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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游戏是孩子们童年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中民间传统游戏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一直被广为流传，活跃在孩子们的生活中。

这些民间传统游戏源于生活，游戏时拥有趣味，以及生活性。给孩子们的童年带来了欢乐以及回味。《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有提到过：“游戏

是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形式。”民间传统游戏形式多样，材料方便，易于幼儿游戏，根据《纲要》和《指南》的精神，及我园民间

传统游戏课题的实施情况，简单的谈论了民间游戏在幼儿园游戏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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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生活的环境正在慢慢改变，逐渐的

被一些科技化产品包围。孩子们也被手机、新型玩具所吸引。对于我们

小时候玩的一些民间游戏早已忘得一干二尽，现在的很多人都认为，玩

什么民间游戏，太落后了，家里玩具一大堆，什么遥控车、智能机器人。

多高大尚。其实不然，我认为，民间游戏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

息。它是经历了一代代人的传扬和发展，保留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在幼

儿园开展民间传统游戏是为了让生活在现代都市的幼儿感受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同时促进幼儿健康、和谐的发展。 

1 民间游戏的特性 

1.1 文化性 

在我国民间文化的组成中包含民间游戏，它的流传与发展，伴随着

一代代孩童的成长。每个民族的民间游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各自民

族文化的熏陶，因此不同的民族都有其特色的民间游戏。如“跳竹竿”、

“斗牛”等游戏是湖南湘西的传统游戏，游戏中包含了当地的民俗习惯；

“赛龙舟”体现了湖南的历史文化；苗族有“吹笙”、“打鼓”的游戏；汉

族有“拔河”、“抬花轿”的游戏。每一种民间传统游戏都拥有各自当地

的特色和文化，且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1.2 趣味性 

民间传统游戏之所以广为流传，经久不衰，是因为他有一定的趣味

性。能够吸引幼儿去玩。例如，“拾子儿（抓子儿）”幼儿可以边说儿歌

边抓，玩法上可以从三颗到五颗、十颗等。再如“吹羽毛”，在吹的过程

中要做到小心翼翼，不要让羽毛掉落，锻炼了幼儿的耐力和警惕性。还

有“挤油”、“地雷爆炸”幼儿玩起来很兴奋，热情高涨。要时刻保持警

惕，生怕自己被抓到。在游戏中孩子们尽情玩乐，挥洒汗水，趣味无穷。 

1.3 生活性 

许多民间传统游戏都具有很浓的生活气息且风格迥异。如：《切西瓜》

则是根据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吃西瓜这一生活环节进行创编的游戏。 

1.4 随意性 

1.4.1 材料的随意性 

民间游戏的材料极其简单、方便、廉价，大多数都来自日常生活。

如几块石头，几个沙包，便可以玩“抓石子”的游戏；几根粉笔或烧黑

的树枝在地上画一画，便可玩“跳房子”、“丢沙包”。这些石头、沙包、

粉笔、树枝等材料，都是就地取材，不需要花什么钱的。而且孩子们还

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在游戏中对游戏材料进行多次、多样的利用。如游

戏“丢手绢”，幼儿则可以将“手绢”改为任何轻便的物品，如“沙包”、

“丝巾”，游戏仍可以正常进行。 

1.4.2 组织的随意性 

民间传统的组织不受任何时间、空间、场地、人数、形式的限制。

无论是宽敞舒适的室内还是广阔明亮的室外，也不管天气的炎热和寒冷

民间游戏都可以进行。 

1.5 简易性 

民间的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生活经验自己创编游戏，在游戏的

过程中儿童具有主导性，很多事情都可以由孩子们自己独立完成，无论

是在游戏的选择、人员的分配、游戏材料的准备以及情节的发展。 

2 民间游戏的价值 

2.1 利于幼儿身心发展 

户外是民间游戏的主要场地，在开放的户外幼儿可以尽情地玩耍，

感受大自然的美好，玩的同时幼儿的体能和身心都到了良好的发展。如：

游戏“抬花轿”幼儿游戏中需要跳、跑、追，大大的消耗了身体的能量，

促进消化系统，增强食欲感。同时培养了幼儿的组织能力和合作意识。 

2.2 认知能力的发展 

很多民间传统游戏中都配有儿歌，主要是因为它具有趣味和节奏感，

在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上有很大的帮助。如：“一网不捞鱼”游戏中：两

个幼儿双手手拉手当做“渔网”，其他幼儿站成一对，从“渔网”下面钻

过去，所有幼儿一起念唱儿歌：“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捞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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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巴鱼。”等等。这些儿歌地念唱可大大促进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 

2.3 规则意识的培养 

儿童之所以喜欢民间游戏主要是因为其具有一定的竞赛性，孩童们

自然而然的被其吸引了。如具有竞赛性质的“猜拳跨步”、“斗鸡”、“摔

皮卡”、“踩高跷”等游戏，幼儿只有经过反复练习才能熟练，游戏中才

能赢得比赛。而且在游戏中有许多孩子们自己制定的有趣的规则，因此

在游戏中也让幼儿养成了规则意识。 

2.4 促进幼儿的审美 

在民间传统游戏中孩子们喜欢加入歌舞，在一边游戏一边舞蹈的同

时感受儿歌优美的韵律和轻快的节奏。如“点牛眼”、“土豆”、“公主请

进来”等游戏。都是幼儿根据生活中的经验以及受到审美教育的影响，

创编出来的，游戏时运用所学将自己的能力进一步的提升。 

2.5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造 

在传统的民间游戏中，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对本地风俗文化有

所认识和了解，感受到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激发幼儿爱祖国、爱家乡、

爱劳动的情感。使生活在当下的幼儿也能感受到民间游戏的魅力，这样

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充满乐趣。作为幼教工作者应该让对幼儿发展

有益且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事物一直发展下去，并发扬光大。 

3 探索与创新 

3.1 挖掘整理、改编创新 

3.1.1 挖掘整理 

课题组全体教师积极、努力，通过网络、书籍、询问、走访等形式，

分小组收集民间传统游戏。深入调查，向家长、社区及三县一市群众征

集民间传统游戏。将收集来的游戏进行分类整理，汇编成四大类，如生

活趣味类、体育竞技类、民谣儿歌类、益智棋类。 

3.1.2 改编创新 

课题组老师们将收集到的民间传统游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

保留游戏精髓的同时对游戏的内容和形式进行适宜的改编与创新，使民

间传统游戏更适合现在幼儿游戏。 

如对游戏材料的创新，游戏《猜拳跨步》不采用以前猜拳的形式而

改为利用骰子的玩法，扔到几点跨几步，大大吸引了幼儿的兴趣。我们

对游戏的材料进行了改编，让游戏更富有趣味性，大大的提高了对孩子

的吸引力。还有些游戏在玩的过程中具有危险性，我们则在玩法和规则

上进行了改编和创新，让游戏玩法灵活多样，充分满足各年龄阶段的幼

儿的需求。如传统民间游戏“挤油”，传统玩法上没有规定范围孩子们随

意挤，在挤的过程中容易摔倒、受伤，所以老师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给他

规定了范围，而且根据人数的变化缩小范围，被挤出规定范围的则出局，

游戏时更加的安全，同时也提高了幼儿的规则意识。 

3.2 合理创设游戏环境 

“怎样的环境就得到怎样的刺激，得到怎样的印象。”这是陈鹤琴先

生曾说过的一句话。在这句话中充分的体现了环境的重要性，于是我们

把幼儿园的环境重新进行了布置，形成了具有民间特色的园所氛围。主

要包括两点： 

3.2.1 园内大环境 

孩子们的户外场地布置被布置成了“传统游戏区”，提供了丰富多样

的民间游戏材料，如高跷、花轿、绳子、毽子、铁环等。幼儿可以在晨

间活动和户外活动时自由选择玩耍。 

另外，园内的楼梯墙面上，我们布置了幼儿在玩民间传统游戏时的

照片，张贴着不同年龄、不同班级幼儿游戏时的精彩瞬间，在这样的氛

围中让幼儿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3.2.2 班内小环境 

每个班级都开设了民间游戏区，在区域中，教师为其投放传统游戏

材料，保证幼儿传统民间游戏的顺利开展。如投放“四顶”、“投壶”、“吹

羽毛”等游戏材料，让幼儿在游戏中感受传统游戏的趣味性。 

4 家园合作，共同游戏 

幼儿园的各项工作都需要家长朋友们的支持与配合。我园的家长来

自各行各业，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阅历与专长都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

充分利用资源，将家长请到班级，让家长作为幼儿园的一分子参与我们

的活动中来。所以，我园在《庆元旦，迎新年》时开展了以民间游戏为

主题的“亲子游园”活动，在活动中让家长也感受到了传统游戏的乐趣，

重拾儿时的记忆。为孩子做好榜样，将游戏的传承延续到家庭中去。 

5 思考与感悟 

民间传统游戏是民间文化的调味品，是任何现代教育方式都无法取

代的，它为民间游戏增味填料。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民间传统游戏

已渐渐走出我们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许许多多的高科技产品。我园将民

间游戏作为课题研究，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在如今强大信息量冲击的社

会中能感受到我们的一些传统的文化，让其一直传承下去，让幼儿在游

戏中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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