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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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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幼儿园中开展民间游戏"无论是传承和发扬民间文化"还是促进幼儿发展&完善幼儿园课程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本

研究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了解民间游戏在幼儿园中开展的情况'调查发现%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总体状况良好"但仍存

在开展民间游戏的客观条件不完善和幼儿园教师对民间游戏的认识缺位&开展方法缺失等问题'幼儿园科学开展民间游戏"

亟需幼儿园和教师更新开展民间游戏的观念&丰富民间游戏的内容&创设适宜的民间游戏环境以及增进与家庭&社会的合作'

关键词!民间游戏!现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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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提出%,幼

儿园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可见"游戏在满足幼

儿的内在心理需求&促进其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上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民间游戏是产生&流传于民间"

具有趣味性和一定规则性的嬉戏娱乐活动'

.

#

/研究

表明"民间游戏具有传承性和即时性&群体性和个体

性&地域性和普遍性&随意性和教育性等特点'

.

!

/在

幼儿园中开展民间游戏"不仅能够在各个方面促进

幼儿健康发展"还能够为幼儿园提供园本课程资源"

丰富幼儿园的教育内容'高伟等提出"民间游戏在

幼儿园中以主题教育活动&区角活动&幼儿自由活动

等形式融入进幼儿园课程中"在促进幼儿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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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性成长的同时"有助于构建幼儿园特色课程"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

%

/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各种现代化的玩具&动

画片其数量和规模呈井喷式增长态势"幼儿园和幼

儿园教师对民间游戏的开发和利用程度不够"使得

幼儿对于民间游戏的熟悉程度逐渐降低'虽然民间

游戏的内容逐渐被个别幼儿园收编入幼儿园课程

中"成为这些幼儿园的特色'然而"在大多数幼儿园

中"民间游戏如何开展2 教师对此的认识是否全面2

教师开展的方法是否恰当2 是否充分挖掘民间游戏

的教育价值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民间游戏在幼儿园开展

现状的调查"挖掘当前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存在的

问题"并尝试提出改进策略"以求达到优化民间游戏

在幼儿园开展的同时"有效推动幼儿学习和成长的

目的'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随机选

取某市长期开展民间游戏的三所幼儿园进行研究'

问卷调查法中使用的问卷改编自李颖的#儿童民间

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的机制研究$中#儿童民间游戏

在
'

幼儿园中运用现状的调查问卷$"个别问题依据

本研究的具体内容进行删改"共
#!"

名教师参与问

卷调查"发放问卷
#!"

份"收回
#"E

份"其中有效问

卷
#"&

份'访谈法主要采用开放式谈话法"随机访

谈
E

位幼儿园教师(每所幼儿园各
%

位)"旨在了解

幼儿园教师在园开展民间游戏的基本情况&遇到的

困难以及解决策略等'

三"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主要从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基本现

状&教师对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态度和幼儿园开

展民间游戏的基本方法三方面呈现'

#一$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基本现状

民间游戏在幼儿园开展的基本现状"主要指民

间游戏在幼儿园开展的频率&幼儿参与情况&民间游

戏的种类数量等'调查表明"在幼儿园中,广泛开

展-民间游戏的占
A$=$f

!,基本不开展-为
"

'班级

幼儿,均参与-民间游戏的占
C?=%f

!,不参与-的为

"

'班级开展民间游戏的种类数量在,

A@#"

种-的

占
A$=?f

!,没有运用-的为
"

'由此可见"在幼儿园

中"民间游戏是较为广泛的开展"开展的种类也比较

丰富'

#二$教师对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态度

教师对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态度"主要包括

对民间游戏开展必要性&游戏价值和游戏种类等问

题的认识'其中"对民间游戏种类和价值的认识"采

用多项选择的形式进行问卷调查"以便更充分了解

教师对民间游戏的态度'

#=

教师认可民间游戏开展的必要性&程度受制

于其学历水平

幼儿园教师们对于在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必

要性认识均为,非常必要-和,必要-两个选项"所占

百分比分别为
A#=Ef

和
&$=#f

!而对,不太必要-和

,完全没必要-是无人选择的'由此看出"教师们对

民间游戏的开展都是予以肯定的态度"他们都认为

民间游戏的开展是有必要或非常必要的'

皮尔逊相关检验可知"教师年龄&工作年限与教

师认识的相伴概率分别为
"=A&#

&

"=&$?

"大于
"="A

"

不具有显著差异'而教师学历与教师认识的相伴概

率为
"="%#

"小于
"="A

'因此"教师的受教育水平与

教师的认识具有显著差异'换句话说"教师的受教

育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民间游戏的认知'

!=

教师对民间游戏价值和具体玩法的认识不够

全面

问卷采用多项选择的形式了解幼儿园教师对民

间游戏价值的认识'由表
#

可知",锻炼幼儿身体-&

,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百分比分别是
E%=?f

&

$&=Cf

"说明教师对民间游戏在锻炼幼儿身体&促进

幼儿社会性发展方面有较深刻的认识!而在,发展幼

儿个性-&,提高幼儿动手能力-这方面选择率较低"

均为
A!=Ef

!在,其他-选项上"有教师提出了民间

游戏有传承智慧&文化等方面的价值'结合与教师

的访谈可知"幼儿园教师们均能认识到民间游戏对

幼儿发展存在重要价值"但对于价值的认识不全面'

表
#

!

教师对民间游戏价值的认识情况

价值 锻炼身体 丰富情感 发展认知 促进社会性发展 发展个性 提高动手能力 亲近自然 其他

选择人数
E? ?% ?! $$ AA AA AC ?

百分比(

f

)

E%=? ?"=! CE=! $&=C A!=E A!=E A%=$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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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幼儿园教师对民间游戏具体玩法的认识"

问卷调查可知%教师最熟悉的
A

个民间游戏分别为

老鹰抓小鸡(

E#g%f

)"石头剪刀布(

$Cg&f

)"木头人

(

$AgCf

)"跳方格(

$&gCf

)"滚铁环(

??gEf

)'另

外"在,其他-选项上"个别教师提出了掷石子&摸墙

猴&猫抓老鼠&骑马蹬&踢毽子等游戏'结合访谈了

解到"教师对众多民间游戏的熟悉程度&具体玩法了

解不够"当教师要组织幼儿玩该游戏时"对于玩法的

解释模糊或不会玩"以至于无法教幼儿玩该游戏'

如",滚铁环-"有教师不会滚铁环"幼儿就无法开展

滚铁环的游戏'由此可见"教师们对民间游戏是有

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于民间游戏玩法的认识尚不

够全面'

#三$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基本方法

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基本方法"主要涉及民

间游戏的收集&改编&环境创设以及开展形式'具体

结果如下%

#=

民间游戏的收集方法多样&改编较少

对民间游戏的收集方式的调查"采取多项选择

的问卷调查形式"其中"选择,教学研讨-的占

ECg!f

!,网上搜集-的占
$?gAf

!,家长参与收集-

的占
A#gEf

'这说明教师在收集游戏时会采用多

种方法"同时"家长也有一定的参与'

此外"关于民间游戏的改编"选择,部分修改-的

占
C&g&f

!,全修改-所占比重较少"为
#&g&f

!,不

修改-所占的比重为
!#g!f

'这表明"大部分教师

会根据具体情况酌情修改'结合访谈可知"幼儿园

教师对民间游戏的改编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但个

别老师也提出改编民间游戏的难度较大"受个人能

力所限"能做的改编较少'

!=

注重游戏物质环境创设&忽视心理环境

开展民间游戏的环境"主要包括物质环境和心

理环境'本文以多选的形式问卷调查表明%,充足的

材料-&,适宜的空间-&,愉悦的游戏氛围-选择的百

分比分别为
A#g"f

&

ACg?f

&

%!gCf

'因此得出"教

师们在开展民间游戏时大多数都会考虑到物质因

素"但是"对于心理因素的重视不够"这就容易使幼

儿在民间游戏时过多遵从教师所定的,规则-或,技

能-而不能更快乐的游戏'结合访谈可知"只有少数

教师提出%,幼儿在游戏中得到快乐"远比学到更多

技能更重要'-综上"幼儿园教师在民间游戏环境创

设上更注重物质环境"忽视幼儿心理需求'

%=

开展民间游戏的形式较单一

幼儿园教师开展民间游戏的形式以户外活动&

闲散时间以及体育课中为主"所占比例分别为

E"g&f

&

A?g?f

&

A%g$f

!,其他-的选项为
"

"(见表

!

)'访谈中教师也提到民间游戏的开展大多都在户

外"教学中很少有'晨练和体操需要让幼儿有序的

开展"民间游戏则不能够满足,有序-'这说明当前

民间游戏在幼儿园开展的形式较为单一'

表
!

!

民间游戏开展的形式

开展的形式 教学中 体育课 户外活动 闲散时间 运动会 晨练和早操 其他

选择人数
%& AC E& C" %E #E "

百分比(

f

)

%!=? A%=$ E"=& A?=? %?=A #$=% "

四"讨论与分析

基于以上研究表明"幼儿园中开展民间游戏主

要存在认识缺位&内容缺失和方法缺少等问题"这与

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客观条件和幼儿园教师对待

民间游戏的积极性紧密相关'

#一$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主要问题

民间游戏在开展时"教师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本研究将其总结为以下三点%

#=

对民间游戏的认识缺位

调查表明%

&&g!f

的教师对民间游戏存在认识

上的不足'深究其原因可知"近两成教师对民间游

戏不熟悉'访谈中教师也表示"对民间游戏的玩法

不熟悉"不会玩!对民间游戏的歌谣记不清楚甚至不

记得等都显示了教师们对民间游戏的认识缺位'同

时"在调查教师对民间游戏的价值认识&种类认识

时"其结果也表明教师对于民间游戏的认识不够

全面'

!=

民间游戏的内容缺失

&?g#f

的教师有,较难选择和改编民间游戏-的

问题"在,其他-选项上"有
%

位教师为民间游戏的适

龄性问题困扰着"说明这些教师对民间游戏内容的

选择和改编存在问题"可能会造成民间游戏不适合

某年龄段幼儿的发展需要'在访谈中也有教师提到

改编难度大"蹩脚的改编使内容缺失适龄性&发展

性"民间游戏很难较好的开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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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游戏的方法缺少

在教师对于开展民间游戏最大困扰的问题上"

CCg&f

的教师存在,民间游戏的教育价值不能有效

挖掘-的问题'由此可知"教师的最大困扰是不能对

民间游戏的教育价值进行有效挖掘"即教师对开展

民间游戏的能力和指导方法有限"无法充分发挥民

间游戏的价值'近三成教师还表示开展民间游戏时

存在,家长不配合-的情况'以上均表明"幼儿园缺

乏多元化&科学化开展民间游戏的方式"已成为阻碍

教师开展民间游戏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二$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根据以上调查"将影响幼儿园开展民间

游戏的因素总结为以下两点%

#=

开展民间游戏的主观态度不够积极

在对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调查中",领导不重

视-&,教师的态度-&,家长的不理解-都属于影响幼

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主观原因'其中"幼儿园领导

对于开展民间游戏的影响较小"而教师和家长的态

度对开展民间游戏的影响较大'教师的态度能够直

接影响到开展民间游戏的现状"不积极的态度可以

使民间游戏不开展或开展的效果更差!而家长的不

积极或不支持的态度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教师和幼

儿的行为"使教师开展民间游戏存在顾虑"幼儿不能

更尽兴的游戏'

!=

开展民间游戏的客观条件不够完善

,教师未受到培训-&,幼儿园环境&材料不足-为

影响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客观原因'其中"半数

以上教师认为未受到相关培训是自己开展民间游戏

时的最大阻力!而幼儿园的环境和材料的不足也影

响到了民间游戏的开展'访谈中有教师指出"如果

民间游戏没有充足的材料"就不会开展该民间游戏'

由此"客观条件的不完善对民间游戏的开展有着重

大影响'

五"对策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现状和问题

的分析可知"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总体状况良好"

但仍存在提升的空间'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离不开

更新开展民间游戏的观念&丰富民间游戏的内容&创

设适宜的民间游戏环境和增进与家庭&社会的合作'

#一$更新开展民间游戏的观念

不断更新开展民间游戏的观念"保障幼儿园民

间游戏顺利开展'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当前近五成

的幼儿园工作人员对民间游戏存在认识上的不足!

同时",领导不重视-&,家长的不理解-等因素成为影

响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幼儿

园中实现民间游戏的积极有效开展"离不开幼儿园

领导&教师及幼儿家长及时更新开展民间游戏的观

念'幼儿园领导应该更新自己的观念"对民间游戏

加深认识和了解"加深对民间游戏的重视程度"同

时"对民间游戏的开展提供各种支持"增加学前教育

经费的投入"对民间游戏材料制作和采买提供支

持'

.

&

/另外"还可请民间游戏的资深研究者对教师进

行培训"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教师的受教

育水平影响着教师对于民间游戏的认知!

.

A

/更新教

师观念"需要教师端正对民间游戏的态度&认真对

待"提高对民间游戏的认识'通过参加幼儿园集体

培训&教师之间的研讨活动"增加教师对民间游戏的

了解'同时"幼儿园的各项活动离不开家长的理解

和支持"对于民间游戏的开展"幼儿园和教师需要对

家长充分介绍"使家长对民间游戏有足够的了解"在

家长了解的基础上"家长会与幼儿园展开精诚合作"

为民间游戏的开展提供材料支持&方法建议等'

#二$丰富民间游戏的内容

主要体现在民间游戏内容的收集和游戏的选择

和改编上'本研究结果发现"半数以上的教师存在

民间游戏内容的选择和改编与儿童发展需要难以协

调的矛盾'因此"要做到丰富民间游戏的内容"幼儿

园首先要注重民间游戏的收集"扩充民间游戏的内

容"不同的民间游戏对幼儿会有不同的吸引力"因

此"要更大程度地收集到更多的民间游戏'幼儿园

与教师应最大程度的号召更多的人去收集"家长&社

区&社会都是很好的途径"家长的配合&社区的支持&

社会人士的帮助"一定能收集到更多的民间游戏"极

大程度的避免一些民间游戏失去传承!其次"民间游

戏的选择应该注意选择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符合科

学性&具有娱乐性等原则"教师要针对一日活动的不

同时间选择不同的民间游戏"以适应幼儿活动的需

要'

.

C

/在对民间游戏进行改编时"教师应该注意对民

间游戏的难度进行改编"使其适应不同的幼儿玩耍!

改编一些儿歌和童谣的内容"使其符合时代的特点"

即时代性原则!对民间游戏的玩法改编时"教师也应

该注意其娱乐性'

#三$创设适宜的民间游戏环境

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环境的适宜性直接影响民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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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游戏在幼儿园中的实施效果'民间游戏环境涵盖

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本研究结果表明"幼儿园教

师在开展民间游戏时大多数都会考虑到物理环境"

但是"对于心理环境的重视尚存在明显不足'幼儿

园要在不断优化民间游戏开展的物理环境的同时"

重视心理环境的营造'其中"良好的物理环境包括

适宜的场地和充足的游戏材料"较宽阔的场地能够

让幼儿活动充分"

.

?

/如"掷沙包游戏就需要较大的场

地"让幼儿活动开"避免每组的幼儿以及同组的幼儿

推挤"也极大可能的给幼儿躲避的空间"避免幼儿经

常被沙包砸到'同时"在选择场地时要注意场地上&

周边的安全问题'充足的材料让幼儿在活动中能够

充分活动"避免等待"比如"踢毽子"访谈中的教师说

充足的材料是游戏的前提"如果只有
%@&

个毽子"

幼儿的练习活动无法较好进行"分组活动中幼儿的

等待时间过多"会引起幼儿游戏的兴趣下降"甚至是

争抢毽子"使得游戏的价值无法实现'充足的材料

可以由幼儿园提供&教师制作"也可以由家长准备"

最好也有幼儿的参与"这样能让幼儿快乐游戏"更能

让幼儿珍惜这些游戏材料'

.

$

/

此外"愉悦的游戏氛围是幼儿快乐游戏的前

提'

.

E

/在开展民间游戏时"要充分发挥幼儿活动的主

动性"教师限制幼儿的游戏行为会对幼儿的游戏兴

趣产生负面影响'在创设游戏氛围时"教师可用有

趣的语言&笑脸或夸张的表情&新奇的动作影响幼

儿"让幼儿感到快乐'

.

#"

/

#四$增进与家庭"社会的合作

家庭&社会作为外部因素"对幼儿园开展民间游

戏起统筹&协调&引领的作用'因此"在当前重视幼

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背景下"家庭&社会也应在推动

幼儿园民间游戏质量提高的过程中有所积极作为'

本研究结果发现"近三成的幼儿园教师表示开展民

间游戏时存在,家长不配合-的情况!半数以上教师

提出未受到相关培训是开展民间游戏时的最大阻

力'因此"增进幼儿园与家庭&社会的合作"有利于

提高民间游戏在幼儿园中开展的质量'民间游戏的

开展对于家园合作&幼儿园与社会的联系来说"是一

个很好的契机"在民间游戏开展的过程中"不论是民

间游戏的收集&选择和改编"民间游戏的环境创设&

材料准备"还是更新观念&促进民间游戏的开展都可

以加入家长和社会的助力'

.

##

/这样"不仅有利于民

间游戏的开展"也有利于增进幼儿园&幼儿与家长的

互动"密切家园联系"增进亲子感情"同时"还有利于

增进幼儿对社会的了解"让社会也更关注幼儿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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