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近年来幼儿园创造性游戏指导策略的研究综述 

太仓市城厢镇幼教中心新毛幼儿园  徐小雷 

【摘要】创造性游戏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途径，教师对幼儿的创造性游戏

活动的适宜性指导有利于促进幼儿在游戏中的发展。创造性游戏是幼儿主动

地、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游戏，是幼儿典型的、特有的游戏，蕴含着很多

教育契机和价值。本文主要从“创造性游戏”之名的由来、创造性游戏特点的

研究、创造性游戏中教师的指导等三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在幼儿园创造性游戏指

导问题上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梳理其研究趋势，为今后我国幼儿园创造性游

戏的相关研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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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幼儿较少受外界影响，因此，每一个幼儿会表现出最

自然、纯粹、天真和无邪的状态，这一阶段的幼儿也是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探

索着属于他们的未知世界。创造性游戏是幼儿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游戏，

是“自由、自主、愉悦和创造”游戏精神的体现。教师在幼儿开展创造性游戏

时的指导直接影响游戏的质量。因此，在游戏指导中要以幼儿为主体，教师学

会观察幼儿，在观察的基础上去指导和介入。 

一、我国“创造性游戏”之名的由来 

在我国，“创造性游戏”一词最早出现于 1955年《江苏教育》第四期中，

实施创造性游戏的是江苏师范学院附小幼儿园，文中所提到的“创造性游戏”

特指角色游戏，也指出了创造性游戏需要教师做好计划和准备，幼儿游戏时要

多方面的启发和指导，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如果让幼儿自由的发展游戏，放

在教育引导以外是不对的。文中还列举出创造性游戏发展幼儿社会交往能力，

增加幼儿的认知能力，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就是大人的工作。[1]显然，这篇文

章已经提及教师在幼儿游戏过程中指导的重要性。 

1995 年 12月《龙岩师专学报》中来自武平县七坊中心幼儿园钟招英撰写

的《利用沙滩开展创造性游戏》一文里第一次将建筑游戏涵盖到创造性游戏的

概念中，文中列举了孩子在沙滩上利用沙、水、石和中型积木建造水坝、水渠

和发电机房组合成水利发电站的游戏。[2] 



1999 年 1月高晓红和吴燕飞两位老师在《山东教育科研》发表的《在表演

游戏中培养幼儿的自主性》一文的开篇写道“表演游戏属于创造性游戏范畴”
[3]，也就是经过近 50 年的发展，创造性游戏在一线老师实施的过程中定义为指

幼儿通过积极的构思，自己确定游戏的内容，发展游戏的情节，运用游戏材

料，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游戏。一般分为角色游戏、结构游戏和表演游戏

三大类。21世纪以来，专家学者对于“创造性游戏”最显著的特点集中为：开

放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一切符合这三个特性的游戏都可以称为创造性游戏。 

综上所述，国内对创造性游戏之名由原来的角色游戏丰富到表演游戏、结

构游戏等等，从游戏内容的丰富能看出教师观念的不断改变，更注重在游戏中

让幼儿自主创造、自由游戏。 

二、创造性游戏特点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的刘焱教授重点研究了创造性游戏中的角色游戏，他通过对

比角色游戏与表演游戏、建构游戏在表征手段和内容来源上的差异将角色游戏

的特点归纳为两点：第一，从表征活动的内容来源上看，角色游戏的主题和内

容来源于幼儿自己的实际生活。在创造性游戏中，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

定所要扮演的角色，自由地发展游戏内容和切换情节。这是角色游戏不同于表

演游戏的地方。第二，从表征活动的手段来看，角色游戏是以“角色扮演”为

表征手段的象征性游戏。刘焱将角色游戏的特点归纳为三点：社会性、自主

性、创造性。[4] 

邱学青在其著作中详细论述了创造性游戏的特点：扮演角色的多样性、游

戏中物品的假想性、假想游戏动作和情景的概括性、游戏规则的内隐性、游戏

主题的社会性。王埼将角色游戏的特点概括为三点：第一，有假象的主题、情

节和角色。第二，以社会交往和语言交流支撑游戏的发展。第三，以想象贯穿

整个游戏。[5]  

林小芬总结出创造性游戏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创造性游戏是

儿童创造性的想象活动；创造性游戏是儿童独立自主开展的活动；创造性游戏

是儿童现实生活的再现。[6]  

各学者主要通过与其他游戏进行比较的方式来归纳分析出创造性游戏的特

点。研究者普遍认为幼儿创造性游戏能全面地反映出学前儿童游戏的特点，游

戏的自主自愿性、虚构性、社会性、愉悦性、非生产性等都可以在创造性游戏

中得以  



三、创造性游戏中教师的指导的研究 

吴晓丹教授在《学前儿童游戏指导》中把创造性游戏指导的环节划分为创

造性游戏前、创造性游戏过程中、创造性游戏后。本文借鉴吴晓丹教授这三个

环节的划分，将创造性游戏指导划分为游戏准备阶段的指导、游戏进行阶段的

指导和游戏评价阶段的指导。本研究通过收集近 10年的创造性游戏教师指导策

略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㈠创造性游戏准备阶段指导的研究 

Ⅰ创造性游戏材料投放的研究 

在游戏材料的投放上，很多学者都关注到孩子年龄特点，教师需要针对不

同的年龄的幼儿提供不同的游戏材料。刘琰指出，不同年龄班幼儿的创造性游

戏水平不同，所需要的游戏材料也有一定的差异。为更好的支持幼儿游戏的开

展，应针对不同年龄幼儿的发展水平和游戏需要提供适宜的游戏材料。以角色

游戏为例：小班幼儿的社会交往范围相对较小，社会经验相对贫乏，在投放角

色游戏材料时，以娃娃家主题为主。游戏材料以真实物品或者类真实物品的玩

具为主。小班选择提供玩具时应注意玩具的类别可以相对少一些，但同一类玩

具的数量应该相对多一些，以免幼儿应相互模仿而出现相互争抢玩具的现象。

中班幼儿的社会经验有所扩展，角色游戏水平有所提升，对游戏材料的依赖性

较低，因此，角色游戏材料可以增加幼儿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有一定生活

经验和社会认知做基础的社会类主题，如商店、医院、理发巧、餐馆。并且增

加低结构材料。游戏材料的数量应増多，材料的种类应更多样，给予幼儿更多

的游戏选择。大班幼儿的社会经验得到进一步丰富，角色意愿増强，角色扮演

能力提高，对游戏材料的依赖性更低，角色游戏材料以社会类主题为主，低底

结构可转换、可改变的材料为主，支持幼儿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性的使用材

料。[7] 

在游戏材料投放上，还需要关注到材料的类型。例如：吴晓丹指出在创造

性游戏中，首先教师应为幼儿提供丰富、适宜的材料；其次常备的游戏材料不

需经常更换，而有些材料则要根据游戏主题发展的需要及时更换；再次，游戏

材料应存放在便于幼儿自由取放的地方；最后，引导和鼓励幼儿参与环境创设

和游戏材料的准备，教师与幼儿共同收集与主题相关的废旧材料，教师提供一

些半成品的材料，支持幼儿对材料的创造性使用。[8]丁慧则指出游戏投放的材

料要丰富多样以外还要便于幼儿的操作，有利于发展创造性思维，能够让幼儿

联想、想象。[9]李俐的观点是不能只把目光聚焦到材料是否齐全，而应多考虑



材料是否会带给幼儿新的信息刺激和能力挑战。在出现新的主题游戏时，教师

所摆放的材料不宜过多过全；教师不妨尝试在游戏材料提供方面设置一些障碍

和困难，可多提供半成品和非成品材料，让幼儿在玩中探索和体验材料的变化

和应用，拓展幼儿创造的空间。[10] 

创造性游戏材料投放的研究己经比较深入和全面。各研究者大多是从幼儿

年龄的分层上，根据各个年龄段幼儿的发展水平和特点来研究所需投放的材

料。不同年龄层次的幼儿，其材料投放有各自的特点。各学者在研究材料的投

 

Ⅱ创造性游戏游戏经验的研究 

幼儿的生活经验是创造性游戏的基础，幼儿自身的经验丰富程度决定着游

戏内容的丰富性和游戏情节的变换，幼儿的生活内容越丰富，游戏的内容就越

充实、越新颖，游戏的质量也就越高。 

袁一依在研究丰富幼儿经验上总结了三个方面：一是运用故事、视频等多

媒体形式帮助幼儿丰富知识经验；二是通过家园合作，让幼儿在生活中得到经

验的补偿。家庭和家人带着幼儿接触到的社会则是幼儿获得经验的最直接的场

所；三是增加幼儿和幼儿之间的经验交流，达到经验分享。在幼儿和幼儿的交

谈中，一个原本小小的话题就会被延伸，一个人的经验也就会变成大家的经

验，丰富的经验也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发展能力。[11] 

㈡创造性游戏进行阶段指导的研究 

Ⅰ创造性游戏指导方式的研究 

在角色游戏的指导中，不同情境下，教师要根据需要和具体情况采取不同

的指导方式才能法到更好的指导效果。大多数游戏研究者都非常关注对游戏指

导方式的研究。  

刘琰指出教师指导的方式可以分为以自身为媒介、以材料为媒介、以幼儿

伙伴为媒介这三种。教师以自身为媒介指导幼儿的游戏，首先要考虑以什么身

份介入幼儿的游戏。一般来说，教师可以两种“身份”介入幼儿的游戏，即游

戏者或者旁观者。游戏者是指教师站在幼儿的游戏之外，以现实的教师身份干

预幼儿的游戏。游戏者是指教师以游戏者的身份进入幼儿的游戏，可采取平行

游戏或共同游戏两种方式。幼儿与成人的互动固然很重要，但是，它不能代替

或者取代幼儿与伙伴之间的互动。游戏是幼儿学习与伙伴交流、互动的很好的



机会，教师要充分利用伙伴互动这一因素，支持与引导幼儿的学习，这就是所

谓幼儿同伴为媒介的指导方式的含义。[4]  

华爱华提出了教师对游戏的两种指导方式：直接指导和间接指导，并且说

明了在教师指导中并不存在哪一种指导方式更佳，关键取决于教师是否根据游

戏需要和幼儿的年龄特点选择合适的指导方式。[12] 

霍习霞指出游戏指导方式包括行为指导方式和语言指导方式。行为指导方

式包括：一为儿童提供丰富的游戏材料；二是合理布置游戏场地；三是运用肢

体语给予儿童反馈；四是亲自进行动作示范。语言指导方式包括：询问式语

言、建议式语言、澄清式语言、鼓励式语言、邀请式语言、角色式语言和指令

式语言。[13] 

关于游戏指导方式，各学者的研究基本一致，都倾向于将教师的指导方式

分为内部指导与外部指导，或者可以称之为内在干预或外在干预，以教师身份

指导或游戏者身份指导等等，在文字表述上虽然有些差异，但观点基本一致。 

Ⅱ创造性游戏介入时机的研究 

时机对游戏指导来说至关重要，刘炎则借助问题的形式说明干预时机，即

教师在决策干预时机时，需考虑⑴幼儿需要怎样的帮助；⑵如何介入不会影响

游戏；⑶干预方法会引起哪些反应；⑷是否剥夺幼儿独立思考的时间；⑸是否

需要等待；⑹撤出干预后幼儿能否继续等。[4]  

丁海东指出，当幼儿出现下列情况时教师应当介入：一、当幼儿遇到困

难、挫折，即将放弃游戏意愿时；二、当幼儿在与环境互动中产生认识冲突

时；三、当游戏中出现不安全的巧素时；四、当幼儿互动寻求帮助时；五、当

游戏中出现不利于游戏开展的过激行为时；六、当游戏中出现消极内容时。[14] 

华爱华指出儿童游戏介入时机的选择关系到游戏指导的实际效果，介入时

机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成人的期待和儿童的需要。教师游戏介入的时机主要包

括以下六种情形：当孩子并不投入自己所构思的游戏想象情境时；当孩子难以

与别人沟通互动时；当孩子一再重复原有游戏行为，难以延伸和扩展时；当孩

子缺少材料，难以继续游戏时；当孩子发生游戏技能的困难时；当游戏中出现

负面效应时。而当幼儿玩得起劲，或陷入思考积极推进高层次游戏，或不愿意

让成人参与时，成人不介入幼儿游戏。[12] 



教师指导中的介入时机是影响介入是否适宜的最基本因素，适宜的介入时

机是教师进行有效指导的前提，这将会贴合幼儿的发展需要，真正实现指导的

价值。关于教师对游戏介入时机的研究，我国学者主要是从幼儿的客观状态出

发，来谈教师何时介入幼儿的游戏。在指导幼儿活动时主要结合教育目标和幼

儿的实际表现判断介入时机，当两者之间出现脱节时，教师就必须介入。 

㈢创造性游戏评价阶段指导的研究 

根据对国内研究文献的梳理，关于游戏评价和游戏讲评的文献最早出现于

1980年，笔者以 2001 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为界，把研究内容

分为两个时期，即 1980～2001年的教师主观评价和讲评时期以及 2001 以来的

游戏分享时期，两个时期游戏分享的重点存在很大的不同。 

⒈教师主观评价和讲评时期：这一时期专门研究游戏评价和游戏讲评的文

献较少，只能在一些关于教师游戏指导的文献中找到有关内容。这也可以表明

在这一时期游戏评价的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郝和平指出出现这一现象的

原因，正是由于成人对幼儿游戏过多的干预，成人片面地将自己的思维凌驾于

幼儿的思维之上，使游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导致教师“对角色游戏的评价不

是看幼儿的角色体现，对物品的假想，对游戏和动作、情景的假想中是否表现

出主动性创造性，而是注重游戏场面的热闹闹，玩具的逼真，内容的完整

等”。 

⒉游戏分享时期：重视幼儿的体验，研究内容更加丰富随着《幼儿园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的颁布，中国学前教育在新政策的指导下逐渐步入新的发

展方向。这一时期的研究出现了以下新的特点：第一，游戏分享中对幼儿主体

地位的尊重；第二，教师在组织游戏分享环节时开始考虑不同年龄幼儿的特

点；第三，游戏分享的灵活性和科学性不断提高。 

①关于游戏分享的内容选择的研究。邱学青详细阐述了游戏分享内容和目

的：一是将新出现的创意及成功的体验提供给幼儿分享，鼓励幼儿的创造性思

维，注重幼儿发现问题能力的培养：二是将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矛盾的焦点，

提供给幼儿讨论，鼓励幼儿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注重幼儿解决问题能力的

培养。 

②关于游戏分享具体策略的研究。首先，教师要灵活地选择游戏分享的活

动形式。其次，教师要鼓励更多的幼儿参与游戏分享。再次，推动游戏的进程



和幼儿经验的提升。最后，游戏分享中教师语言的合理利用。另外，在游戏分

享过程中教师要时刻谨记自己面对的是幼儿。 

③关于不同年龄班游戏分享环节组织方式的研究。小中大班幼儿具有不同

的发展水平和年龄特点，教师在组织游戏分享时要考虑到这些不同。在各个年

龄阶段的分享内容方面，孙晓红提出教师在角色游戏结束时的指导要充分考虑

幼儿的年龄特征：“对于小班来说，重点是培养幼儿良好的游戏习惯；对于中

班，重点是引导幼儿反思，加深幼儿对角色及其关系的理解，促进其社会交往

能力的提高；对于大班，重点是引导幼儿反思游戏主题及内容的深度，提高幼

儿角色扮演的创造性和自我评价能力。”刘雅琴详细阐述了适合大中小班幼儿

年龄特点的游戏讲评方式：照片回忆法、录像。[15] 

四、创造性游戏教师指导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方向及趋势 

㈠创造性游戏指导研究中存在问题 

根据对以上研究内容的梳理，游戏指导的开展主要存在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教师对游戏的过程一情节的发展缺乏真正的观察；第二，教师对游

戏的主人——幼儿缺乏足够的尊重；第三，指导中，教师混淆干预与介入；第

四，幼儿教师在指导游戏不仅缺乏对游戏指导的理性认识，对游戏本身的价值

也不够理解；第五，游戏分享时总有部分幼儿游离于分享交流之外，难以让全

部幼儿参与进来。 

㈡未来研究方向和趋势 

⒈在创造性游戏的准备阶段要：一充分挖掘游戏准备阶段各环节所蕴含的

教育契机，发挥教育价值。要拓展游戏主题，满足不同年龄幼儿的需要，丰富

幼儿多种生活角色体验。鼓励幼儿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出游戏主题，还要根据幼

儿游戏中的需要来生成新的游戏主题。二引导幼儿参与材料制作，针对幼儿年

龄特点有效投放游戏材料。 

⒉在创造性游戏的进行阶段要着重培养教师的观察能力，实现游戏质量的

提高，单纯依靠幼儿游戏中的自主操作是不够的，创造性游戏需要教师指导，

而教师的有效指导是以教师对游戏的充分观察为基础。在观察与指导这两个方

面是相辅相成的，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⒊在创造性游戏的评价阶段评价环节要幼儿为主体，教师尽量扮演引导者

的角色，将更多评价的发言权留给幼儿，避免教师主导。游戏分享时教师回应

语言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我园对创造性游戏的改造.[J].江苏教育，1955，（04）：20. 

[2] 钟招英.利用沙滩开展创造性游戏.[J].江苏教育，1995,(12):119. 

[3] 高晓红、吴燕飞.[J].山东教育科研,1999,(01):54-55. 

[4]刘焱.儿童游戏通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邱学青.学前儿童游戏.[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6]林小芬.学前儿童游戏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 

[7] 刘琰、潘月娟.学前儿童游戏指导[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杜，2015 

[9]丁慧.创造性游戏活动中教师的指导策略.[J].文教资料，2014，（01）：180. 

[10]李俐.浅谈创造性游戏中教师的行为策略.[J].教育实践：38 

[11] 袁一依.幼儿角色游戏的支持与引导.[J].读与写杂志，2016，（09）：279 

[12] 华爱华.幼儿游戏理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杜，1998  

[13] 霍习霞.学前儿童游戏与指导.[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 丁海东.学前游戏论.[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15]杨红岩.我国今年来幼儿园游戏分享环节研究综述.[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8（01）：102-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