儿自行运用材料参与游戏，激发

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五）自主游戏中开展安全指导，预防安全隐患

事实证明，自主游戏更依赖于幼儿自身参与，

但由于幼儿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相比成年人而言，

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因此，教师要在自主游戏中

开展安全指导，构建“自主游戏 + 安全教育”的教

学体系，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也

帮助幼儿在未来人生中形成自我保护能力。例如，

开展“丢沙包”自主游戏时，整个游戏活动主导权

应交给幼儿 [7]。但为了保证幼儿在游戏中的安全，

教师在正式组织幼儿参与游戏活动前，应该给每一

组成员讲解游戏活动的注意事项，比如，丢沙包过

程中，切勿朝着对方面部投掷；丢沙包过程中，应

讲究团队合作，注意两人站距，避免磕碰情况；不

满足裁判员的指示时，应及时报告教师，进行妥善

协商；禁止将沙包投掷场外人员。通过安全指导，

让幼儿了解到体育自主游戏时应该注意的事项，激

发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六、结语

总而言之，自主游戏是培养幼儿自主探究意识、

自主思考能力、自主学习习惯、自主合作意识及

独立自主品行的重要方法，也是面向幼儿实施全

面发展教育的主要形式。分析幼儿园自主游戏教

学现状可知，存在部分教师不能把握游戏介入的

“度”、自主游戏形式有限且无法联系幼儿兴趣、

自主游戏中幼儿个性化差异明显等问题。基于这些

问题，教师应该积极遵循自主性、引导性教学原则，

采取对应的教学方法，突破自主游戏教学的重重瓶

颈，充分地发挥自主游戏的功能作用，引导幼儿健

康学习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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