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木建构技能实训》项目指导书

教学目标:掌握积木建构游戏活动的概念及意义；

理解各年龄学段幼儿积木建构游戏的分类和特点；

能够针对幼儿积木建构游戏活动各年龄特征，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指导。

教学重点:积木建构游戏的技能方法，组织和实训活动。

教学难点:规则游戏的指导方法，游戏后的反思与评价，各年龄班幼儿游戏的特

点与指导。

授课方式:讲授法，演示法，直观法，实操。

引导案例

活动名称:造高楼

活动目的: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动手能力。

游戏准备:雪花片、多米诺骨牌、百搭磁力片、百变磁力棒、拼插卡片、塑料管、

泡沫积木等。

活动玩法:幼儿根据自己对房子的理解，搭建自己想象中的房子。

活动规则: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必须有明显的房子特征。

活动结果:能在规定时间内搭建出完整房子为胜。

引导案例的用时:十五分钟

第一课 积木建构活动概述

一、积木建构活动的概念

积木建构活动是选择幼儿感兴趣的建构主题,通过团体讨论、确定主题、动

手搭建、分享经验等方式进行探究,在此过程中,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搭建出

理想中的物体。

二、积木建构活动材料的特点

建构活动因其材料和活动过程的特殊性，有着其独特价值。如，建构材料往

往具有低结构性、操作性、灵活性，但由这些材料构建出来的作品则具有结构性、

开放性和创造性。可以说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在活动中，幼儿由于有足够的时

间观察、接触和操作积木，因此可以获得关于积木形状、质量、大小、长短、色

彩、数量等客体性质的感性经验。同时，通过反复用积木搭建各种结构，儿童还



可获得许多积木与积木之间关系的经验。在活动过程中，儿童不得不开始思考一

些问题，如整体与部分是怎样的关系，积木与积木间如何保持平衡，怎样才能把

积木搭高而不让它倒塌，等等，幼儿就获得了早期的科学经验。

三、积木建构活动材料选择

在活动区投放材料时，教师要关注幼儿年龄特点，顺应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关注积木游戏材料与游戏课程、游戏目标的适应。如在小班阶段，积木材料的投

放要突出小型化，侧重培养幼儿排列、排序、组合、拼插等技能，并融入配色、

平衡等架构知识。在中班阶段，积木材料的投放可融入中型的雪花片、实心积木、

塑料彩色积木、百变积木，以及一些半成品、成品辅助材料，如花草、树枝、动

物、玩具汽车等，以便于开发中班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大班幼儿游戏活动区，

积木材料投放要讲究多样性、目的性，大班幼儿喜欢探索，善于发现，在搭建积

木时爱变换自己的作品，常常反复地建、反复地拆，所以积木材料在空间构造上

要更丰富。为此，教师可适当增加积木搭建难度，培养大班幼儿的探究精神。

根据幼儿园的教师工作经验来看，结构游戏的参与程度和行为表现与儿童的

性别有关，男孩更乐于参与一些武器、交通工具等的积木或积塑结构游戏，而女

孩则更乐于参与花草树木、人物等的结构游戏，这是由于性别定势所造成的，也

是由于男孩与女孩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关注的事物不同所造成的。

四、积木建构活动的意义

1.锻炼手眼协调能力

堆积木时，孩子需要灵巧地使用双手，因此可以促进精细动作的发展。将零

散的积木堆出复杂的物体，还可以锻炼手眼协调能力。

2.培养观察力

孩子搭出来的房子之类的物体，实际上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在玩的过程中，

把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事物用积木表现出来，观察力就在不知不觉中培养起来了。

3.培养交往能力

孩子们一起搭积木，相互间还会激发灵感，因此会玩得更认真，对培养孩子

与人相处的能力也有好处。

4.让孩子更自信搭积木的过程完全可以由孩子自己控制，这会给孩子带来满

足感和自信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0%86%E7%A7%AF%E6%9C%A8/89832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2%E5%AF%9F%E5%8A%9B/13731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9%E5%85%BB%E5%AD%A9%E5%AD%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9%E5%85%BB%E5%AD%A9%E5%AD%90


5.孩子在玩积木过程中，还可以学到很多数学知识，培养空间感、想象力、

创造性和语言表达能力等等。

6.能带给幼儿感受美、表达美的情趣，提升审美能力。

7.有助于发展幼儿数学思维。

五、搭积木案例

晨间活动：搭积木

“老师，快来看呀！这是我搭的火车！”我来到彭新宇身旁，只见他把正方

形、长方形、半圆形等各种形状的积木，一个接一个地摆成长长的一条，高矮有

序，错落有致，多像一列火车啊！尤其是把那长方体的积木立起来，后面接着摆

上一块正方体，正方体上面再摆上一块半圆形的积木，真像火车头。

彭新宇得意地看看老师，再看看自己的“火车”，双手握拳放在胸前，一上

一下转动，嘴里发出“咔嚓、咔嚓”的火车开动声，脚还在有节奏地踏着地面。

我微笑着摸摸彭新宇的头，表达了我的鼓励后，走到王琳的身边。王琳正用

两块正方体的积木、两块长方体的积木和一块小圆形的积木，摆成了蝴蝶的样子。

发现老师过来了，王琳说：“老师，这是蝴蝶。”我赞许到：“对，真是一只漂

亮的蝴蝶。”

第二课 积木建构活动的分类与发展

一、积木建构活动的分类

积木建构活动的材料多种多样，常见的有积木，积塑、废旧材料等，根

据材料的性质和用途，积木建构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积木建筑游戏

泡沫积木、木质积木、积塑积木进行搭建的游戏，通过平铺、垒高、围

合、架空等操作技能来完成造塑活动。幼儿可以通过积木的体积、颜色、形

状多种多样，幼儿可以自由选择，任意组合搭配。

2. 拼图类游戏

拼图游戏是用纸板、木块、塑料、等其他材料制成的散块，按照一定的

规律重新组合成完整的或者是有创意的拼图。

3. 拼棒类游戏

拼棒类游戏是用小木棍、塑料管、毛绒铁丝等作为游戏材料，经过色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9%BA%E9%97%B4%E6%84%9F/41550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AD%E8%A8%80%E8%A1%A8%E8%BE%BE%E8%83%BD%E5%8A%9B


加工、拼凑拼成各种造型。

4. 磁铁类游戏

磁铁类游戏是用磁力珠、磁力棒、磁力片等材料，通过堆叠、拼凑、立

体、平铺等方式，幼儿可以从易到难，从平面到立体的进行造型创造。

二、积木建构活动的发展

世界上最早的积木诞生于欧洲，它的作者是被誉为“幼教之父”的福禄贝尔。

贝尔发明这套启蒙益智玩具最先是用于教育目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幼儿教具。

让孩子在游戏中更好的认识自然，在积木玩具中扩大知识和能力。并把这种积木

统称为“恩物”，也就是上帝恩赐的礼物。

三、积木建构活动年龄特点发展

第一阶段：摸积木、抓积木

适用年龄：3个月--1 岁，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积木其实不是用来搭

的，只是用来摸、咬、抓的。这些最初的“玩”积木是很好的精细运动锻炼和感

官刺激。

第二阶段：搭道路、垒积木

适用年龄：1--3 岁，度过了早期的简单探索阶段后，要引导孩子进行“有意义”

的搭建了，孩子的大脑开始飞速发育，也逐渐形成一些空间思维及发散思维，对

于组成这个世界的几何形状，孩子们也有了一些初步认知，可以选择一些不同几

何形状的木质积木。

第三阶段：合作搭建

适用年龄：4岁-6 岁，这个阶段可以开始选择难度比较大的搭建积木，比如

磁力片，泡沫积木，可以和孩子一起看说明书，共同完成搭建，鼓励他用自己的

方式来完成挑战，不局限孩子的想象力。

四、小案例

在数学活动”玩积木”中认识立方体,圆柱体球体的形状特征，活动中设计

了第一环节，让孩子把这些不同形体的物体立起来，目的是让孩子门通过动手探

索，来理解圆形是

平面的，平躺着的，而球体、圆柱体等是可以立起来，是立体的，让孩子初步感

知“形体、平面与立体”的基本概念。当孩子们在这一环节的表现让我惊喜，也



给了我很多的感悟。

鸿锐已经把薯片筒等立在桌上摆好了。他现在对于如何把圆形光盘立起来很

感兴趣。他捏起光盘的一边试图让光盘立稳，可是一松手，又倒了。如此几次之

后还是没成功。突然光盘倒下来旋转时的样子找到了灵感。他想旋转硬币一样把

圆盘转了起来。“看呀!王老师，我把他立起来了!"

第三课 积木建构活动指导、案例实践活动

一、各年龄班幼儿积木建构活动的特点与指导：

1、小班幼儿积木建构活动的特点：

（1）材料选择的盲目性和简单性。小班幼儿在选择活动材料时比较单一，

没有目的性

（2）结构技能简单。小班年龄段幼儿在建构时一般都喜欢用的技能是铺长

和垒高

（3）易中断，坚持性差。小班孩子的无意注意占明显优势，新奇、强烈，

以及活动着的刺激物都能很容易的引起他们的注意，但不是很稳定。

（4）主题建构的无计划性。小班年龄段幼儿在建构游戏时，幼儿建构游戏

形式更多的是自由和模拟构造，往往喜欢独自或平行游戏。

2、小班幼儿积木建构活动的指导：

（1）引导幼儿认识建构材料，有意识提供范例，可以把作品或一些建筑的

照片粘贴到墙上，供幼儿参考。

（2）提供相对宽敞的游戏场地和足够的结构元件，建立最初的建构游戏的

常规。

（3）指导幼儿学习结构技能，并鼓励幼儿独立建构简单的物体。

（4）有意识让孩子命名，慢慢帮助幼儿幼儿明确建构的目的性，使主题渐

渐明确。

（5）教会幼儿整理玩具的简单方法，让他们参与整理玩具的工作。

（二）中班年龄阶段建构游戏的特点及教师指导：

1、中班幼儿积木建构活动的特点：

（1）能够结合生活经验，根据建构物体的特性来选择材料。

（2）建构技能主要以架空为主。



（3）愿意与同伴交流，坚持性增强。

（4）有建构主题，但易变化。中班孩子经过幼儿园一年的教育，在教师的

引导下，幼儿的结构活动逐渐有了主题，但还不稳定。

2、中班幼儿积木建构活动的指导：

（1）丰富幼儿关于周围的物体和建筑物的经验。

（2）培养幼儿设计建构方案，学习有目的的选材，学会看平面图。

（3）可以组织小型团体建构活动(2—4 人)。引导幼儿共同讨论，分工合作。

（4）组织幼儿进行评议和分享活动，鼓励幼儿发表意见，肯定幼儿的创意，

促进其结构水平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三）大班年龄阶段建构游戏的特点及教师指导：

1、大班幼儿积木建构活动的特点：

（1）结构的目的性、计划性和持续性增强。

（2）能合作选取丰富多样的材料进行建构。

（3）能综合运用各种建构技能：平铺、垒高、架空、围合、封顶、对称、

转向、穿越等。

（4）能根据游戏情节需要，不断产生新的建构主题。

2、大班年龄阶段建构游戏的特点及教师指导：

（1）鼓励幼儿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建构，培养其独立建构的能力。

（2）引导幼儿学习设计建构图，从平面到立体，从立体到平面。

（3）在进行主题建构时，鼓励幼儿表现建筑物的特征和细节，会选用合适

的材料表现构思。

（4）在欣赏自己和他人作品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自我评价与评价他人的能

力。

（5）鼓励孩子合作进行建构，共同确定建构主题，设计建构方案，分工合

作，开展建构游戏。

以上是各年龄段幼儿建构游戏的特点和教师指导。最后董旭花教授提出老师

的介入指导应该做到到适时适宜。幼儿自主的区角活动中，教师先观察幼儿对材

料的操作及按兴趣生成的搭建情况，然后有目的介入幼儿的游戏，反之则会妨碍

打扰幼儿的活动。教师介入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动作提示。董旭花教授还提到在



最后的分享交流环节时，老师们可以视情况而定，捕捉到问题可以直接在小组里

或再区角里进行，也可以活动结束后再进行分享交流。

建构游戏以它独具的魅力深受幼儿的青睐，通过建构游戏，不仅能发展幼儿

动手能力和建构技能，更重要的是能使幼儿在协商、谦让、交换的游戏氛围中，

学会分享与合作尝试开拓与创新，体验成功与挫折，从而实现合作交往能力的提

高以及幼儿个性和谐全面发展。

二、积木建构活动中应注意的问题

1、解决幼儿积木游戏中空间距离问题的策略

对于更大空间的围合，直接用积木原材料进行游戏存在较大的难度，教师需

要运用相应的辅助材料助力幼儿判断和确定空间的大小。例如，中班的积木游戏

“娃娃餐厅”中，幼儿想搭建的是能够容纳十来个人的空间，但幼儿每次搭建出

来的房屋都太小，此时，教师不给予直接指导和帮助，而是提供一张能够让十个

幼儿站立其上的纸板，让幼儿通过发现、探索、迁移经验等方法，发现沿着这张

纸板边缘搭建围墙，围合出来的空间就能容纳十个伙伴，就是自己想要搭建的娃

娃餐厅的结果。这种方法能促使幼儿将经验迁移至类似的游戏中，提高幼儿善于

利用他类材料解决积木建构中的空间距离问题的能力。

2、解决幼儿积木游戏中造型难度问题的策略

幼儿的空间认知水平相对较低，当对象纷繁复杂、结构过于庞大时，幼儿在

用积木建构其特征时往往无从下手，因此，就需要用到结构转换的策略。结构转

换策略一般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梳理结构特征，第二阶段材料替换搭建，第三

阶段还原原有造型。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复杂的结构分化，再逐步完成原造型的搭

建。这能促进幼儿空间想象能力的提升。

3、解决幼儿积木游戏中材料使用问题的策略

异向思维是指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不同层次进行多方面的思维判断，从

而形成解决问题的多种思路。在积木游戏中运用异向思维策略，能帮助幼儿扩展

思维，鼓励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引导幼儿尝试运用多种办法解决材料使

用上的问题和困难。

4、解决幼儿积木游戏中建构技能问题的策略

要想解决积木游戏中搭建技能的问题，教师可以采用两种策略，包括试误探



索和平行示范。试误探索策略是指让幼儿充分尝试一些错误的动作，随着不断的

尝试与探索，错误动作不断减少，成功动作不断增多，直至最后获得成功。[2]

平行示范是指教师在空间距离上接近幼儿，并用幼儿相同的材料从事同样的活动，

但是不与幼儿直接发生言行交往，不直接介入幼儿的活动，而是利用自身行为的

榜样示范作用，通过暗示的方式帮助幼儿解决问题。

5、运用平行示范策略解决搭建技能的问题

当幼儿在积木建构游戏中遇到困难问题时，教师可以使用平行示范策略帮助

幼儿获得成功并在新的技巧上有所突破。此策略需要教师的细心观察，教师应在

适宜的时机采用，避免幼儿一味依赖教师的示范，而失去积木建构游戏对幼儿创

造性发展的教育价值的问题。例如，中班积木游戏“停车场”中，幼儿搭了一座

四层楼的停车场，上层的车子要下来只能沿着楼房的墙壁垂直滑下来，这样经常

会碰坏建筑物，后来，幼儿接着尝试搭斜坡，可是到高层就存在较大困难，斜坡

无法固定。基于这种状况，教师进行了一个平行示范，给予幼儿关于斜坡的支撑

技能、联结技能的提示，帮助幼儿梳理方法原理，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6、支持幼儿，走进建构现场

（1）构建开放性空间

从环境创设和材料投放两方面来看，创设建构区时，需要考虑幼儿的能力水

平及生活经验，为所有幼儿提供建构积木的机会，并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在之

前建构活动中，为了防止积木倒下而发出噪音，幼儿一般都会在垫子上进行建构

活动，殊不知垫子的有限空间限制了幼儿的无限发展。当撤掉所有垫子，将宽阔

的空间还给幼儿后，他们可以自由地建构出一组组气势磅礴、惟妙惟肖的作品。

开放的空间能最大限度地支持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提升幼儿的探索技巧。

（2）整理有序性积木

建构区游戏中，教师除了要为幼儿提供充足、丰富、可变、多功能的建构材料，

还要兼顾积木的摆放位置和摆放方式。例如，改变以往将所有积木堆放在筐子里

或者架子上的存放方法，采用积木拓印的方式整齐摆放各类积木。在采用积木拓

印式摆放方式的同时，我们引发幼儿思考“什么样的积木拼在一起可以变成圆形”

“几块小三角形可以拼成一个大三角形”“两块积木叠在一起是否和整块积木一

样高”等问题。积木拓印式的摆放方式不仅给幼儿带来无穷的乐趣，还在潜移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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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培养了幼儿的秩序感。

（3）投放适宜性辅材

建构区辅助材料怎么投放？辅助材料投放多少最为合适？诸如此类问题，一

直是教师思考与关注的。在一次次建构游戏的观察中，我们获得了如下经验：应

基于幼儿建构游戏的需要，适宜地投放主要材料，不宜过早地投放辅助材料，也

可以让幼儿根据作品需要在教室中自主寻找低结构材料。建构过程需要教师把控

全局，密切观察幼儿，适时投放适宜的材料，成就高质量的建构活动。

7. 积木建构活动规则：

（1）引导幼儿找到合适的位置进行建构活动。

（2）引导幼儿在有限时间内进行积木建构游戏活动。

（3）引导幼儿需要多少积木建构材料就拿多少，正确的将物品归位。

（4）引导幼儿不影响他人的同时，可以和同伴分工合作。

（5）引导幼儿保护积木建构材料，轻拿轻放。

四、案例与实践活动

（一）积木构建活动案例

案例一：

有些孩子特别热衷于某个自主游戏区域，一到活动时间总是迫不及待地进入

该区域去，一次、两次，甚至十几次地在同一区域活动，不厌其烦。而对其他的

区域不闻不问。瞧，区域活动刚开始，智宇又一头扎进了建筑区。他一个人在角

落里用小小的积木搭汽车，不一会儿就搭出了一辆有轮子、能开动的汽车，在玩

汽车的时候，智宇“哈哈哈”地大笑着，吸引了一达和班里的许多小朋友。当游

戏活动结束后，小朋友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休息，我发现智宇不见了，一找，他

在建筑区里继续玩积木，我就把他带到座位上休息。没过多久，智宇对我说：“老

师，我要去解小便。”过了好久也不见他回来，一找，原来他又在建筑区里玩积

木了。看到我走近他，智宇迎着我注视的目光怯怯地说：“老师，我就想玩搭积

木!”

案例二：

建筑工地的游戏开始了，佳怡、雅欣等孩子选择了游戏。

佳怡：今天我想搭城堡，城堡实在太美了。



雅欣：我也想搭城堡，我想搭城堡的大门。

锦希：我们去搬积木来搭吧，雅欣，你负责帮我们搬运积木怎么样？

雅欣：可是我也想搭。

雅欣：那怎么办？谁愿意帮我们搬积木？

丽媚：我来吧。

于是建构游戏开始了……

案例三：

梓航用圆筒积木开始垒高搭建。

梓航：我要搭建一个高楼房，需要很多的圆筒。

昊宇：我来帮你拿。

梓航：好的，各种颜色都拿一点过来。

宇轩：你这个高楼房不太好看，屋顶都没有的。

梓航：我还没有搭完。

说完，昊宇继续用围合、垒高的方式搭建高楼房。

（二）积木构建活动技能实训：

要求：

小班：

活动目标：

1.通过玩大积木，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发展幼儿走、跑、跳等基本动作，

发展幼儿平衡协调能力。

2.培养幼儿遵守集体规则的良好品质。

3.培养幼儿爱劳动的品质。

活动准备：

每人两块大积木(形状各一)、音乐磁带、录音机、花若干盆放于场地一边

小红旗 2面、水桶 8个、盛满水的大盆 4个。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幼儿边听音乐边分散玩积木。



师:我们每人都有两块大积木，大积木有许多种玩法，看哪个小朋友玩的方法最

多、最安全。(幼儿尝试练习)

二、基本部分

1.集中演示。

师:哪位小朋友来介绍一下，你有几种玩法?你是怎么玩的?(单脚站立在积木

上，间隔跳，几个小朋友合作将积木拼起来走、跳等)

2.再次分散练习。

师:请小朋友试一试你没有玩过的方法。

3.传送大积木。

幼儿把大积木放在场地中间，并排成“十”字形四路纵队。

听老师口令“开始”，排头幼儿将大积木传给身后的幼儿，一个传一个，看

哪个小组传得快。

4.游戏“给花浇水”。

场地布置:

师:前面有一条河，小朋友想想我们怎样才能过河?

幼:用大积木搭座桥

请四组幼儿搭四座小桥，比一比哪一组的桥搭得好。

师：积木间隔着摆放

请小朋友试着过小桥。

幼儿尝试练习

小朋友过桥的时候身体向前不要摇晃，脚踩稳在积木上走，也可以手臂伸向

两侧保持身体平衡。

交待玩法:今天我们要给河对岸的小花浇水，第一个幼儿用空桶在盆里舀水，

然后一手拎一个桶过小桥，跑到花面前给花浇水，再拎空桶回来，把桶传给第二

个幼儿，再以此类推。

游戏玩 2次，给获胜方一面小红旗

三、结束部分

1.小结游戏情况，表扬动作正确、拎着水桶顺利过河的幼儿。

2.放松活动:放“划船歌”的.录音，幼儿把大积木当成小船，坐在“船”上



边唱边表演划船动作，活动结束。

中班：

活动目标：

尝试在游戏情境中进行有目的的构建，探索发现积木因不同的连接方法而呈

现的奇妙变化。

活动准备：

积木若干、毛毛虫图片、绒布毛毛虫玩具等。

活动过程：

一、自由搭建

1．回忆与交流：你用积木搭过什么?

2．幼儿尝试用 7块积木自由搭建。

3．欣赏作品。

教师分析

从自由搭建和作品展示引入，引导幼儿关注积木不同的连接方法所产生的不

同效果，以此感受积木的多变性。

二、搭毛毛虫

(一)游戏一：搭一条毛毛虫

1．(教师出示毛毛虫图片，引导幼儿观察其特征，并提出搭建要求)也用 7

块积木搭一条毛毛虫。

2．(幼儿交流)你是怎样搭毛毛虫的?怎样把毛毛虫的身体连接起来?

(二)游戏二：毛毛虫变长了

1．(教师引导幼儿相互比较，看看谁的毛毛虫最长)

2．(教师提出搭建要求)让你的毛毛虫变得更长。

3．(幼儿“修改作品”后，再次比较并交流)你的毛毛虫是怎样变长的?

小结

积木连接的孔越少，毛毛虫就越长。

(三)游戏三：会扭动的毛毛虫

1．(教师出示绒布毛毛虫玩具)请大家观察一下，积木搭出来的毛毛虫和绒

布毛毛虫在形状上有什么不一样?

小结

积木搭出来的毛毛虫是直的，绒布毛毛虫是可以扭动的。中班我是快乐的小

帮手教案。

搭积木中班教案。

大班：

户外自主游戏《积木搭建》

孩子们之前已经玩过几次积木搭建的游戏活动了，但是今天下午大部分孩子

依然还是选择了积木搭建，可以看出孩子们对于这项活动的喜爱。再有了之前几

次的经验之后，孩子们玩起来显得得心应手，不会出现受伤、抢玩具的现象，现

在的她们甚至可以多人合作参与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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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今天下午想玩什么游戏活动啊?”孩子们几乎异口同声的回答道：“搭

建积木！”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吧！于是，我们来到了积木区，孩子们个个劲头

十足，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

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还是一个人，两个人玩得不亦乐乎。悦悦嘴里嘟囔着：

“我要搭建一个天安门。”德德说：“我也要来搭一个天安门。”“那咱们俩来

比赛吧！”“没问题。”两个小男生的比赛正式开始了。

正当比赛进行的热火朝天时，站在一旁的童童说话了：“你们两个人的天安

门力的那么近，为什么不把她们连接起来呢？这样不就更加厉害了吗？”说着，

童童就拿起了一块长方形的木块将两座天安门连在了一起。两个男孩开心的说，

那我们就不比赛了吧，一起拼一个大型的建筑吧！

孩子们的拼搭引来了更多小朋友的关注，都纷纷放下自己手中的积木，来一

起完成这项巨大的工作。但是随着人员越来越多，孩子们各有各的想法，把积木

放的到处都是，童童一不小心，再放一块正方形积木的时候，一座天安门不小心

塌掉了，部分孩子传来了埋怨的声音：“都是童童弄坏的！”童童不好意思的走

开了。这时的得得并没有抱怨，而是继续重新搭建，慢慢的其余小朋友也继续参

与其中了。在孩子们的共同努力下，雄伟的天安门和各种大型建筑连接在了一起。”

“老师，我们要合影！”从照片可以看出孩子们的自信。

大班孩子已经掌握的搭建的基本方法：平铺、架空、磊高。因此，在搭建的

过程中，大部分孩子表现的很自信，可以很自主选择搭建的材料。游戏最开始，

孩子们还是没有合作的意识，但悦悦和德德竞争意识已经开始有了很好的体现。

童童在班级中属于比较安静的孩子，但是想法却很独特，她的一个想法把竞争关

系变成了合作的关系，让两个男孩的作品成为一个巨大的作品。

大班孩子的好胜心也比较强，看到有好的作品都想出一份力，因此必然会引

起其他小朋友的注意，所以参与到其中的人员也会越来越多，锻炼孩子的集体意

识，但个别孩子的不会商量或者胡乱的搭也会导致作品的坍塌。在作品坍塌时，

德德表现出来的则是不抱怨，分工合作，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

在搭建中，各幼儿分工明确，孩子们能够尽职尽责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

活动中有小小搬运工、小小设计师。幼儿在搭建过程中能够对问题提出质疑，并

且能够一同探讨问题，想出解决的方案。在讨论过程中，发生分歧、意见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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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能够倾听、接受别人的意见，遇到困难时，能够一起克服。最后通过合作、

共同努力将心中的栈桥搭建成功。

通过本次搭建活动，发现幼儿有足够的合作、克服困难、独立思考以及领导

能力。

五、创建积木建构区

1、指导的方式方法。

2、幼儿进入积木建构区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