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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李惠利幼儿园 忻罗增

【摘 要】本文结合“社区”自主游戏实践，从幼儿园社会准备视角切入，分析自主游

戏在促进幼儿社会准备中各项发展目标达成与社会属性相关能力提升的关联机制，论证

自主游戏构成要素与社会准备发展紧密属性，提供思路和实践模板，形成良性互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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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驱动，助推幼儿社会能力发展
——幼小衔接背景下幼儿“社区游戏”实践

为了更好地落实幼儿游戏情境
的展开与任务意识的生发，提出游
戏计划，让幼儿设想展开——玩什
么，怎么玩，玩得好。

1.个人预约，激发意愿
游戏前，孩子们结合个人的兴

趣展开预约，通过夹子、贴图确认角

色。比如在小吃店，服务员在预约后
就要穿上相应的服装，进行环境的
布置，并招待小客人、整理餐桌等。

2.游戏日记，场景思考
游戏记录本，结合想玩什么、玩

了什么、和谁玩进行记录，了解发现
游戏中孩子的真实想法，进一步促

发游戏进程。
3.区域计划，同伴交互
如在排练厅，幼儿在游戏前进

行角色分配，明确小导演的工作并
根据节目音乐或内容进行设计，由
小导演为引导，控制节目排练走向，
发现组织合作能力。

幼小阶段是幼儿园孩子走向小学的必要过程，幼儿园教育在幼小衔接中起到引领、前置作用。但在实践中往往由于幼儿活动开展目标性不强、效果
不明显导致幼小分离、幼儿能力发展不足，尤以社会发展属性为甚。基于此，我们从社区游戏入手，激发幼儿自主、自由、自立的天性，为幼儿提供宽自由、
强交往、促协作平台，归纳自主游戏“场景、规则、计划、主题”四要素与社会发展能力关联，探索四轮驱动能力发展模式。

下面我们就如何匹配社会准备之交往合作、诚实守规、任务意识、热爱集体四大目标，结合具体案例展开分析。

一、“场景轮”驱动交往合作
——区域创设助推互动交流

交往合作本质是幼儿具有自主
合作意识，在团队中找到属于自己
的社会属性，通过积极互动，伙伴认
同，创设场景支持该维度。

1.场景创设，促进互动
幼儿互动不是一蹴而就的，要

在隐形支持与同伴摸索中共同成
长。我们尝试创设适合幼儿交流互
助场景，满足幼儿交往的需要。让幼
儿在尝试交流、尝试合作的基础上
展开进一步互动。而同伴良好合作
的经验，就是在真实的体验中逐渐
丰满起来的。

案例：“茶艺教室”千千向学员
讲解饮茶礼仪。初一看见说：“我来
盖章吧。”千千没回答，初一又说：

“我来收钱。”千千没回复。初一看了
会儿商量：“我来倒茶吧。”千千把茶
壶里的茶倒光递给初一：“好的。”初
一补水后开始倒茶，千千一边收钱
盖章，一边提醒初一招呼第二批学
员……

2.平台拓展，增强交流
根据社区游戏需要，从小市民

和工作人员两个维度邀请幼儿，结
合班内小游戏到年级组社区游戏

再到混龄角色，满足不同年龄段幼
儿能力发展需求。通过多次游戏尝
试，不断认识新朋友，能收获不一
样的“友情”，赋予幼儿丰富的社交
体验。

3.游戏支持，营造氛围
自主游戏最难的往往是寻求帮

助，教师更多的是起到媒介作用。教
师要创设温暖场景，及时观察支持，
不断地推进游戏进程，鼓励同伴互
助能更好地促进孩子们的社交能
力，营造师幼互动、幼儿互助的良好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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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约定轮”驱动诚实守规
——集体讨论助力规则落地

遵守规则是成为“社会人”的重
要一步，也是社会准备的能力要求
之一。从幼儿相关经验、约定、监督
引导等角度展开，让幼儿在游戏中
了解规则重要性，让生硬的规则充
满童趣。

案例：售票处门口，丁丁、球球
在排队等候售票处开门。等到售票
处开门，果果拿着5元钱大声喊，我
要一排三座的票。丁丁说：“我们排了

好久，你不能插队。”售票员说：“你要
排队。”果果只好到最后面去排队。

1.日常约定融入游戏
幼儿社会化的过程需要家庭、社

区、幼儿园共同合作投入，幼儿在生
活中感知买东西要付钱、拿钱要去银
行、和小伙伴友好相处等社会规则，
在相互碰撞中掌握良性行为准则。

2.同伴相约制定规则
幼儿在各个区域均需与同伴互

动展开游戏，因此，可以通过集体讨
论、统一需要、绘画张贴的方式在游
戏中与幼儿达成规则公约，引导幼
儿自觉地根据约定开展游戏。

3.角色需要优化公约
在社区游戏中会有捣乱、乱跑、

丢失等现象，从儿童视角展开讨论，
提出镇长、警察、失物招领等监督角
色，通过角色分工积极引导，结合游
戏化的惩罚方式，纠正幼儿行为。

三、“计划轮”驱动任务意识
——幼儿意识助深游戏内涵

社区游戏中，幼儿可以根据主
题深化情境。从身边的伙伴、小鸡
小鸭、兴趣点等逐步延伸到城市、
传统节日等，情境创设激发幼儿
对幼儿园、家乡、祖国的亲近热爱
之情。

1.由近及远，丰富主题
幼儿兴趣点与实际场景主题切

合，根据幼儿了解到的热闹街道展
开游戏，充分了解社区游戏的内涵。

在不断地丰富中以儿童认知宁波为
核心，了解家乡的人文特色，感受宁
波城市现代化，让家乡荣誉感逐渐
萌发。

2.由浅入深，丰满体验
幼儿认知情感收获于体验，如

幼儿园30年生日会中，从儿童本身
生日体验出发，从为自己或他人准
备生日类比、充分融入幼儿园老师
给孩子们的爱，感知被爱和付出的

美好情感。
3.由小见大，丰润心灵
情境主题来源贴近幼儿生活、

兴趣、话题，内容的深化中，不断尝
试以最小的话题引起孩子的共鸣，
从小节日发现自己的快乐、传统习
俗、祖国变化。在潜移默化中将爱集
体、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渗透其
中，播下积极向上的种子，沁润孩子
的心灵。

四、“情境轮”驱动热爱集体
——多样主题助长情感生发

综上所述，社区游戏之四大要素犹如四轮紧扣社会发展能力具体属性要求在驱动，起到良好的促进效果。以
社区游戏为途径的实践过程，不仅限于单一发展目标的达成，也适用于多元维度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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