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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角色游戏,孩子能够有效的学习。因此,教师必须充分的将角色游戏所蕴含的教育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大幅度

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在这里将全面深入的研究怎样运用角色游戏的教学方法对孩子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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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role game, children can learn effectively. Therefore, teachers must fully play the 

educational role contained in the role game, thus greatly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child. Here, we 

will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study on how to use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role games to educat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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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年龄较小,在他们的成长当中,游戏非常重要。游

戏能够让孩子内心产生高级的心理现象,这是促使他们社会

化成长的关键途径。孩子天生就非常喜欢玩游戏,他们爱玩,

所以幼儿园教师需要结合孩子这些心理特点,让他们在游戏

活动当中学习知识,并从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孩子天生是

喜欢游戏的,教师需要尊重他们这一特点。由此可见,游戏是

符合幼儿心理特点的一种重要教学模式,通过角色游戏,孩

子的参与热情被充分的调动,他们可以结合自己的喜好进行

角色扮演,想象力也被充分激发。在这样的游戏活动中,能够

将孩子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感受充分的展现出来。角色游戏

是幼儿重要的活动形式,强调幼儿在游戏中的自主性、主动

性、创造性的发挥,重视游戏对幼儿的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 

1 角色游戏的特点 

角色游戏是幼儿时期典型的一种游戏类型,不同年龄的

幼儿在角色游戏中通过运用想象扮演不同的角色,反映了幼

儿个人的生活经验,对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起到极其重要

的作用。从游戏的结构性来理解幼儿角色游戏的特点的话,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1游戏中的人 

幼儿在角色游戏中扮演一个或多个假象的角色。这些角

色通常是他们自认为重要的、经常接触的、熟悉的或者能引

起强烈情感的人物,例如,扮演生活中的爸爸、妈妈、孩子；

日常生活中经常能接触到的公交司机、乘客；各种场所里的

服务员、客人、导游、游客等。幼儿对角色的扮演不仅是多

样性的,而且是有选择性的。 

1.2游戏中的物 

角色游戏中的物是指游戏中的材料和物品。角色游戏离

不开游戏材料的辅助和支持,特别是幼儿对游戏材料和物品

的遐想。由于不同的幼儿对不同物品会有不同的想象,因此,

如果需要共同游戏,就需要通过交流,对游戏中材料和物品

的假象达成统一。 

1.3游戏中的情节 

角色游戏中的情节是指幼儿对游戏动作和情境的假象。

对游戏动作和情境的假象是角色游戏非常重要的创造性活

动。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生活经验不断丰富,幼儿对事物和

场景的想象能力不断增强,从而所假象的角色游戏中的情节

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2 角色游戏对幼儿教育的重大意义 

2.1促使孩子认知以及语言能力的发展 

通过角色扮演的游戏活动,能够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让他们的注意力得到集中,并充分调动他们的思维,挖掘他

们的智慧与潜能,并以此构建出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让孩

子在其中得到快乐的学习,推动他们综合素质的发展。 

2.2能够让学生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 

幼儿阶段的学生是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们一般都

习惯站在自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也是孩子理解周围事物

的方式。他们一般不会立足于他人的视角去对待问题。让孩

子参与到角色扮演游戏活动当中,能够让他们的交流互动当

中提升自身的交际能力以及协调能力,透过角色扮演,孩子

能具备更强的角色意识,他们也会尝试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

问题。 

2.3有利于培养幼儿坚强的意志品质 

幼儿的意志比较薄弱,自制力、坚持性均较差。在游戏

中,幼儿自愿担当的角色本身在其心中就有榜样作用,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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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幼儿拿自己的行为和角色应有的行为对比,同时要求幼

儿遵守游戏规则控制自己的行为,幼儿在游戏中能自愿服从,

努力克服困难,提高了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培养幼儿坚强

的意义品质。 

3 如何在幼儿教育中有效运用角色游戏法 

3.1革新教师的教学理念 

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说,游戏和学习是一体化的,这是由

于孩子的年龄相对较小,他们对于新奇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

心,如果只是单纯的对他们展开知识的灌输,教学效果必然

不会理想。所以,利用游戏的方式能够促使孩子综合素质得

到良好的发展。教师必须革新自身的教学观念,有一些教师

对孩子的教学方面存在一定的错误认知。他们从一开始就对

孩子进行知识的灌输。更加严重的是,有不少幼儿园虽然对

外宣扬双语教学,实际并未在生活当中应用英语,而是单纯

的对孩子进行英语知识的灌输。所以教师必须扭转自身的教

学理念,孩子爱玩是天性,教师不应该责怪孩子,而是需要利

用他们这个特点,让教学与游戏活动结合,激发孩子的参与

热情,并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完善自我,游戏活动当

中有孩子成长所需要的养分。根据孩子的游戏过程中所展现

的行为,教师能够判断出孩子当下的发展状况。因此,教师必

须要把握教学重点,让孩子在游戏活动当中更好的掌握知识。 

3.2引导孩子科学的进行角色扮演游戏,提升他们的综

合素质 

在角色扮演游戏活动当中,教师需要选举合适的游戏,

其中的角色必须符合还是当下的认知,从而激发他们的兴趣,

不仅如此,还要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比如说,在实际的教学

生活当中,孩子需要体验,在体检完之后,教师则需要引导他

们,“孩子们,看来大家都做了体检,我知道你们都对体检过

程有的一定的好奇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个游戏,大

家可以轮流进行医生的角色扮演,对其他同学进行体检。” 

这个活动也被提出,孩子们的表现非常热情主动,而且

由于他们刚刚经历过体检,对于该过程还印象深刻,可以不

错的进行角色扮演。在这个时候,教师需要安排好孩子所需

要扮演的角色,有的学生负责检查视力,有的学生负责检查

心率呼吸。不仅如此,教师要教导学生利用教学工具,并发放

给他们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与服装,尽量的给学生打造出一

个真实性的角色扮演场景,让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到游戏当

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需要不断的回忆之前体检时候医

生的形象以及所作所为,并对医生的动检查动作进行模仿,

与此同时,在这个游戏当中扮演角色的孩子需要相互展开积

极的沟通,由此他们的模仿能力以及交流能力都会有所提升,

对于他们综合素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3注重游戏后的总结工作,让幼儿“玩有所得” 

当角色扮演游戏活动结束之后,教师还必须对孩子们在

游戏当中的表现展开评价总结,要是缺乏这个过程,孩子的

角色扮演游戏便毫无意义,难以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起到促进

作用。因此,教师需要时刻观察孩子在游戏当中的状态与表

现,并且做好有关的记录。 

在总结环节当中,教师需要评价学生在游戏活动当中的

优秀表现。比如说,小王同学,你扮演的测量身高体重的医生

形象非常形象,还能够积极的和其他同学展开沟通,你的表

现非常优秀,大家都向小王学习。这样一来,能够让孩子的自

信心得到有效增强,将优秀的学生作为模范榜样,让其他学

生向他学习。 

对于那些表现不理想的学生,教师也需要给予一定的批

评与纠正。小李同学所扮演的检查心率呼吸医生还存在一定

的问题,在检查的过程当中,都没有和同学展开积极的交流,

即便有的同学在检查的时候没有规范的配合,身体在乱动,

小李同学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也导致检察工作粗略完成,

这方面是需要批评的。同学们既然选择扮演医生这个角色,

就一定要认真做好,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医生,并回想之前体

检的时候真实的医生是如何展开工作的,其他同学要引以为

戒。就算是游戏,我们也需要认真对待。对这些游戏活动中

没有做好的学生,进行一定的批评,让他们及时的了解到自

己存在的问题,让其他学生引以为戒,这样能够将角色扮演

游戏活动的教育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幼儿教学中开展角色游戏,可以有效的提

高孩子的综合素质能力,使孩子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和学

习能力都得到提高。教师应当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念,让孩子

在玩中学,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引导孩子发挥角色游戏的真

正意义,关注幼儿游戏中的每一个时刻,对幼儿进行正确的

引导,使幼儿可以健康的成长,全面提高综合素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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