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游戏观察

模块一 · 任务四



PART 01
案例导入



阅读案例，回答问题

    幼儿园自选游戏时间，天天和浩浩共同进入了娃娃家
，两个人都想当娃娃家的爸爸，但谁都不让步，游戏陷入了
僵局。

    作为教师，你觉得是否需要介入孩子的游戏？何时介
入比较合适？用什么样的方法介入最好？



PART 02
幼儿游戏观察的

意义



作业分析
认识并了解幼儿游戏的发展水平；

关注并满足幼儿发展需要；

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思考：为什么对幼儿游戏进行观察？

对游戏的观察是了解幼儿的最佳途径；

观察是对游戏实施有效指导的前提；

观察是下次游戏计划制定的依据。



PART 03
幼儿游戏观察的

要点



幼儿游戏观察
的要点及方法

u 在进行幼儿游戏观察时，应怎么样制订

观察计划？

思考



制定 的依据计划

u 幼儿原有的经验和当前的兴趣；

u 本学期教育目标及现阶段教学内容；

u 上次游戏情况存在的问题；

u 本次游戏的准备工作。

计划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幼儿的发展，而不是
流于形式。制定计划切忌脱离幼儿实际的主观凭空想象

。



明明刚进幼儿园的时候很害羞，于是老师决定观察记

录他与其他幼儿的互动。

1/02/12  明明和小花在积木区玩，他帮小花搭了一座

塔。

2/05/12  在歌唱活动时，明明第一次在全班面前唱歌

。

3/06/12  户外活动时，明明带领一群孩子玩探险游戏

。

案例分析



幼儿游戏观
察的要点

各年龄班观察重点

年龄班 观察要点

小班 处于平行游戏阶段，满足于对物品的操纵摆弄，矛盾
焦点主要在幼儿与物品的冲突上，因此，小班观察的
重点在幼儿对物品的使用。

中班 处于角色的归属感阶段，想与人交往但尚无交往技能
，因此，观察重点在幼儿与幼儿的冲突上，不管是规
则上的，还是交往技能上的。

大班 处于平行游戏阶段，满足于操纵摆弄物品，矛盾焦点
主要在幼儿与物品的冲突上，因此，小班观察的重点
在幼儿使用物品上。



幼儿游戏观
察的要点

各区域班观察重点

活动区 主要功能 观察重点

建构区
建构游戏；促进儿童对客体世
界以及自己与客体世界关系的
认识

幼儿的思维特点和思维发展水
平、建构技能、对科学和数学
概念的理解和掌握

角色扮演
区

象征性游戏；促进儿童对主体
世界以及人鱼人之间的关系的
认识

同伴互动、语言发展

美工区 培养艺术表现和创造能力
探索和使用材料、创造力和想
象力

阅读区
培养阅读兴趣，形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

阅读兴趣、学习品质、基本的
阅读技能



PART 04
幼儿游戏观察的

方法



幼儿游戏观
察的方法

对班里的全体幼儿平均分配时间，在同等的时

间里对每个幼儿轮流进行扫描观察。这种方法

适合对全班幼儿的游戏情况进行了解。

一般适用于游戏开始和结束。采用表格的记录

形式，具有简便易行、可重复使用且便于前后

比较的优点。

扫描法



  娃娃家 医院 积木区 ……

幼儿 1        

幼儿 2        

幼儿 3        

……        

 表 1-5 幼儿主题选择情况观察表

扫描法

 说明：每个主题选 5分钟，画正字，采用轮流观察。
此法可观察到幼儿在游戏中的坚持性和稳定性。



幼儿游戏观
察的方法

观察者固定在某一地点或区域对所有出现在该

地点的幼儿进行观察，以期对该区域或地点的

幼儿的游戏情况进行了解。

此方法多用于游戏过程中。一般采用如实详录

的方法记录。此种观察法的优点在于可以获得

幼儿在游戏中的材料使用情况、幼儿相互交往

情况、游戏情节的进展情况等方面的动态信

息。避免或减少在使用中出现盲目指导、瞎导

演的情况发生。

定点法



幼儿游戏观
察的方法

观察者事先将一至两个幼儿作为观察对象，观

察他们在游戏中的表现。

该方法适合于观察了解个体幼儿在整个游戏过

程中的情况，了解其游戏发展水平，可以获得

更详细的信息。通过实况描述法进行记录。

追踪法



幼儿游戏观
察的方法

通过提供观察的要点可以增强观察的目的性和

针对性；在“线索提示”的指引下，教师可能对

那些从未关注过的问题产生关注，可以从不同

的观察线索看待幼儿的游戏。

本观察法适用于观察技能缺乏的教师，可以有

效地帮助教师逐步掌握观察的技巧及指导游戏

的方法。从而便于教师形成“善于发现幼儿感兴

趣的事物、游戏和偶发事件中所蕴含的教育价

值，把握时机，积极引导”的教育意识。

线索提示法



案例 7-3  线索提示

线索提示法 案例分析：此案例就是根据观察线索
提示中的 E所获得的信息。玩具筐一
共倒了两次，一次幼儿试图合作把积
木捡起来，但后面孩子们就都放弃了。
游戏中出现这种现象是常有的事情，
很多时候教师都会不自觉地帮幼儿检
起来，因为在他们看来，玩具掉在地
上并不是游戏中要观察的重点。因此
如果教师不去观察幼儿对待玩具掉在
地上后的行为及解决问题的过程，以
及幼儿之间对待此问题的不同态度，
也就错失了可能出现的有价值的信息
。

观察地点： 观察时间： 观察者：

观察“线索提示” 幼儿游戏行为观察记录

A.幼儿在区域游戏中喜欢玩什么？

B.引发幼儿游戏兴趣的因素是什么？

C.幼儿在游戏中如何使用材料

D.教师提供的游戏空间是否足够让幼儿活动

E.幼儿教师如何解决幼儿在游戏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

F.幼儿之间是如何互动的？是否有利于幼儿自

身经验的发展或能

力的提高？

G.幼儿在游戏过程中出现的新经验是否有再利

用的价值？

情境 1：装积木的玩具筐倒了，积木撒

到地上。幼儿甲先跑过去捡起一块积

木，然后叫旁边的幼儿乙一起检，结

果乙没有理睬，也没有行动，于是甲

又叫了幼儿丙捡，丙说：“我才不捡

呢，我要玩儿去了。”

情境 2：装积木的玩具筐又倒了。教师

A 走过来说：“赶快捡起来。”说话的

过程中，老师就自己弯腰捡了起来。



幼儿游戏观
察的方法

量表—时间抽样法

使用根据一定的分类系统为基础制定的儿童游

戏观察量表，在一定的时间内对儿童游戏进行

观察，获取若干个时间样本从而构成能够反映

个体游戏特点的一个总样本。

量表——抽样法



娃娃家 医院 小舞蹈 骑车

男
爸爸 1

叔叔 1
医生 1

演员 1

观众 2

司机 3

乘客 1

女
妈妈 1

姐姐 1
护士 2 演员 3

人数 4 3 6 4

情景 1 ：时间取样法（参见表 7-3 ）

表 7-3 幼儿选择游戏区域的观察记录表



幼儿游戏观
察的方法

量表—事件取样法

观察者用语言描述记录在一定时间内所观察到

的儿童的某种游戏行为或事件，记录整个事件

发生的前因后果。

量表——抽样法



时间抽样 事件抽样

定义
针对那些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不太明确，或者
事件延续很久，而无法完整记录整个过程，
只能截取一段时间来观察的事件。

以事假发生始末为观察范围，从事件
一开始就进行记录，直至结束。

所选的样本 发生在特点的时间段内的特定行为。 只观察事先选择好的特定事件。

是否在现场记录 因其记录频繁，必须在现场记。 可以在现场，也可以回来后整理。

文字记录或符号记
录

通常是在设计好的观察项目上，用符号做记
录；也可以将编码表和叙述性描述结合起来
。

可以用文字记，也可以用已设计好的观察项目，以
符号做记录。

量的统计或质的分
析

大多以量的统计来了解行为发生的次数、类
别、程度等。

既可以用质的分析，深入解释事件的原因及过程，
也可以用量的统计来了解行为发生的次数、类别、
程度等。

特点 记录简便，打钩即可。
通过详细生动的文字描述，可以使人产生犹如“身
临其境”的效果。

不足

结果只是“数字”或频次而缺乏鲜活生动的
游戏事例子。同时需要观察者在观察之前要
熟悉各种行为 操作性定义，否则很难在短
时间内
做出准确的判断。

现场来不及详细记录，需要事后补记，记录的效果
与记录者本身文字功底有一定的关系。

时间抽样与事件抽样的比较



PART 04
幼儿游戏观察记
录整理、分析、

运用



幼儿游戏观察结
果分析与整理

案例比较

u 说说哪一个更能通过观察事实挖掘原
因、分析动机？

       案例 1 游戏中两个幼儿为了游戏材料发生冲突，教师在
分析时写道“ XX 小朋友是一位攻击性很强的幼儿，游戏时他
总是喜欢争抢玩具”。
       案例 2 某教师对于幼儿在游戏中搭出三幢房子的行为做
出如下解释： San 是个比利时和越南的混血儿，经常往返于 3
个家，在游戏中一下子搭了三幢房子，通过搭房子让他产生了
归属感、安全感，这是 San 的心理需要。



幼儿游戏观察结
果分析与整理

幼儿游戏观察记录
的整理和分析

u 对数量化资料的统计分析

对数量化资料进行分析需要明确数据的性质与含
义，寻找有意义的、能说明问题的最小分析单位。



幼儿游戏观察结
果分析与整理

幼儿游戏观察记录
的整理和分析

u 对文字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在对文字信息进行整理与分析时要将它们置于事情
或行为发生的情境中，去发现问题。



幼儿游戏观察结
果分析与整理

思考

对于幼儿游戏结果的分析应该如何运用？



幼儿游戏观察结
果的运用

    观察结果的运用首先应从设计观察步骤过程

开始，到做记录并对观察到的信息进行解释和分

析，从中获得有利于改进的启示进而提出改进的

方案，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继续观察并评价其效

果，根据实际情况诊断下一步要观察和改进的问

题。所以观察结果的运用其实是一个动态持续、

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过程。



作业
制作一份幼儿游戏观

察记录表



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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