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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幼儿园创新游戏的设计与组织
金光发

德宏师范学院，云南芒市，678400；

摘要：幼儿园创新游戏，是从多角度、多维度设计的游戏，以激发幼儿的创造性为核心目的，对游戏的内容、

形式、材料、方法等进行改进、突破，创造出的更多样、更新颖、更有趣的游戏。本研究对创新游戏的概念、

特点进行界定，并对创新游戏进行分类、价值剖析的基础上，对创新游戏的设计、组织评价进行系统阐述，为

幼儿园教师游戏创新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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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要求培养幼儿的创新精神。要培养幼儿的

创新精神，首先得有会创新的老师，幼儿教师必须具有

创新精神和创新游戏的能力，将创新意识培养融入幼儿

园的游戏设计与组织中，不但能培养幼儿的创新精神，

还能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更能为他们今后的创

新性学习奠定基础。

1 幼儿园创新游戏的含义及特点

1.1 幼儿园创新游戏的含义

幼儿园创新游戏，是指在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

基础上，以激发幼儿的创造性为核心目的，对游戏的内

容、形式、材料、方法等进行改进、突破，创造出的更

多样、更新颖、更有趣的游戏。是与众不同的，从多角

度、多维度设计的游戏，不拘于某种类型，整合的理念。

以游戏为载体，激发幼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实现“玩中学”的游戏特征，最终促进幼儿在身体、认

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全面发展。

1.2 幼儿园创新游戏的特点

1.2.1 内容新颖性

幼儿园创新游戏讲究内容新颖，新颖的内容能吸引

幼儿的注意力，让幼儿耳目一新，增强游戏吸引力。如

太空、海底、未来城市的神秘主题游戏，如简易编程互

动科技类小游戏，如环保主题角色扮演社会热点游戏。

1.2.2 形式多样性

幼儿园创新游戏形式的多样性，首先表现在游戏类

型的多样性，不局限于一种类型的游戏，游戏可能涵盖

角色、表演、建构、体育、语言、艺术等多种游戏类型。

如以“春天”为主，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游戏，如户外

游戏：放风筝，表演游戏：小蝌蚪找妈妈，美术游戏：

好玩的树叶；音乐游戏：春天在哪里等；其次表现在游

戏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可以开展个人游戏、小组游戏、

集体游戏等，可以组织室内游戏、户外游戏，还可以跨

年龄段组织游戏。

1.2.3材料丰富可变性

幼儿园创新游戏材料的选择应突破传统高结构化

玩具的限制，应多使用低结构、开放性材料，强调材料

的开放性、可变性与生活性，鼓励幼儿自主创造，灵活

应用。鼓励幼儿使用自然材料如树叶、石头、沙子、松

果等，使用生活中的废旧材料如纸箱、塑料瓶、瓶盖等

等。灵活组织开展游戏。

1.2.4方法多样性

幼儿园游戏玩法创新的本质时“打破预设，灵活创

造”。可以打破固定玩法，一物多玩，如废旧纸纸箱可

变“火车”、“太空船”、“城堡”；可以跨领域融合，

将科学、艺术、运动等元素融入游戏，实现玩中学。如

“木头人”音乐停止时模仿各种造型，并用语言描述（艺

术+体能+语言）。如“神秘盲盒探险游戏”，幼儿蒙眼

摸盒内的物品，通过摸一摸，敲一敲、闻一闻、听一听

猜测物体。

1.2.5目标多样性

幼儿园创新游戏的目标不仅指向单一的娱乐性或

促进幼儿某方面能力的培养，而是指向幼儿的身心全面

和谐发展，涉及到身体、认知、情感、社会性等多方面

的发展。幼儿教师在设计创新游戏时，应尽可能促多地

进幼儿的发展。如“小小兵”游戏，幼儿可以通过扮演

小小兵，学唱军歌，开展列队、跳跃、攀爬等方面的训

练游戏，幼儿在游戏中锻炼了身体，提高了音乐素养，

了解了军人的职责，培养了毅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2 幼儿园创新游戏的类型

2.1 科技融合创新类

结合数字化工具、智能设备或者新兴技术，激发幼

儿对游戏的探索欲与创造力。如AR/VR 情景模拟游戏：

通过增强现实或虚拟现实技术，让幼儿体验“太空探险”、

“海底世界”等虚拟场景，在互动中认识动植物、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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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编程启蒙游戏：利用编程小游戏，让幼儿进行游

戏互动；光影\声音互动游戏：使用投影仪、感应乐器

等设备，让幼儿探索光和影和关系，音乐节奏，感受“科

技与艺术”的结合。

2.2 跨学科融合创新类

打破学科界限，在游戏中自然融入多领域知识。

如主题游戏：“建筑工程师”：用纸箱、吸管、黏土搭

建“桥梁”、“城堡”，探索承重原理（科学+工程）；

“彩虹实验室”：混合颜料、调配液体，观察颜色变化

和溶解现象（科学+艺术）；“数学运动馆”：在跳格

子中加入数字运算、图形分类，或通过“寻宝游戏”按

线索寻找对应物品，让数学学习趣味化。

2.3 开放性材料创新类

提供无固定玩法的材料，鼓励幼儿自由创造与想象，

树立“一物多玩，万物皆玩”。如投放布料、木块、瓶

盖、易拉罐等废旧物品，鼓励幼儿可自由创造多种玩法；

投放生活中的常见物品树叶、石头、树枝、贝壳、石头、

纸张等物品，鼓励幼儿拿到什么物品就“玩”什么物品，

树立“一切皆可玩”的理念。

2.4 传统游戏创新类

老游戏新玩法，如“跳房子”，在格子内绘制汉字、

拼音或图案，边跳边认读；“击鼓传花”可以融入现代

歌曲，让幼儿接受传统与现代的熏陶。

3 幼儿园游戏创新的价值

3.1 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3.1.1 促进幼儿创造力的发展

创新游戏通过开放性游戏规则和广泛的游戏材料，

鼓励幼儿突破常规思维，在游戏中探索更多的玩法，为

幼儿提供了更多动脑、动手操作探索的空间，激发了他

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培养逆向思维和发散性认知，推

动幼儿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性思维跨越。

3.1.2 促进幼儿身体的发展

创新游戏结合幼儿身体发展的规律，设计多样化的

游戏促进幼儿身体的发展。如“编程游戏”可以促进幼

儿的手眼协调能力和手的精细动作的发展。如“纸箱的

一物多玩游戏”，纸箱的搬运和攀爬类游戏，可以锻炼

肢体力量和耐力；纸箱大迷宫，纸箱独木桥，可以锻炼

幼儿的动作协调性和平衡能力；纸箱搭建、纸箱拼图、

纸箱投篮，可以训练幼儿精细动作和手眼协调。

3.1.3 促进幼儿情感社会性的发展

创新游戏中的互动合作，能够帮助幼儿学习与同伴

协商、交往合作，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幼儿在游戏中的自主性，能够增强幼儿游戏的参与感和

获得感，提升幼儿的自信心。

4 幼儿园创新游戏的设计

4.1 幼儿园创新游戏设计的策略

4.1.1一物多玩策略

“一物多玩”策略是指利用同一物品，寻找不同的

玩法，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幼儿在游戏中获

得多种技能和知识。如，一个普通的塑料瓶，可以变成

乐器、画笔、望远镜等。“一物多玩”，幼儿可以亲手

操作各种物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创造出不同的

玩法，保持对游戏的兴趣，从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让幼儿在游戏中感受到乐趣，丰富他们的游戏生

活。

“一物多玩”策略的实施：（1）选择合适的物品，

在开展“一物多玩”活动时，教师应选择适合幼儿年龄

特点、易于操作、安全可靠的物品。（2）设计多样化

的玩法，针对同一物品，教师可以设计多种玩法，如积

木可以搭建城堡、车辆等，球可以滚、抛、踢等，绳子

可以跳、拉、编等；（3） 鼓励幼儿创新，在“一物多

玩”活动中，教师应鼓励幼儿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

出独特的玩法；（4）注重幼儿的个体差异，在开展“一

物多玩”活动时，教师应关注幼儿的个体差异，根据幼

儿的兴趣和能力，提供个性化的指导；（5） 创设良好

的游戏环境，为幼儿提供充足的游戏空间、安全的环境

和丰富的游戏材料，有助于幼儿更好地开展“一物多玩”

活动。一物多玩游戏策略的核心是“材料有限，创意无

限”。

4.1.2“主题整合”策略

“主题整合”策略是指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尽可

能多地设计游戏，将五大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有机地整合

到游戏中，让幼儿在游戏中全面发展，并获得关于该主

题的完整经验。建构“主题统领—领域融合—多元延伸”

的系统化游戏设计理念。

“主题整合”策略的实施：（1）确定主题，选择

与幼儿生活贴切的，幼儿感兴趣的，具有教育价值的主

题，如“神奇的太空”、“奇妙的石头”等；（2）整

合领域内容，根据所选主题，从不同领域中挑选出与主

题相关的内容，将这些内容有机地整合到游戏中，使游

戏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玩法。如“春天来了”的主

题，应尽可能思考五大领域可开展的游戏，手工游戏：

好玩的树叶，音乐游戏：春天在哪里，户外游戏：放风

筝等；（3）设计游戏情境，创设与主题相关的游戏情

境，情境应该是有趣的，让幼儿在情境中自然地进入游

戏状态。如“春天来了”的主题，可以布置一个“春天

的主题墙”；（4）准备游戏材料，根据游戏内容和情

境，准备丰富多样的游戏材料。例如，在“春天来了”

的主题游戏中，可以准备花朵、树叶等自然材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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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彩纸、剪刀等手工材料；（5）组织游戏活动，

引导幼儿参与游戏。在游戏过程中，教师应扮演引导者、

支持者和观察者的角色，适时给予幼儿帮助和指导，促

进幼儿在游戏中学习和成长；（6）评价与反思，游戏

结束后，对游戏进行评价和反思。评价可以从幼儿的参

与度、学习效果、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反思可以从游

戏设计、材料准备、教师指导等方面进行。通过评价和

反思，不断优化游戏设计，提高游戏质量。

4.1.3“巧用物品”策略

“巧用物品”策略，是指巧妙挖掘生活中常见、低

成本、废旧物品的价值，以创意方式转化为游戏素材，

设计成有趣的游戏形式，激发幼儿探索欲、想象力。树

立“万物皆可玩”的游戏理念，降低游戏成本，以低成

本的游戏投入，获取高价值游戏资源。

“巧用物品”策略的实施：（1）物品资源挖掘。

自然类物品，如树叶、树枝、石头、泥土、松果、贝壳、

种子等，可设计感官探索类游戏，科学建构类等游戏，

可、激活感官与创造力。废旧类物品，如纸箱、塑料瓶、

瓶盖、纸袋、旧布料、纽扣、袜子等，可设计建构类、

装扮类、手工类等游戏，树立环保理念。生活类物品,

如厨房用品、学习用品、穿戴物品，可以玩角色游戏、

装扮游戏等，模拟真实，学习生活技巧；（2）创新游

戏设计玩法。随地取材，随机玩耍，训练幼儿拿起什么

玩什么的游戏能力。一物多玩，打破物品功能固化认知。

多种物品混搭开展游戏，如运用树枝+毛线+贝壳+纸箱+

厨房用品，搭建海边小屋；（3）注重物品收集，建立

物品收集库，赋予物品“非典型性”用途；（4）根据

幼儿能力水平，调整游戏玩法和难度。

4.2 幼儿园创新游戏设计的关键思维

（1）减法思维：减少预设规则，如“不限定积木

只能搭房子”，允许幼儿自由解构。

（2）加法思维：鼓励创新解锁游戏玩法，多多益

善；

（3）整合思维：在游戏中将不同领域元素结合，

多方面、多维度促进幼儿发展；

（4）翻转思维：以“幼儿为本”出发，让他们参

与游戏设计和规则制定。

5 幼儿园创新游戏的组织与评价

5.1 幼儿园创新游戏的组织策略

5.1.1 游戏前：充分准备，激发创新游戏的可能性

（1）注意游戏目标设置的预设性与生成性。在游

戏开始前，教师应对创新游戏目标有大概的预设，明确

游戏对幼儿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但应预留游戏的“弹

性目标”，给予幼儿产生新问题，创造新玩法，获得新

经验的空间。如设计积木游戏时，教师的预设核心目标

是获取建构经验，还应鼓励幼儿通过积木分类玩法，获

取分类经验，通过积木球体的滚动、方体的移动获取运

动方式经验；（2）准备充足的游戏材料，提供创新游

戏的物质支持。材料提供以低结构材料为主，如自然材

料、废旧材料、生活材料，为创新游戏提供无限的玩法

可能；（3）唤醒原有经验，激活游戏探索欲。通过谈

话、视频等手段，充分调动幼儿的生活经验，激活幼儿

的创新思维，激发创新游戏的潜能。

5.1.2游戏中：动态支持，守护创新游戏的“自主性”

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非常规行为”，激发并支持

幼儿的创新游戏行为；通过开放性提问，启发式引导拓

展幼儿的创新思维，创新游戏的无限可能；鼓励幼儿和

同伴协作，创造游戏的独特玩法。

5.1.3游戏结束：深度总结，拓展创新游戏的“延伸性”

鼓励幼儿分享，相互学习创新游戏理念和创新游戏

玩法，头脑风暴，激发无限可能；引导幼儿反思，如何

改进游戏？还可以有哪些其他游戏玩法？提供更多游

戏可能思考；教师总结点评，应突出游戏的创新过程，

而非完美游戏呈现；将游戏中的创新元素迁移至区域、

家庭，激发持续创新的兴趣。

5.2 幼儿园创新游戏的评价要点

幼儿园创新游戏的评价，首先观察评价幼儿在创新

游戏中参与状态、创新性和所获得发展；其次观察评价

教师的创新游戏设计与组织状况，可以结合游戏前、游

戏中、游戏结束三个环节的组织进行评价。具体而言，

幼儿园创新游戏可以从以安全性、适宜性、价值性、趣

味性、创造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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