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将生活材料应用于幼儿

园游戏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不但顺应了现阶段通过幼

儿教育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的教育理念，而且培养了幼儿

的生活技能，使幼儿的安全感

及幼儿游戏教学的价值有所提

升。运用生活材料丰富教学游

戏的内在元素、通过小组合作

或竞争等形式强化游戏体验感、

扩大生活材料范围等策略能够

有效将生活材料应用于幼儿园

游戏教学中。文章针对生活材

料在幼儿园游戏教学中的应用

展开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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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

儿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因此教师应该引导

幼儿通过直观感知、亲身体验和实际操作进

行科学学习。幼儿园时期是幼儿接受教育的

初始阶段，生活材料对幼儿教育极具重要性。

教师在幼儿游戏教学中使用生活材料，不仅

能提高游戏的趣味性，还能增强幼儿的逻辑

思维能力、感知能力，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

提高幼儿游戏教学的质量。

一、 将生活材料应用于幼儿园游

戏教学的意义

( 一 ) 顺应幼儿教育理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幼儿园的教育

理念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过去一段较

长的时间里，幼儿教育被视为学校教育的准

备阶段，家长与幼儿教师致力于通过数学、

拼音等益智游戏启发幼儿的心智，开发幼儿

的潜能。但现阶段幼儿教育的核心理念在于

通过幼儿教育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基于此，

幼儿教育的侧重点从数学与拼音变成了培养

幼儿的生活技能，而生活材料在幼儿游戏教

学中的应用恰好顺应了这一教育理念。

( 二 ) 提升游戏教学的价值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将游戏视为一种娱

乐方式，认为幼儿游戏只是带领幼儿跑跳，

将生活材料融入幼儿游戏教育改变了人们对

游戏教育的固有印象。将生活材料引入幼儿

游戏教育后，幼儿不仅获得了参与游戏的快

乐，而且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许多生活技能。

生活技能的培养使得幼儿游戏教学的价值有

所提升。

( 三 )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现阶段，幼儿教育的核心理念在于保障

幼儿身心健康地成长。游戏教学以及安全保

障措施只能保证幼儿的身体健康，不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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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心理健康。将生活材料融入

幼儿游戏教育，能够使幼儿掌握各

类生活技能。生活技能的掌握会减

少幼儿对教师和家长的依赖，增强

幼儿的安全感。

二、 将生活材料应用于幼

儿园游戏教学的策略

( 一 ) 运用生活材料丰富教学
游戏的内在元素

游戏教学作为幼儿教学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性影响着幼

儿的参与积极性。儿歌、舞蹈等内

容在幼儿游戏教学中的应用较为广

泛，幼儿教师可以通过生活材料的

应用使游戏内在元素更加丰富。许

多日常生活中的小物品都可以增加

游戏的趣味性。

例如，在幼儿游戏“送快递”中，

幼儿需要扮演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的快递员。幼儿将需要派送的

“快递”放入自己的书包中，将“快

递”成功送达目的地。在这个游戏

中，教师主要设置了两个难点 : 其

一，幼儿需要独立完成“快递”的

包装以及快递员服装的穿戴；其二，

幼儿需要通过教师提供的地图找到

正确的目的地。在这一游戏中，服

装、“快递”、地图等生活材料都得

到了合理的应用，“送快递”“看地

图”等游戏元素也较为丰富。在完

成游戏的过程中，幼儿不仅获得了

游戏的快乐，还培养了穿衣技能。

( 二 ) 小组合作或竞争，强化
游戏体验感

在小组合作与竞争的游戏方式

下引入生活材料，能够强化游戏的

体验感。在游戏中无论是增加合作

关系，还是增加竞争关系的设定，

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幼儿对游

戏的参与度，使得游戏氛围更加活

跃。教师可以通过在游戏中增加小

组合作或竞争的设定，将生活材料

引入游戏教学。例如，教师可以设

计以生活材料为原材料的建模游

戏，把幼儿随机分配为几个小组，

要求学生用生活材料搭建模型。学

生完成模型搭建后，教师选出最出

色的模型。小组内的合作与小组间

的竞争能够激发幼儿的良性竞争意

识，提高幼儿的游戏参与度。

( 三 ) 巧用户外探索，扩大生
活材料范围

教师不应将幼儿游戏教学局限

在幼儿园的游戏区，而应该适当扩

展游戏教学的范围，将更多的生活

材料引入教学过程中。例如，教师

可以带领幼儿去户外郊游，让幼儿

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大自然，接触花

草树木等生活材料；可以带领幼儿

进入商场，走进生活用品区，让幼

儿了解一些生活用品的用途，了解

与生活用品相关的价格、数量等重

要数字；可以带领学生进行种花、

种菜等生活实践。花与菜都是人们

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事物，花的

观赏价值、菜的食用价值都是幼儿

能够切实感受到的，种花、种菜等

生活实践能让幼儿感受到劳动的意

义。总之，可以用于幼儿游戏教学

的生活材料极为丰富，教师应扩大

生活材料的搜集范围，将更多的生

活材料用于幼儿教育。

三、 生活材料在幼儿园游

戏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 一 ) 在游戏角色扮演中的应用

游戏对于幼儿而言是一种极为

重要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出

于幼儿对于生活的本能反应，因此

在游戏过程中，幼儿往往处于较为

自然的生活状态下，其在游戏中学

到的技能也能够更自然地运用到日

常生活中。

幼儿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

不同的人和物，并对这些人和物有

着较强的好奇心，因此设计一些角

色扮演游戏能够提高幼儿对游戏的

参与度。这些人物角色在一定意义

上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材料，教师也

可在角色扮演游戏的基础上加入其

他类型的生活材料的应用。

例如，教师可以设计“银行” 

“过马路”等主题游戏。在“过马

路”主题游戏中，幼儿需要扮演的

角色有红灯、黄灯和绿灯等信号灯，

交警与行人，自行车、出租车、公

交车等交通工具。这些角色都是重

要的生活材料。为了能够更好地辨

别这些角色，教师可以在游戏正式

开始前带领幼儿绘制简单的文字卡

片。游戏正式开始后，教师需要从

旁协助，对幼儿有可能引发交通安

全的行为进行制止与纠正，防止幼

儿在过马路时遇到危险。通过“过

马路”这一主题游戏，幼儿能够明

确在过马路时需要注意车辆的警示

以及信号灯的指示，从而保障了自

身人身安全，掌握过马路这一生活

技能。

在“银行”主题游戏中，幼儿

需要扮演的角色有工作牌、各种面

值的人民币、取款机柜台、工作人

员、业务咨询人员。由于幼儿去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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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次数远远低于过马路的次数，

对于这些角色的了解较少，为了帮

助幼儿辨别这些角色，教师可以打

印工作牌、取款台等材料的图片。

游戏开始后，教师应该以提问的方

式对幼儿进行引导，帮助幼儿了解

银行的工作性质与工作内容，并在

幼儿完成取钱行为后，对钱币的去

向进行询问，以帮助幼儿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

( 二 ) 在数学游戏中的应用

在将生活材料应用于数学游戏

过程中时，需要注意不能将培养学

生的数学能力、开发幼儿学习数学

的潜力作为重点，这会在一定程度

上对幼儿的思维造成限制，不利于

幼儿身心健康地发展。在数学游戏

中，应重点培养幼儿对于数学的感

知力。

在使用生活材料开展数学游

戏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拿出不同形

状的小饼干以及不同造型的精美包

装盒作为游戏奖励，让幼儿去感受

物体的几何形状与空间分布；可以

拿出不同数量的水果、蔬菜等生活

材料带着幼儿开展“你说我数”等

小游戏，让幼儿感知数字；可以通

过带领幼儿展开一些简单的劳动游

戏，让幼儿在不自觉中运用到数学

统筹；可以拿出骰子、硬币等生活

材料，带领幼儿展开投掷游戏，让

幼儿感受生活中事情发生的概率。

总之，生活材料是幼儿数学游

戏教学活动中一类能够吸引幼儿、

帮助幼儿感知数学的重要材料。生

活材料在数学游戏中的应用不但培

养了学生的数学思维，也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幼儿教学材料的成本

投入。

( 三 ) 在户外体育游戏中的应用

多数幼儿园只配备蹦蹦床、跷

跷板、滑滑梯、儿童城堡等幼儿自

由活动时能够用到的体育游戏设

施。单一的体育设施无法长时间维

持幼儿的体育活动兴趣。因此，可

以通过生活材料的应用来丰富幼儿

的体育活动设施。幼儿常见的体育

游戏活动有“跳十字”“攻城堡”“掰

棒子”“猜拳跳圈”“捉龙虾”等，

这些体育游戏很少用到体育道具。

例如，在“捉龙虾”游戏中，大部

分幼儿以单脚站立或跳跃的方式模

仿龙虾，两名幼儿手拉手扮演捉龙

虾的渔网，“龙虾”可以蹲下来躲

避追捕。被抓住的幼儿加入“渔网”

行列，直到所有的“龙虾”被抓住，

游戏就结束了。

适当的体育游戏可以促进幼儿

的身体发育，因此教师应针对体育

游戏进行精心的设计，使得生活材

料在户外体育游戏中的应用在丰富

幼儿体育活动设施的同时，进一步

推动幼儿户外体育游戏的发展。

例如，在进行“野战营”游戏

时，教师可以带领幼儿使用生活中

常见的材料制作游戏道具：使用一

些废旧纸盒进行障碍设置；使用生

活中常见的一些瓶罐搭建迷宫；使

用纸箱、木板等生活材料搭建炮台。

幼儿在使用生活材料制作游戏道具

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还

培养了创新思维。动手能力的提升

与创新思维的培养使得体育游戏的

价值不只停留在对幼儿身体发育的

促进方面，还提升了体育游戏的价

值，进而推动了体育游戏的发展。

( 四 ) 在节日游戏中的应用

我国有许多极具文化意义与历

史意义的节日，这些节日与幼儿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

这些节日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生活

材料。因此，教师可以设计一些节

日游戏，将与这些节日相关的生活

材料应用到幼儿游戏中，借此增强

幼儿对这些传统节日的了解。

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端午

节等节日都是中国传统节日，教师

可以以这些节日为主题，进行游戏

设计。

春节具有团圆和谐、辞旧迎

新的文化意义。教师可以根据春节

的文化意义设计一些小话剧，在小

话剧的背景下展开包饺子比赛，以

游戏比赛的形式将饺子、春联、爆

竹等生活材料应用于幼儿游戏教学

中。教师在设计话剧时，应尽可能

将饺子、春联、爆竹等生活材料与

春节的文化意义进行紧密联系。在

这一游戏活动中，幼儿不仅能够明

确春节的文化含义，对传统节日产

生热爱之情，还能通过包饺子比赛

锻炼动手能力。

端午节的文化意义在于缅怀与

祭奠，教师在进行节日游戏设计时，

应在将龙舟、粽子、雄黄酒、艾叶

等生活材料引入游戏的同时，通过

这些生活材料让幼儿了解其缅怀与

祭奠的文化意义，认识到屈原心忧

国家、矢志不渝的精神。教师可以

尝试将“举办一个端午节”作为游

戏的主题，让幼儿在小型端午节的

举办过程中通过与端午节相关的生

活材料认识到端午节的文化意义。

在幼儿游戏教育中，教师可以

尝试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户外体育

游戏、节日游戏、数学游戏等路径

将生活材料应用于游戏教学中。对

此，教师应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

积极寻找适合应用生活材料的教学

切入点，从而丰富幼儿的学习体验，

最终达成寓教于乐的教学目标。（作

者单位系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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