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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大班幼儿建构游戏中深度学习的思考 
◆李英岚 

（江西省萍乡市保育院  江西萍乡  337055） 

 
摘要：游戏是幼儿园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开发智力、启迪智慧的主

要方式，在促进幼儿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建构主义是教

育思想的革新，是突破传统教学方法和方式的新式理论，建构主义强调

学生为主，教师为辅，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符合我国教育改革原则，

是教育教学活动中可借鉴、可参考的知识学习理论。本文立足于建构主

义，对大班幼儿建构游戏活动进行有效的教学设计，从而促进大班幼儿

在建构游戏中的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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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构主义理论与游戏组织和指导相结合的必要性 
1.1 建构主义理论融入游戏教学有助于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在利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游戏教学过程中，搜集到更多关于

生活中的点滴游戏事件，从身边发现理论，从身边发现知识，从
身边的小事件中看到更大更深的理论知识，不但能够吸引幼儿的
注意力，更能够寓教于乐，这种新型教学手段的介入，既可以辅
助教学，又能调节游戏活动气氛，引起幼儿的学习兴趣。 

1.2 打破想象的阻碍 
建构主义理论整合在游戏教学中的应用能够保证幼儿在游

戏活动获取更多的知识。建构主义理论与游戏组织和指导相结合
的教学与传统教学有着无以比拟的优势。它打破了幼儿想象的隔
膜，利用更多的游戏材料、多媒体、信息技术创建丰富的情境，
为幼儿展现出了一片更为广阔的世界，让幼儿对游戏活动产生浓
厚的兴趣。 

2 大班幼儿建构游戏中深度学习的策略 
2.1 娱乐和知识的融合 
教师应该为幼儿打造优良的、能够自由游戏的、和谐的环境。

教师应该充分地激励幼儿自主游戏，为他们提供同样多的游戏机
会，让他们充分地开展游戏机会，按照建构主义的教学观，将幼
儿当做中心。应该充分地结合广大幼儿的思维特点，把握他们的
年龄特征、认知特点。笔者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启发幼儿的观察角
度，持续地进行创新。充分地尊重了广大幼儿喜欢玩游戏的热情
意愿，而且让幼儿在玩游戏的过程中知道自己在创造能力方面取
得了重大进步，持续地强化了他们再创造的热情以及信心。 

在笔者看来，应该有效地投放游戏材料，比如投放的游戏材
料要密切结合他们的生活，充分地调动幼儿已经掌握和积累的知
识以及生活经验，持续地转变思维方法和观察角度，让他们积极
地探索、实验以及创造，辅以必要的理论指导。此外也应该投放
半成品等多种开放性材料，这样就能够进行多种变通以及组合，
使得他们能够主动地建构自己的知识以及积累经验，自主地创新
以及探索各种玩法。在此过程中，随着幼儿逐步增强了深度学习
能力，教师应该努力探索系列化的、阶段性的材料投放方式。投
放相同的材料，逐步增大游戏的操作难度，稳步地促进幼儿的创
造力以及探索游戏建构的积极性。 

2.2 抽象和具体的结合 
幼儿的建构游戏活动应当保持抽象和具体结合的原则。具体

化的游戏活动结合抽象的知识，在游戏中教师有针对性的引导幼
儿去思考，去反省，去回顾游戏，对游戏活动进行自我总结和分
析。帮助幼儿建立抽象概念，有助于幼儿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和
特点。幼儿在建构游戏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问题，在这种情况
下，教师没有必要直接解决、参与或者示范相应的问题解决方案，
必须尽可能地使得广大幼儿充分地思考以及操作，在不断的“失
误”过程中持续地优化和调整，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解决具体问
题的思维方法以及过程，在此过程中，教师必须通过具体操作或
者提问的方式，为幼儿仔细观察提供指引，找到问题形成的主要
影响因素和具体原因。除此之外，教师应逐步引导广大幼儿最大
限度地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逐步地实现知识外化，达到了良好
的效果。比如在幼儿逐步增强了区域活动的自主性时，会有意识
地选择游戏伙伴以及使用相应的活动材料；独立确定游戏的玩
法，能够相对合理地解决游戏纠纷，而且能够有效地摆脱对老师
的示范以及讲解，逐步增强了探索过程中的目的性，有意识地按
照相关游戏材料所隐含的具体功能、玩法以及做法进行判断以及
思考。而且在完成了一种操作后，可以独立地开展其它操作。 

2.3 情境和引导的应用 
通过创设情境，建构其知识的学习背景，将所学的知识和创

设的情境相结合，有利于幼儿知识的建构。教师利用脚手架策略
构建出概念框架，根据框架建立具体的游戏情境。而游戏的情境
是贴近幼儿生活的，也符合幼儿的认知水平，幼儿在熟悉的情境
中更加自如地唤起幼儿对知识的感悟，教师适时进行引导，使幼
儿自主思考，提出切合教学主题的问题，应用抛锚式策略教学，
建构起幼儿的学习思维。教师鼓励幼儿之间协作、交流，在游戏
中寻找答案，教师随时观察幼儿的活动情况，适时指导和纠正，
通过情境的创设和问题的引导使幼儿充分进行深度学习，也使得
抽象的知识概念渗透到生活当中。 

3 结束语 
大班幼儿在建构游戏中能够做到自主参与、积极探索，这正

是深度学习的所需要的。因此，只有教师充分利用建构游戏这个
物质载体，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与素养，才能使深度学习方
式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参考文献： 
[1]付亦宁．走向深度学习———透过“浅层”理解“深度”

［J］．当代教育家，2016，（10）． 
[2]王梅.在游戏中培养幼儿独立自主意识[J].成长之路，

2009(10). 
 

本文为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9 年年度普通类
一般课题"区域游戏中幼儿深度学习的实践研究——以大班建构
游戏为例"(批准号为：19PTYB062）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