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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喜欢游戏是孩子的天性。高尔基曾说过：“游戏是儿童认识世界的途径，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并负有改造它的使命。”但随着社

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五花八门的玩具占据了孩子游戏的时间，作为幼儿教育者，我们要为幼儿选择适合他们身心发展的游戏。在寻找和

挖掘中，我们发现逐渐被我们摒弃的民间游戏才是幼儿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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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园指导纲要》中指出：“玩是幼儿天性”，“要发现、保护和引

导幼儿固有的天性”。由此可见，游戏对于幼儿是多么的重要。而我国的

民间传统游戏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很多民间游戏都适

合 3-6 岁的幼儿，游戏材料简易，大多属于低结构的，易于收集。民间

游戏的玩法简单有趣，易于学会、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民间游戏类型

多样，有助于培养幼儿多方面的能力，比如动手动脑能力、语言能力、

运动能力、交往能力，还助于提高幼儿的现象力、创造力。 

1 民间游戏的定义 

在民间各地流传着许多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生活气息，并且种类

繁多，趣味性强的游戏，这就是传统民间游戏。它是民间广泛流传的儿

童喜爱的、由劳动人民自发创编的活动，具有地方特色。游戏是幼儿的

天性，是幼儿生活中的基本活动，许多传统的民间游戏给人们带来了童

年的欢乐。 

2 选择适合幼儿的民间游戏 

游戏是幼儿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如何给幼儿选择适合他

们身心健康发展的游戏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2.1 安全性 

一切的活动的前提是保证幼儿安全健康，这里说的安全是指幼儿的

身心的安全，指南中提到：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是开展活动的根本目的。

因此，我们在选择民间游戏时，首先要考虑游戏的安全性。第一，我们

要考虑这个游戏材料的安全因素，材料要环保、无毒，场地宽敞、无安

全隐患。第二，我们要掌握各年龄段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动作发展规

律、以及社会性发展水平，我们选择的游戏一定要控制在活动范围内，

应将游戏的安全系数提到最高。 

2.2 趣味娱乐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所选择的游戏一定要满足幼儿好玩好动的

需求，根据幼儿的兴趣选择趣味性较强的民间游戏，趣味性是幼儿喜欢

游戏的前提，投其所好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切不可选择单调、死板、

被动学习的游戏，避免游戏玩法重复单一。当孩子完全掌握此游戏时，

可以适当引导幼儿创编、改变游戏玩法，提高孩子的主动性、积极性。 

2.3 简单易学性 

我们面临的是 3-6 岁孩子，他们年龄较小，我们选择民间游戏要考

虑孩子的动作发展和身心发展，选择易学易会的游戏，避免造成幼儿的

身心负担。 

2.4 灵活性 

民间游戏种类繁多 ，形式多样，在一日生活中，我们可以根据地点

不同、区域不同为幼儿选择适当的游戏，比如：午饭后，我们可以选择

一些民谣儿歌类，活动量不是太大的游戏。户外活动时间可以选择活动

量大一些的民间体育竞技类游戏，比如：滚铁环、地雷爆炸、贴烧饼等。

课间休息时，可以选择益智类的棋类，比如：五子棋、猫捉鼠棋、等。 

3 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教育价值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到“幼儿的学习是在游戏和生活

中进行的，要珍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价值。”民间游戏作为我国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源远流长、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教育价值，作为新一代的

中国人，我们应该传承我们本民族的文化。 

3.1 民间游戏可以提高幼儿的口头语言能力 

3-6 岁是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期，在这期间，我们要给予他们交流、

说话的机会，为他们创造轻松愉悦的语言环境。民间游戏种类很多，有

许多民谣儿歌类的，内容简单又有趣，传唱起来朗朗上口、节奏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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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游戏增添无穷的乐趣。很多民谣儿歌中有角色区分，符合幼儿的年

龄特征，喜欢扮演或者模仿大人，选择这些民谣儿歌可以让幼儿在“过

家家”的气氛中唱读儿歌，给幼儿创造了很好的说话交流的环境。每个

年龄段的幼儿都有适合他们的民谣儿歌，比如小班的幼儿可以玩经典游

戏“点牛眼”：点，点，点牛眼，牛眼花，一根枇杷两根瓜，有钱儿的买

着吃，没钱儿的去了它。在这个游戏中，可以两名幼儿玩，也可以多名

幼儿玩，幼儿围坐成一个圆圈，都伸出双脚，一名幼儿数脚唱这首歌谣，

当念唱到“去了它”时，数到谁的脚，谁就要抽回那只脚，未及时抽回

脚的幼儿将被淘汰。此游戏不仅提高了幼儿语言能力，还提高了幼儿手

口一致的协调性。适合小班幼儿的儿歌民谣还有拉大锯、做豆腐外婆桥

等等 。适合中大班的民谣儿歌有“抽七打八”这首民谣内容押韵，简单

易记：抽七打八，月亮开花，开花到底，一把抓你。还有小姐请进屋、

你问我答、抽七打八、你拍一，我拍一等都适合中大班幼儿，这些儿歌

地念唱都可以提高幼儿的口头语言能力。 

3.2 民间游戏可以促进幼儿身体发展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到：开展丰富多彩，适合幼儿年

龄特点的各种身体活动，如走、跑、攀、爬、跳、投掷等，鼓励幼儿坚

持下来，不怕累。民间游戏中很多体育竞技类的游戏都可以达到此目标，

比如：猜拳跨步、跳皮筋、推小车、滚铁环等等。以“丢沙包”为例：

以“石头剪刀布”的方式将幼儿分为人数相等的两组。一组幼儿站中间，

一组幼儿平均分成两队，分别站在相距 10 米的平行线外，两头一起像中

间这组幼儿身上扔沙包。中间的幼儿可以前后跑动，中间的幼儿若被沙

包砸中，则推到场外，直到中间最后一名幼儿被砸中，双方互换角色。

民间游戏中很多体育竞技类的游戏都可以达到此目标，比如： 猜拳跨步、

跳皮筋、推小车、滚铁环等等。这些体育游戏，不仅可以锻炼幼儿的肢

体协调能力、体力、耐力，同时也能培养幼儿与人合作配合的能力。如

深受我们喜爱的游戏“地雷爆炸”：游戏前，幼儿可以通过猜拳或者协商

的方式选出追逐者，其余幼儿被追赶，被追赶的幼儿可以划定的范围内

跑，追逐者只要抓到一名被追赶者就为胜利。被追到的幼儿，要遵守规

则，暂时失去游戏的资格。被追赶幼儿保护自己的办法是：在快被抓到

时，立马蹲下说“地雷”。追逐者就要停止追他，如追逐者不守游戏规则，

也将失去游戏资格，幼儿为了参与游戏，就只能遵守规则，这也培养了

幼儿良好的体育习惯。 

3.3 民间游戏可以提高幼儿的自信心 

所有的成功都离不开对自己的信任，也就是自信心。自信的孩子对

待事情是积极的，他们会主动参加各种活动，主动和他人交谈，有勇气

挑战困难。自信心对幼儿的健康快乐成长和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

义。民间游戏可以让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建立起自信心。因为游戏的过

程都是不会到会、不断练习、慢慢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会

因为自己的技能越来越好而感到自信，从而建立起自信心。比如：我班

幼儿在刚接触踩高跷时，所有的幼儿连踩都踩不上去，总是刚踩上去就

掉下来，身体不能保持平衡。通过不断的练习，先是后背靠在墙上，让

身体能保持平衡，再慢慢往前走，到后期，他们都能轻松的不靠任何外

力的踩上去说走就走，而且能通过各种障碍物，踩高跷的技能越来越熟

练，他们就越来越有自信。户外活动时，孩子们经常跟我炫耀：自己踩

高跷很厉害，不会从高跷上掉下来，可以绕过越来越难的障碍物等。这

种自信是源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这种自信是真正的自信。 

虽然建立幼儿自信心的方法很多，但我认为民间游戏是一种简单、

有效的方法。 

4 民间游戏可以提高幼儿的智力 

民间游戏中很多游戏都需要幼儿动脑筋思考，可以提高幼儿的逻辑

思维能力，开发幼儿的智力。比如游戏“你问我答”问：什么红？答：

太阳红，或者草莓红等，答案不是固定的，这就考验幼儿反应的敏捷性，

思维的活跃性。又如经典棋类游戏“五子棋”两名幼儿先猜拳决定谁先

下子，两名幼儿各执一色棋子，轮流下棋子，一次一子，将横竖或者斜

线的五个或五个以上同颜色的棋子连成不间断的一排者，可将自己连成

一线的五枚棋子收回。再由对方走子，直到一方所剩棋子不足五枚者为

输方，另一方获胜。此游戏培养了幼儿的专注力，提高幼儿的思维活跃

性。 

总之，民间游戏中很多适合 3-6 岁幼儿的游戏，蕴藏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教育价值，我们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让幼儿玩出健康，玩出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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