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儿童游戏与指导
第一章节 角色游戏的概念



学习目标

u 掌握角色游戏的基本理论;了解角色游戏的含义、特点和

教育价值；理解和掌握幼儿角色游戏能力的发展。

u 理解游戏在幼儿认知的发展、社会性的发展以及情感的

发展等方面的教育作用和价值体现；角色游戏的设计与开发

u 掌握角色游戏过程中的指导要点，能够对各年龄段幼儿

角色游戏进行初步指导。



引导案例
我要出门了 

区角游戏时间到了,“娃娃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雯

雯飞快地坐到梳妆台前的凳子上开始化妆:先拿起一个粉饼

在脸上轻轻地拍了拍;接着取出口红熟练地拔下盖子、 转

动底部,在嘴唇上细致地涂了几下;然后拿出指甲油在每个

手指甲上认真地涂抹起来;最后从抽屉里取出梳子在头发上

从前到后梳了几下。化妆结束后,她拿起漂亮的小包包,抱

着娃娃出门了。



解析：

游戏“娃娃家”是幼儿园常见的角色游戏活动,在这里孩子可

以模仿成人化妆、带孩子、整理衣物、做饭等,做一些现实生活中

不能做但想做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雯雯经常看到妈妈化妆的样

子,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在游戏中,她可以学着妈妈的样子

去涂粉底、抹口红。幼儿园为幼儿提供逼真的材料,营造出真实的

游戏氛围,可以充分满足幼儿的游戏愿望。



一、角色游戏的概念

 角色游戏是幼儿园常见的,也是学前儿童最喜欢的游戏类型之一。角色游戏对

于幼儿的学习和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理解角色游戏的概念是幼儿教师进行

角色游戏的组织与指导的重要前提。 

角色游戏又称象征性游戏,是学前儿童根据自己的意愿,以模仿和想象借助真实

或替代的材料,通过扮演角色,用语言、动作、表情等创造性地再现周围社会生活的

游戏。 角色游戏是幼儿自然游戏的一种,是幼儿期特有的游戏。它全面反映了游戏

的特点,心 理学家研究游戏也以角色游戏为代表。

角色游戏在儿童两三岁时产生,学前晚期达到最高峰,其后逐渐被有规则游戏所

取代。角色游戏在幼儿期很普遍,没有成人的引导和参与,儿童同样会玩角色游戏,好

像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过程。



 



二、角色游戏的特点

角色游戏之所以成为幼儿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活动,不仅在于它具
有所有游戏共有的、丰富的趣味性,能发挥幼儿的自由的想象性、主动
性,而且表现出其自身独特的吸引幼儿的特征。

1.角色游戏能丰富幼儿的知识经验

开阔眼界是发展角色游戏的基础,角色游戏是

幼儿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再现活动，

游戏的内容、情节、环境布置以及材料的使用

都来源于我们的现实生活。
图4-1 小厨师



为什么每次老师说完“现在开始,去你们喜欢的区角游戏吧”,

会有一大批孩子冲向娃娃家、茶艺馆、烧烤店、理发店、医院

等区角? 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孩子们有过到烧烤店吃东西、 到理

发店剪头发、到医院打针等生活体验,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试试自

己当小老板给客人烤肉或做小医生照顾患者。在这样的游戏中,

他们可以完全再现实际的生活情境,扮演自己喜欢 的角色。角色

游戏区角的设计大多来源于周围的生活,一般不会设计孩子很少

接触到的环境,如网吧。



微笑代表高兴与欢迎,哭泣则相反。当幼儿在一起追逐打闹进行游戏时,有的幼儿会满脸 笑意、大

声欢笑、表情得意扬扬,对于其他幼儿而言,这就是一种信息,代表着“一起来玩啊”“我玩得很高兴,

你也来吧”等,幼儿会快乐地在一起游戏。

2.角色游戏能贴近现实生活

 角色游戏为幼儿提供了多种角色,可以供幼儿自由

选择,如超市的营业员、烧烤店老板、 银行工作人

员、娃娃家的爸爸妈妈等。这些角色是幼儿在生

活中熟悉的,也是他们感兴趣的。角色的服饰及动

作、游戏的情节都对幼儿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吸引

力。



三、角色游戏的结构 
角色游戏的基本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在角色游戏中,幼儿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幼儿园里

的××小朋友了,而是理发师、 医生(见图4-2)、爸爸等角色。

幼儿要放下自己扮演他人,就需要一定的心理发展水平和生 

活经验的支撑,即了解与认识成人的行动和活动;能脱离成人

行动,并进行概括,把头脑中已 有的人物表象重新组合;能用

游戏材料、动作、语言扮演新形象。角色游戏的实质在于

扮演某个角色、创造某种新地位。

图4-2 小医生

 1.角色的扮演 



微笑代表高兴与欢迎,哭泣则相反。当幼儿在一起追逐打闹进行游戏时,有的幼儿会满脸 笑意、大

声欢笑、表情得意扬扬,对于其他幼儿而言,这就是一种信息,代表着“一起来玩啊”“我玩得很高兴,

你也来吧”等,幼儿会快乐地在一起游戏。

在幼儿角色游戏中,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镜头:幼儿把小椅子的

椅背冲前,坐在椅子 上,双手扶着椅背,嘴里说着:“嘟嘟———嘀嘀—

——公交车要出发了。”在游戏中,幼儿经常把 小凳子假想为大汽车,

自己当小司机,开着汽车去载乘客。类似的假想还有很多,如把小木 棍

当作注射器、把树叶当作蔬菜、把雪当作白糖等。

2.对物品的假想 

在角色游戏中,幼儿并不是单纯地摆弄物品,而是迁移相关生活经验,

在游戏中再现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动作。比如在超市内,收银员要在柜台前

给顾客结账,售货员要细心地整理货架上的商品。另外,幼儿在角色游戏

中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觉得自己真的置身其中,真的是一名优秀的

收银员、售货员,要为顾客服务。

3.对游戏动作和情境的假想 



微笑代表高兴与欢迎,哭泣则相反。当幼儿在一起追逐打闹进行游戏时,有的幼儿会满脸 笑意、大

声欢笑、表情得意扬扬,对于其他幼儿而言,这就是一种信息,代表着“一起来玩啊”“我玩得很高兴,

你也来吧”等,幼儿会快乐地在一起游戏。

4.内部规则

角色游戏的内容来自幼儿的生活,是通过幼儿的想象进行创造性的

再现。尽管他们是在虚构,但不会违背真实生活的原则。在假装的游戏

中,幼儿的动作行为要符合所扮演角色的身份。

比如,妈妈必须是女孩,要温柔地哄娃娃睡觉,要操持家务;警察必须要有

正义感, 及时帮助有困难的人。因此,角色游戏既有幼儿自创的虚构性,又

有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是在假想的情境中反映现实生活。 游戏本身也具有

一定的规则。



微笑代表高兴与欢迎,哭泣则相反。当幼儿在一起追逐打闹进行游戏时,有的幼儿会满脸 笑意、大

声欢笑、表情得意扬扬,对于其他幼儿而言,这就是一种信息,代表着“一起来玩啊”“我玩得很高兴,

你也来吧”等,幼儿会快乐地在一起游戏。

例如,在银行里,有存钱的客户,有取钱的客户,很拥挤, 秩序很乱。教师和幼儿经过讨论后把银

行分出存钱和取钱两个窗口,而且制定出排队等候 的规则,如图4-3所示。有了规则的要求,游戏进

行起来就顺利多了。

4.内部规则

图4-3
学会排队



微笑代表高兴与欢迎,哭泣则相反。当幼儿在一起追逐打闹进行游戏时,有的幼儿会满脸 笑意、大

声欢笑、表情得意扬扬,对于其他幼儿而言,这就是一种信息,代表着“一起来玩啊”“我玩得很高兴,

你也来吧”等,幼儿会快乐地在一起游戏。

四、角色游戏对幼儿学习和发展的意义

角色游戏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活动机会,幼儿可以挥舞着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关于角色游戏对

于幼儿学习和发展的意义,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1.角色游戏促进幼儿语言的发展
    

2.角色游戏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3.角色游戏促进幼儿智力的发展 
 



你认为教师在角色游戏中怎么做

才能促进幼儿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