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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周刊

5.转移话题，让更多的孩
子卷入讨论
他的方法你们怎么看呢？
你有什么想法？谁能帮忙
解释这个现象呢？

4.用肯定、欣赏的语言给予
情感支持
我喜欢你的这个想法，你是
怎么做到的呢？

3.用好奇的语气与幼
儿同频
这个现象太奇怪了，
怎么会这样呢？

2.用疑惑的态度引发幼儿
再思考
是这样吗？为什么会这
样？如果……会怎么样？

1.有逻辑地重复幼儿的观点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回想实施路径新探
北仑区小港浃江幼儿园 陈瑞萍 陈薇

【摘 要】户外自主游戏回想是幼儿自我反思与认知建构的重要环节，但在实践中，常出现儿童缺位、形式主义、话题受限

等问题。本文基于“记、说、引、理”四步路径，探讨如何通过尊重幼儿主体性、优化师幼互动、聚焦游戏过程价值，重构“儿童-游

戏-教师”的互动循环。研究表明，该路径能有效提升教师解读与支持能力，促进幼儿游戏水平与个性发展。

【关键词】户外自主游戏；游戏回想；儿童主体性；反思性实践

一、记：重温+再现，聚焦游戏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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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对话+取证，满足表达需求

幼儿户外自主游戏结束后，教师会组织幼儿回顾游戏中的经历，通过绘画表征、倾听对话、思维共享等引导幼儿自我反思、主动建构认知、获得个性发展。然而，
游戏回想作为有效支持的支架之一，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存在以下现象：儿童缺位，教师“一言堂”，组织回想时教师迫切将游戏中产生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一股脑地
灌输给幼儿，期待下一次游戏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形式主义，师幼“假互动”，教师往往会为了互动而互动，看似热闹无比，实则经不起推敲，过于注重形式；话
题受限，交流“无共鸣”，幼儿的游戏主题多样，教师交流的话题只关注个别或结果，无法让其余孩子产生共鸣。

上述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教师忽视儿童主体性，弱化过程价值及反思。我园通过“记、说、引、理”的路径重构“儿童-游戏-教师”的互动循环，提升教师解读精
准度与支持有效性，实现儿童本位回归与发展支持闭环。

“记”即记录，幼儿的记录主要为绘画表征。在记
录中幼儿能回顾自己的游戏经历，感受游戏带来的
快乐体验，这本身也是一种反思。记录游戏故事还能
更立体地让教师看见幼儿心中所想，为教师理解幼
儿游戏行为提供客观依据。

（一）记什么，我做主——尊重多样表征，透价值
幼儿是游戏的主体，为此记录的应是幼儿喜欢的

内容、幼儿想记的片段，可以是最开心的时刻、最有成
就感的事件、最苦恼的问题……教师切忌给予过多的
干预和暗示，窄化幼儿的表达空间。从幼儿的游戏故事
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记录的内容主要如下：

（二）怎么记，我决定——尊重个性记录，显条理
每个幼儿都是独立的个体，即便他们有着共同

的游戏目的，玩着同样的游戏内容，但表现出来的记
录方式和游戏体验也会有所不同，我们应给予尊重和
鼓励，记录过程中，幼儿通常会呈现以下几种形式：

流程式：将游戏的过程以步骤图的方式呈现，先
做什么、再做什么、最后做什么。

情景式：游戏过程中幼儿记忆深刻的情景片段
再现，重在表现遇到的困难、游戏场景、游戏情节、游
戏玩法等。

评价式：关注自身在游戏中的情感体验，幼儿往
往会以表情图、五角星等符号表征自己游戏过程中
的感受和成功感。

说是孩子表达想法最为直接的方式之一，孩子
乐于分享自己的游戏故事，这也是经验的分享。说清
游戏事件本身需要孩子整理信息，重组表达逻辑，这
正是思维的过程。通过说让幼儿尽情分享游戏、传递
快乐、表达想法、梳理思维。

（一）多个主体对话
和自己说（个体）：这是一种自我的反思，回想时

让孩子充分地说自己的游戏故事，边画边说，在回顾
和说游戏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反思，游戏中哪里好玩，
哪里不好玩，可以怎么调整等。

和同伴说（小组）：同一个游戏小组的伙伴组成
一个团讨小组，他们有着共同的游戏目的、游戏行
为、游戏语言，同伴间的交流尤为重要，他们会讨论
游戏中出现的问题、游戏失败的原因、游戏规则的建
立、游戏里有趣的事等，这样的同伴交流能为孩子创
设更多的表达机会。

和老师说（集体）：孩子喜欢把自己的新发现和
新经验迫不及待地和老师分享，也喜欢充当小帮手，
和老师讲述游戏中他们不认同的行为，希望老师能
够给予纠正。

在交流中，老师能听见孩子的游戏，从中获取有
价值的信息，为后续的支持做好信息储备。

（二）多种形式切换
游戏小组交流圈：幼儿分享时通常以共同游戏

小组为单位，他们有共同的话题，交流游戏过程、玩
法的创新及问题的解决，可以产生同频共振的效应。

兴趣小组分享圈：交流时，有的幼儿喜欢和同伴
分享自己感兴趣的事件或者心情，他们会随机进行
交流，出现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微型交流圈，以表达心
情和分享游戏趣事为主，形成情感共鸣。

（三）多类证据捕捉
在表达、倾听的过程中，我们要善于捕捉、甄别

幼儿的需求，基于证据思维提供后续支持。
指向材料：在说故事的过程中，孩子会提出材料

的需求，比如在搭帐篷游戏中孩子想要固定帐篷，但
是没有夹子。又如在游戏中想进行记录，但是没有
纸、笔。类似的问题都会在游戏分享的过程中出现，
教师即可根据幼儿的需求提供材料支持。

指向社交：游戏中幼儿会分享到：我想跟XX一
起玩，他不和我玩，我今天和XX一起玩等。在他们
的游戏故事里总会出现小伙伴的影子，这是幼儿对
同伴需求的表达。教师在倾听时可以留心幼儿间的
同伴交往，为存在交往困难的孩子提供支持。

指向经验：说故事时幼儿还会表现出经验较丰
富、经验有空白、能力有需求等不同情况，我们可以
有的放矢，当幼儿经验较丰富时，我们可以放得多一
点，当幼儿经验有空白时，我们可以启发多一点，当
幼儿能力受限时，我们可以推一把。

“引”指引发，教师从幼儿的言、行、思中捕捉有价
值的问题，了解幼儿的想法，从而引发其积极思维，产
生更加深入的学习。

（一）问题支架引思辨
不同年龄段采用的回想策略各不相同，我们要站

在儿童立场与幼儿发生有质量的对话，以不同的问题
导向及支架引发幼儿游戏后的深度思考。

（二）师幼互动有共鸣
回想中我们会围绕话题或事件进行讨论，鼓励幼

儿表达观点，教师通过提问引发幼儿进一步思考、反向
思考、多角度思考等。对话的方式应以过程导向取代结
果导向，从发现问题到提出问题，再到解决问题，引发
幼儿积极思维，不断进行反思与解释，产生共鸣。为此，
我们搭建了“师幼对话五要素”的实践支架（右图）。

三、引：思辨+共鸣，形成思维共享

“理”指整理，师幼共话游戏后，一起收集和整理
各种信息或材料，为次日的游戏做好规划与准备，提
供新的可能性，从而让游戏向纵深处发展。

（一）理思路——借力“游戏图纸”规划新游戏
通过上一环节的“引”，孩子们总结了当天游戏

的经验，会对第二天的游戏萌生新的想法，或解决困
难或延伸新的游戏情节或更换游戏内容……此时教
师就需要提供机会让幼儿借力“图纸”，为次日的游
戏理理思路，和同伴交流想法，这样能更有效地引发
游戏的多种可能。

（二）理材料——借助“留白箱”收集新材料
孩子们对次日游戏材料会产生新的需求，教师

可以提供“留白箱”，将所需材料提前做好收集工作，
便于次日带到游戏场，实现自己的游戏想法。这样的
方式有助于孩子自主性的发展，让孩子完全成为游
戏的主角。

（三）理决策——基于“记”“说”“引”做出新决定
复盘与反思：教师在前三环节的基础上需要再

次进行回想的复盘，从教师自身的组织形式、互动效
果、信息获取等进行深刻的反思，为下一步的支持决

定提供证据。
决定与行动：决定是对如何行动做出主张，这对

教师的行动具有指导意义，我们需要三思而后行，精
准地对幼儿回想中出现的信号做出识别，决定下一
步如何提供有效的支持，并将此决定付诸实践。

“记”“说”“引”“理”四部曲助推游戏回想的探
究过程中，幼儿始终是每一步的主角，教师则是重
要的陪伴者，在陪伴游戏、陪伴交流、陪伴思考的过
程中，我们更全面、客观、立体地看见了游戏中心的
儿童。

指向

游戏者

游戏材料

游戏主题
或玩法

游戏体验

具体内容

和谁一起玩？

用什么玩？

玩什么？怎么玩？

心情如何？遇到什

么困难？如何解决？

核心价值

同伴交往、分工合作

幼儿与材料的互动情况（选择与

使用、材料的替代、转化行为）

游戏情节的开启与发展、创

新玩法

影响情绪的因素、问题解决能力

四、理：规划+收集，开启游戏新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