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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记录"了解幼儿社会戏剧游戏中的游戏技能和社

会技能"同时"访谈班级教师以佐证观察结果'为了

保证观察结果的有效性"使用检核表前会对幼儿事

先观察两到三次'

#游戏检核表$涉及物品假装&角色扮演&游戏情

境的语言表达&游戏情景的口语交流&游戏的持续

性&互动&进入游戏小组&问题解决&轮流&同伴支持

等十个部分'每个部分有
%@?

个不同发展程度的

指标"如,物品假装-333不使用物品假装&使用真实

物品&使用物品替代其他物品&使用假想物品'

在#游戏检核表$中每个部分的发展指标可以用

作评估大多数幼儿社会戏剧游戏发展的指南'然

而"并不是所有的幼儿都是以同样的步骤发展或遵

循同样的发展顺序'

#三$资料分析

研究者针对游戏检核表中物品假装&角色扮演&

游戏情境的语言表达&游戏情景的口语交流&游戏的

持续性&互动&进入游戏小组&问题解决&轮流&同伴支

持十个部分进行编码"运用
/F//#$="

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游戏检核表$中物品假装&角色扮演&游戏情境

的语言表达&游戏情景的口语交流&游戏的持续性五

项观察指标主要是考察幼儿社会性戏剧游戏的游戏

技能水平!互动&进入游戏小组&问题解决&轮流&同

伴支持五项则是考察幼儿的社会技能"因此"研究结

果将从幼儿的游戏技能和社会技能两方面进行

呈现'

#一$游戏技能水平

#=

物品假装技能水平低

中班幼儿使用真实物品及不使用物品假装的幼

儿占总数的
&&f

"使用假想物品的仅占
#&f

!大班

使用物品替代物品及使用假想物品的幼儿占
$#f

(见表
#

)'已有研究表明"幼儿到十八个月时"大多

数孩子开始使用真实物品或仿制品进行假装"

&

岁

时"大多数儿童不再需要使用真实用品进行假装"开

始使用动作和语言表示假想的物体'

.

&

/可见"

&@C

岁幼儿物品假装技能水平较低'

!=

角色扮演水平较高

游戏角色是游戏的中心"社会戏剧游戏中幼儿

角色扮演水平能够看出幼儿对于这些角色的认识&

体验程度'

表
!

显示%中班&大班幼儿能使用口头声明的分

别占
%#f

&

%"f

"中大班(中班
A%f

"大班
A"f

)一

半以上的幼儿能够模仿角色行为"仅有个别幼儿不

能理解角色"没有明显的年龄差异'已有研究指出%

,当一个儿童到了四五岁时"他应该能够承担一个包

括一系列细节特征的角色%服装&声音&身体动

作'-

.

&

/可见
&@C

岁幼儿社会戏剧游戏中角色扮演

能力较高"符合年龄特点'

%=

#游戏情境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弱

,游戏情境语言表达-这一项考察幼儿能否用语

言表达游戏情景假想"也是重要的游戏技能之一'

研究结果表明%中班在游戏中没有使用语言交

流的占
&!f

"能用语言创造一个游戏情节的仅占

!Af

!大班能用语言创造一个游戏情节的占
&#f

(见表
%

)"即幼儿的游戏情境表达能力随年龄的增

长而提高'能用语言创造一个游戏情节的前提是幼

儿拥有更复杂的理解和使用语言的能力'

&=

游戏情节口语交流能力强

口语交流能促进游戏主题和游戏情景的发展'

这种交流有两种形式%一是儿童以角色身份和同伴

交流!二是打断游戏"以非角色身份与同伴交流.

A

/

'

表
#

!

物品假装能力分布表

年龄段
不使用物品假装 (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频率
f

)

使用真实物品(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频率
f

)

使用物品替代其他物品(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频率
f

)

使用假想物品(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频率
f

)

中班
%

!

$f #%

!

%Cf #A

!

&!f A

!

#&f

大班
#

*

%f A

!

#Cf #C

!

A"f #"

!

%#f

表
!

!

角色扮演能力分布表

年龄段

没有角色游戏 (次

数
!

该年龄段发

生频率
f

)

按一个顺序片段进行的

游戏(次数
!

该年龄段

发生频率
f

)

组合顺序片段 (次

数
!

该年龄段发生

频率
f

)

使用口头声明 (次

数
!

该年龄段发生

频率
f

)

模仿角色行为"包括装扮

(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

频率
f

)

中班
#

!

%f #

!

%f %

!

Ef #"

!

%#f #?

!

A%f

大班
!

!

Cf !

!

Cf %

!

$f ##

!

%"f #$

!

A"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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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幼儿社会戏剧游戏水平调查研究

表
%

!

游戏情境的语言表达分布表

年龄段

在游戏中没有使用语言交

流(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

频率
f

)

有语言描述替代物品(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频率
f

)

用语言描述假想的物品和

动作(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

频率
f

)

用语言创造一个游戏情节

(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

频率
f

)

中班
#A

!

&!f %

!

$f E

!

!Af E

!

!Af

大班
#"

!

%#f %

!

Ef C

!

#Ef #%

!

&#f

表
&

!

游戏情节的口语交流分布表

年龄段

在游戏中没有使用语

言交流 (次数
!

该年

龄段发生频率
f

)

在游戏中只对自己

说话(次数
!

该年

龄段发生频率
f

)

站在游戏中只对成人

说话(次数
!

该年龄

段发生频率
f

)

在游戏中以非游戏角

色与同伴说话 (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频率
f

)

在游戏中以角色身份

与同伴说话(次数
!

该

年龄段发生频率
f

)

中班
!

!

Cf %

!

$f &

!

##f #C

!

&&f ##

!

%#f

大班
#

!

%f #

!

%f !

!

Cf #!

!

%$f #C

!

A"f

!!

研究结果显示%中班
&&f

的幼儿能在游戏中以

非游戏角色与同伴说话"

%#f

的幼儿能在以角色身

份与同伴说话"二者占总数的
?Af

!大班
A"f

的幼

儿能在游戏中以角色身份与同伴说话"且
$$f

的幼

儿能在游戏中进行两种形式之一的沟通(见表
&

)'

说明
&@C

岁幼儿在游戏中互相口语交流能力强"不

依赖于成人'

A=

游戏持续时间充分

研究结果表明%

?!f

的中班幼儿和
?Af

的大班

幼儿游戏时间都能持续十分钟或更长时间"仅个别

幼儿游戏时间少于
A

分钟(见表
A

)'幼儿在社会戏

剧游戏中建立游戏场景至少需要十分钟"少于这个

时间幼儿将无法感受到游戏的益处'从研究结果可

以看出
&@C

岁幼儿的社会性戏剧游戏时间充分"有

利于社会性戏剧游戏的开展'

从上述研究结果可知%

&@C

岁幼儿游戏技能中

角色扮演水平较高"游戏情节口语交流能力强"游戏

持续时间充分!但中班幼儿的物品假装技能水平低"

游戏情境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弱'因此"教师帮助
&

@C

岁幼儿提升物品假装能力和游戏情境语言表达

能力为儿童所需要'

#二$社会技能

#=

互动水平高

,在社会戏剧游戏中"儿童至少与一个其他儿童

发生互动-'

.

&

/由表
C

可知"

E?f

的中班幼儿都能与

其他幼儿发生互动!

E&f

的大班幼儿都能与其他幼

儿发生互动'相比中班幼儿"大班幼儿明显更多地

表现出和
!@%

个同伴一起玩的行为'整体上"绝大

部分幼儿都能顺利参与到社会戏剧游戏"只有极个

别幼儿无法加入到游戏中"需要教师的个别指导'

表
A

!

游戏的持续性分布表

年龄段
少于五分钟(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频率
f

六到九分钟 (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频率
f

十分钟或更长(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频率
f

中班
%

!

$f ?

!

!"f !C

!

?!f

大班
!

!

Cf C

!

#Ef !&

!

?Af

表
C

!

互动情况分布表

年龄段

独自玩(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

频率
f

)

仅和成人玩 (次

数
!

该年龄段

发生频率
f

)

和一个儿童玩"并且总

是这个儿童(次数
!

该

年龄段发生频率
f

)

和一个儿童玩"可以是不

同的同伴 (次数
!

该年龄

段发生频率
f

)

可以和两到三个儿童一

起玩(次数
!

该年龄段发

生频率
f

)

中班
#

!

%f " %

!

$f !!

!

C#f #"

!

!$f

大班
#

!

%f #

!

%f %

!

Ef A

!

#Cf !!

!

CEf

!!

!=

进入游戏小组的策略存在显著年龄差异&大

班幼儿更能采取有效的策略

儿童进入游戏小组"有两个策略最为有效%一是

对已建立的游戏主题做出相关评价"但评价不特别

针对任何人!二是在直接指向个体的评论'

.

A

/由表
?

可知"运用以上两种有效策略进行游戏小组的比例"

大班幼儿(

&Ef

)明显优于中班幼儿(

%%f

)'整体而

言"

&@C

岁幼儿进入游戏小组的策略有待提高'

%=

问题解决能力存在年龄差异&中班幼儿过度

依赖成人

本研究中的,问题解决-是指幼儿在游戏中时发

生冲突后能否和平解决"是否有使用暴力"也体现了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戏剧游戏的社会性'该项发展指标有
?

个%

D

在冲

突中屈服!

^

使用暴力解决问题!

N

寻求成人帮助!

G

模仿成人提供的口头解决方式或策略!

]

当被提醒

时能够使用语言或策略!

H

主动使用语言或策略!

B

接受合理的折中方案'

表
?

!

进入游戏小组分布表

年龄段

不尝试进入游

戏小组(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

频率
f

)

使用暴力进入

游戏小组(次数

!

该年龄段发

生频率
f

)

站在小组旁边观

望 (次数
!

该年

龄 段 发 生

频率
f

)

模仿小组行为

(次数
!

该年龄

段发生频率
f

)

对游戏主题做出

相关评价(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

频率
f

)

在评价前吸引另一个

儿童的注意(次数
!

该 年 龄 段 发 生

频率
f

)

中班
A

!

#&f &

!

##f E

!

!Af C

!

#?f ?

!

#Ef A

!

#&f

大班
!

!

Cf %

!

Ef %

!

Ef A

!

#Cf C

!

#Ef #%

!

&"f

表
$

!

问题解决分布表

D ^ N G ] H B

中班(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频率
f #

!

%f !

!

Cf #%

!

%Cf ?

!

#Ef $

!

!!f !

!

Cf %

!

$f

大班(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频率
f #

!

%f %

!

Ef %

!

Ef &

!

#%f A

!

#?f E

!

!$f ?

!

!!f

!!

由表
$

可知"中班中
%f

的幼儿在冲突中屈服"

Cf

的幼儿使用暴力解决问题"

%Cf

的幼儿寻求成人

的帮助"即
&Af

的幼儿采用被动或攻击的方式的解

决问题!而大班中
!$f

的幼儿能主动使用语言或策

略"

!!f

的幼儿能接受合理的这种方案"即一半以上

的幼儿能采用适宜的方式解决问题'可以看出幼儿

在问题解决技能上有明显年龄差异"中班幼儿过度

依赖成人"大班幼儿采用适宜策略自主解决问题的

能力较好'

&=

轮流能力无明显差异

,轮流-"是指游戏中材料的一个轮流'该项发

展指标有
?

个%

D

拒绝轮流!

^

离开玩具但别人要拿

来玩时表示抗议!

N

成人安排和指导时可以轮流!

G

要求轮流但是不等对方回应!

]

玩完玩具后容易让

出玩具!

H

如果另一个儿童要求"可以让出玩具!

B

别人提出轮流时"可以接受并遵守'

由表
E

可知"能采用不同形式的轮流策略(

N@

B

)的比例"大班幼儿(

$Af

)与中班幼儿(

$Cf

)基本

一致'可以看出大部分
&@C

岁幼儿能在成人的指

导下或自发进行分享玩具'这与已有研究是一

致的'

.

C

/

A=

同伴支持水平较高

由表
#"

可知"中班中
&?f

的幼儿能够表现出

同情或提供帮助或是提出建议和接受建议"对同伴

没有兴趣的仍有
#Ef

"仅有
Cf

的幼儿能够鼓励或

赞扬同伴!大班中有
%#f

的幼儿能够鼓励或赞扬同

伴',当有人难过时陪伴他人&提供安慰或帮助"在

游戏中分享领导权"表示赞同"这些都是儿童表现出

友谊技能的方式-

.

&

/

"可以看出中班幼儿已经开始去

自我中心化"同理心开始发展"大班幼儿则进一步

发展'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可知%

&@C

岁幼儿互动水

平&同伴支持水平较高"轮流能力无差异!进入游戏

小组策略和问题解决能力存在年龄差异"大班幼儿

更能采取有效的策略"且能独立解决问题'因此帮

助
&@C

岁幼儿提升轮流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是当

前幼儿园更需关注的'

表
E

!

轮流分布表

D ^ N G ] H B

中班(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频率
f %

!

$f !

!

Cf #"

!

!$f !

!

Cf A

!

#%f #"

!

!$f &

!

##f

大班(次数
!

该年龄段发生频率
f !

!

Cf %

!

Ef ?

!

!!f &

!

#%f A

!

#Cf A

!

#Cf C

!

#Ef

表
#"

!

同伴支持情况分布表

年龄段

对同伴没有兴趣

(次数
!

该年龄

段发生频率
f

)

对同伴的困难能够给

予注意(次数
!

该年

龄段发生频率
f

)

表现出同情或提供

帮助(次数
!

该年

龄段发生频率
f

)

有时能够提出建议和接

受同伴的建议(次数
!

该

年龄段发生频率
f

)

鼓励或赞扬同伴(次数

!

该 年 龄 段 发 生

频率
f

)

中班
?

!

#Ef #"

!

!$f E

!

!Af $

!

!!f !

!

Cf

大班
!

!

Cf A

!

#Cf ?

!

!!f $

!

!Af #"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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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与讨论

#一$教师角色

在社会戏剧游戏中"教师是榜样&指导者和玩

伴"因此"教师角色可以是观察者&舞台管理者&平行

游戏者&合作游戏&游戏引导者'观察者是教师在游

戏中必备的角色"教师利用#游戏检核表$进行观察"

可以了解幼儿的能力和可能适应性"更好把握每个

幼儿的需要'至于其他角色"可从教师观察后的目

标&幼儿的需要&如何有效进入游戏小组三方面进行

考虑'如果教师的目标是帮助幼儿进入游戏小组"

那教师可以充当一个舞台管理者"为幼儿提供建议'

#二$游戏材料和经验

#游戏检核表$上并未标明年龄等级所应具有的

某种特定技能"但总体而言"两岁半到三岁的学龄前

儿童"他们的技能和行为预期表现在检核表每一部

分的低端!四岁半到五岁的学龄前儿童应表现出更

复杂的技能"预期体现在检核表每一部分的最高

端'

.

&

/研究结果表明%中班幼儿靠近物品假装部分低

端将近一半"同时"仍然有
#Cf

的大班幼儿使用真

实物品"可见
&@C

岁幼儿的物品假装技能低"尤其

是中班'物品假装是儿童在游戏中最早获得的技能

之一"如果一个学龄前儿童不能用假想物品假装或

严重地依赖真实物品"应集中精力帮助他发展这一

项技能'儿童未进行物品假装的原因很多"可能是

缺乏对物品或游戏主题的接触"或是认知挑战限制

了他的表征能力'

.

&

/在观察中发现幼儿园中游戏材

料或主题单一"游戏环境注重教师需要"忽视幼儿感

受.

?

/

'因此教师应丰富幼儿的游戏材料和经验'

#三$语言能力

研究结果表明%

A"f

的中班幼儿用语言描述假

想的物品动作或用语言创造一个游戏情节"即中班

靠近游戏情境的语言表达高端部分仅占
A"f

"大班

占
C"f

'由此可见"

&@C

岁幼儿用语言进行假想技

能低"即游戏情境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弱'游戏情境

中用语言创造一个游戏情节(如假装被怪物带走了)

是所有技能中最难的一个"游戏语言能让儿童追随

共同的游戏主题'游戏情境语言表达与幼儿的语言

发展息息相关"帮助幼儿提升游戏情境语言表达"应

从幼儿语言能力提升着手'

#四$社会交往技能

#=

学习调节自身情绪和问题解决方法

年幼的儿童在一起"发生冲突不可避免'在本

研究中"

&Af

的中班幼儿采用被动或攻击的方式的

解决问题"一部分的大班幼儿也是如此'儿童在问

题解决上处于被动"多是因为他们不能坚持自己的

想法或不清楚自己想要'要学会问题解决的技能"

儿童必须具有倾听和妥协的能力"学会调节自身不

适宜的情绪"找到表达情感的合适方式"做出适宜的

选择'因此"成人应教会儿童坚定自信"例如"为儿

童示范用于冲突情境的语言,我的-&,停止-等!同

时"帮助儿童自主和平解决问题"如教导儿童停止冲

动的方法'在能够独立解决问题之前"被动的儿童

必须学会主动地站起来"攻击的儿童必须学会在伤

害别人之前停止自己的行为'

.

&

/

!=

提供轮流练习平台

在社会戏剧游戏中"成功的轮流对分享玩具至

关重要'研究发现%

&@C

岁幼儿社会戏剧游戏中轮

流技能并不高"靠近检核表中轮流部分的最高端不

到一半'学会轮流"幼儿必须学会暂时延迟满足"并

学会轮流的一些技能'因此"成人可为幼儿设定练

习的平台"帮助幼儿在一日生活中学习轮流和给予

他人的技能'父母在家庭中出现轮流现象时"鼓励

谈论轮流"评论幼儿轮流时的表现'教师应让幼儿

认识到一天中必须等待的次数"给幼儿提供有关何

时轮到自己的信息'

.

&

/

&参考文献'

.

#

/

!

潘洁
=

儿童社会戏剧性游戏的研究.

'

/

=

学前教育研究"

!""#

(

C

)

=

.

!

/

!

王成
=

在表演游戏中发展
A@C

岁幼儿表演能力的行动

研究.

G

/

=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C

%

#=

.

%

/

!

李宗玉
=

幼儿园戏剧游戏的组织与指导.

'

/

=

幼儿教育"

!"#A

(

e#

)

=

.

&

/

!

桑德拉+海德曼"迪波拉+休伊特
=

游戏%从理论到实

践.

S

/

=

邱学青"高妙
=

译
=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C

%

E%@EA

"

EC@E?

"

#A!

"

#"#

"

#$#

"

!"C

"

#"?

"

!"C

"

#$E

"

#EE=

.

A

/

!

桑德拉+海德曼"迪波拉+休伊特
=

当游戏不再简单%

帮助儿童持续并参与游戏.

S

/

=

吴卫杰"译
=

南京%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C

%

&&=

.

C

/

!

邓进红"方朦
=A@C

岁幼儿分享行为和分享动机研究

.

'

/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C

"

%!

(

&

)

=

.

?

/

!

杨丽丽"杨晓琴
=

幼儿园支持性游戏环境的创设%误区

与对策.

'

/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C

"

%!

(

#

)

=

&责任编辑
!

张雁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