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子游戏的设计与指导

教学目标：

情感：理解亲子游戏的相关理论及其应用值；

认知：熟悉亲子游戏的分类，理解并掌握亲子游戏的指导要点；

技能：能熟练组织与指导幼儿开展幼儿园亲子游戏；

教学重点：亲子游戏的设计与指导

教学难点：亲子游戏设计与指导，亲子游戏的指导方法，游戏后的反思与评价

授课方式：讲授法、演示法、案例教学法、讨论法、实际操作法

课时分配：亲子游戏的概述 2课时，亲子游戏的设计与指导 2课时，组织与实施

4课时。



亲子游戏的概述

一、亲子游戏的定义

1. 亲子游戏的定义

亲子游戏是家庭内父母与孩子之间，以亲子感情为基础，以孩子与家长互动

游戏为核心内容，全面开发孩子的运动、语言、认知、情感、创造、社会交往等

多种能力，帮助孩子初步完成“自然人”向“社会人”过渡而进行的一种活动，

是亲子之间交往的重要形式。亲子游戏也是以孩子为主体、以家长为主导进行的、

实施亲子教育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二、亲子游戏的价值

（一）对个人而言

1.对幼儿的价值

（1）亲子游戏可以促进幼儿认知能力的开发。

（2）亲子游戏可以促进儿童社交能力的开发。

（3）亲子游戏可以促进儿童良好情绪情感的开发。

（4）亲子游戏的顺利开展有助于幼儿心理的和谐健康开发。

2.对家长的价值

（1）通过开展亲子游戏可以使家长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孩子。

（2）通过开展亲子游戏可以提高家长的教养水平。

（3）通过开展亲子游戏可以使家长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

3.对教师的价值

（1）通过开展亲子游戏，教师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幼儿。

（2）在组织、实施亲子游戏的过程中，不仅能丰富教师的理论知识，而且

能增加教师的实践经验，对教师今后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对社会而言

亲子游戏的顺利开展不仅有着重要的个人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首

先，有利于形成家庭生活民主、平等的气氛；其次，有利于家园合作、建立和谐

的家园关系；再次，有利于幼儿在未来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幼儿会将在游戏

中习得的积极的生活态度、良好的生活习惯、正确的处事方式迁移到未来的生活

中。



三、亲子游戏的分类

1. 开发大肌肉的游戏：发展大肌肉的游戏主要以促进幼儿的胸、腹、背、

臂、腿等部位的大肌肉发展为目的。

2. 开发精细动作的游戏：发展精细动作的游戏主要以发展儿童手部、脸部

等小肌肉为目的。

3. 开发语言的游戏：语言的游戏是发展幼儿说话能力的游戏，包括听话游

戏、观察口型游戏、说辞游戏和说句子游戏等。

4. 开发认知能力的游戏：认知能力的游戏是发展儿童的视、听、味、嗅、

触摸、运动等感知觉，注意、记忆、思维等能力的游戏。

5. 开发生活自理能力的游戏：生活自理能力的游戏以发展儿童生活自理能

力为主，同也训练儿童身体肌肉和动作的协调性。

6. 开发社会性的游戏：社会性的游戏是以培养儿童的社会适应、社会交往、

责任感、守规则等社会行为，以及懂礼貌、讲卫生等文明行为习惯为目的的

游戏。

7. 开发情感的游戏：儿童时期的情感体验为以后的情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

基础。

四、亲子游戏设计的原则

1. 适宜性原则：是指亲子游戏的组织者，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发展水

平，确实符合大致需要的游戏目标。

2. 整体性原则：考虑幼儿动作、语言、社会性、情感、认知等各方面的整

体发展。

3. 适度性原则：要考虑应有身心承受能力，适度适量地安排游戏和控制游

戏时间。

4. 互动性原则：注重婴幼儿，家长，教师三项多维的有效互动，注重互相

体验。

5. 指导性原则：是指亲子游戏的专业人员，要有目的、有组织地面对家人

及看护人，开展科学育儿的具体指导活动。

6. 灵活性原则：要灵活考虑多方因素，灵活处理各种问题，使活动的开展

符合实际的要求。



7. 延伸性原则：要考虑活动能否延伸到婴幼儿发展至关重要的其他场所（家

庭）。

8. 生活性原则：要与婴幼儿的生活密切结合，活动既要源于婴幼儿生活，

又要为其生活服务。

五、亲子游戏的基本特点

1. 能启发智慧。游戏应该符合该参与儿童的年纪，可以让参与儿童发挥他

的能力，又具有开发潜能的作用。

2. 参与者身份平等。这是游戏，不是教育课堂，父母参与在游戏活动中，

应该以平等对的方式和宝贝相处，不能摆着架子。

3. 游戏具有趣味性。在游戏全程中，应当让小朋友感受到游戏的乐趣，能

够发挥自己的能力，父母也能从其中感受到与孩子互动的乐趣。

4. 团队精神，自然启发能力。游戏设计要合理，让宝贝自己积极地向父母

寻找帮助和配合，在这个配合的过程中，父母就可以寓教于乐了。

5. 在现在的许多家庭中都在开展亲子游戏，广义的角度看，只要是属于父

母和子女之间的有沟通、有合作的活动都算是亲子游戏；但是站在科学的角度

看，不是所有父母与子女间产生的活动都能叫做亲子游戏。

附录：

年龄段的游戏范例：

一、1岁

1.站立游戏

一位家长扶着宝贝站着，另一位家长在距离三到四步远处吸引宝贝的兴趣，鼓励

他自己走到那边去。通过这个游戏，孩子自己走路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2.爬上爬下

利用较低矮的楼梯、攀登架等，让宝贝在上面进行运动，引导他爬上来、爬下去，

反复练习，注意旁边应该有家长看护。通过这个游戏，提升了宝贝的四肢和其他

躯体部位的协调性。

3.抓住小豆豆

在同一个容器里倒入两种颜色的豆子，教会孩子抓一把豆子并学会把豆子从松开

的指缝中掉落回容器里。在做游戏的时候，可以跟他说：“黄豆黄，绿豆绿”等



与豆子相关的话，以起到吸引的效果。通过此类游戏，宝贝的胳膊、手指的肌肉

会得到很好的训练，但是一定不能让豆子误入宝贝口腔、鼻腔中。

4.我说你做

与孩子对着站好，让宝贝看着你做示范：在说完“变小了”后就做蹲下的动作，

在说完“变大了”之后就做站起的动作。然后再耐心地教会宝贝听指令，反复练

习就能发现宝贝的协调性和动作速度有着较明显的提高。

5.推小车

准备一辆与孩子身高相配的小车子，让他两只手掌握好小车，想办法逗引小孩推

着小车向前运动。例如，可以有一位家长拿着玩具在前面不远处逗引，当小孩将

推车推至家长面前时，将玩具作为奖励，放入车内。

二、2岁

1.穿越隧道

选择 3-4 个颜色鲜艳的玩具放到纸箱里，然后用纸把纸箱的开口遮起来，再在纸

上开几个洞。家长要先引起孩子的注意，让他注意到家长的动作，将其喜欢的玩

具从洞口投入箱内，鼓励他将报纸捅破，爬进纸箱内将玩具取出来。在这个游戏

中，小孩子的行动能力能得到提升，其力量、耐力也能得到锻炼。

2.手指顶锅

家长将一只手手心朝下伸出来，让宝贝伸出一只手的食指抵着家长的手掌心，一

起喊“顶锅盖，来炒菜，抓到谁了别来怪”，然后家长再说三个“嗨”，在第三

个“嗨”的时候，宝贝要马上把手指收回来，若速度慢了的话，就会被家长抓住。

待小孩子能熟练地操作时，也可以与家长的角色进行互换。

3.找朋友

将几张字母卡片或者数字卡片摊在宝贝面前（其中应该有相同的），让他找出两

张一样的卡片进行配对。若在配对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家长就应该及时进行解释，

通过形象地比喻进行区别说明。当孩子慢慢长大，家长也就可以将游戏改成归类

游戏，例如：2岁时玩配对游戏玩得很好，半年后就可以让他玩玩属性归类的游

戏，像水果、动物、电器等的归类。

三、3岁

1.玩皮球



人数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可以一起拍皮球、相互传球等，或者对着目标物扔沙

包等，若是害怕沙粒漏出来迷了眼睛，可以装米粒。

2.带轮玩具

家长可以让小朋友骑骑单车或者小三轮，这样可以训练小朋友的肢体运动能力，

特别是双腿。应该注意的是，车子大小应适合他的身高，以其脚掌可以踩到车蹬

子为最佳。

3.完成人像

给小朋友一张没有全部画完的人像画，告诉小朋友让他把画补充完整。这种游戏

可以训练其逻辑能力和观察能力，在画画时也训练了对小肌肉的控制力。

4.剪纸

可以先让小朋友用剪刀沿着纸的边沿随意剪剪，待能熟练操作了之后，可以给他

一张有团的纸，让他将图案剪下来。这类游戏能够锻炼到精细动作，但是由于剪

刀比较锋利，家长应当在边上进行指导。

5.颜色概念

关于这类游戏，家长可以给小朋友一些颜色不一的卡纸或者积木等，让他们根据

颜色的种类进行分类；也可以找一些旧书，把上面的彩色图剪下来，做成招贴画

的形式等等。这类游戏是从视觉的角度，锻炼小朋友的逻辑能力。

6.大小概念

家长可以收集一些大小不一的物品，或者利用图片，让小朋友进行一个大小分类。

此类游戏同样也是从视觉的角度，训练小朋友的逻辑能力。

四、4岁

1.制作图形

准备一把切点心的小刀以及多种图形的模板，让小朋友按照上面的轮廓来描绘、

上色。你会发现，小朋友会做出多样的作品出来，这类游戏会训练双手的操作能

力，对于创新力的培养也有帮助。

2.螺帽和螺栓

准备几对型号不一的螺帽、螺栓，将螺帽和螺栓分开摆放，让小朋友进行匹配、

组装。这类游戏能提高小朋友的双手对大小的辨别能力，也培养了其逻辑能力。

3.讲讲看



和孩子一起阅读书上信息量比较多的大图，并诱导他描述所得到的信息。这类描

述类游戏可以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4.认识形状

先给孩子指定一个形状，如三角形，然后让他在家里观察，看哪些物件是属于三

角形的。当慢慢熟练来了，就可以增加形状的种类，或者让小朋友自己来设计并

完成图形，也可以选择在图书上剪下来。

5.搭积木

给家长和小朋友搭同等数目、相同形状的积木，和小朋友背对背分别搭建积木。

在搭完之后，让小朋友来比较比较有什么区别和相同。

五、5岁

1.吸管项链

用喝可乐的那种吸管剪成约 1cm 的小段，然后给小朋友一根绳子，让他用绳子串

好这些小段。

2.自制拼图块

找一张画给小朋友，在背后贴一张硬质纸加厚，让小朋友将其剪成适当的大小，

再让他将碎纸片拼好。

3.看图书

可以准备一些儿童类的书籍，例如：具有幽默性的、漫画类或者可以普及知识的

等等。家长可以和小朋友一起阅读，对其语言、情绪、社交等方面都有帮助。



亲子游戏的设计与实施

一、亲子游戏的设计

1.目标的设计

亲子游戏要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发展水平，确定符合儿童发展需要的具有

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游戏目标，兼顾家长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儿童的发展、亲子

的情感交流、家长的科学育儿等三个方面。适宜的目标应依据儿童的“最近发展

区”，既考虑儿童某一方面发展的需要，又要着眼于儿童整体发展的需要;既要

考虑儿童群体的水平，又要兼顾儿童的个体差异。教师要仔细观察儿童，对家长

与儿童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针对儿童成长的需要设计游戏主题、确定活动目标、

选择适宜的内容与方法。

2.方案的选择

教师还可以鼓励家长参与设计亲子游戏方案，发动家长和儿童共同设计游戏

的内容、形式、规则和要求，准备活动材料，布置活动场地。通过参与游戏的设

计，家长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进一步发挥，充分开发和利用了家长资源。在设计亲

子游戏时，可以根据季节不同适当安排在室内或室外，根据儿童年龄的不同确定

活动时间的长短，活动要注意动静交替，集体活动与分散活动结合，时间不宜过

长，防止过度疲劳。

3.内容和方法的选择

亲子游戏活动的设计首先应考虑的是儿童的年龄、认知特点和心理发展特点，

活动材料要选择儿童熟悉和喜欢的，又是儿童家庭中可以找到的，家长不会因为

材料不易寻找而影响亲子游戏的开展;其次，从儿童的年龄特点考虑，组织游戏

要以儿童的口吻的方式进行，使家长感到儿童在玩中学到本领。基于这种儿童年

龄特点和认知特点的认识，在设计亲子游戏中更多地关注儿童的情绪情感的体验。

二、亲子游戏的组织和实施

在游戏的开始，利用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或身边的游戏环境吸引家长和儿童，

激发其参与游戏的兴趣。教师首先要讲清楚游戏名称和游戏规则，包括主要内容、

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及此游戏的价值等，并进行适当的示范。教师主要让每个家

长明白亲子游戏的目的、要求，对家长提出的要求应做具体操作，并能举一反三，



创造更好的经验和方法。只有这样，家长才能通过亲子游戏，了解儿童的发展水

平，并学会运用亲子游戏，提高教育水平。游戏可以面向全体，也可以分成小组

进行或者单独进行，形成动静交替，集体和自由活动相结合，灵活的将身体的、

智能的内容想穿插，且环节安排合理有序，教师要注意引导家长观察儿童的活动

过程，多给儿童机会表达，发表意见，多动手操作，鼓励儿童创新，充分调动儿

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复杂的活动可以以家长为主，儿童协助，简单活动以儿童

为主，家长协助，避免包办代替，防止急躁情绪。

二、亲子游戏的指导

1.亲子游戏过程中的指导

在亲子游戏中，教师不仅是游戏材料的提供者、游戏的组织者，还应该是家

长和儿童的合作者。教师要尊重家长，以平等合作的态度与家长共同商议游戏的

方式与流程，建立良好的家园关系。

(1) 解释、说明

教师在游戏开始之前，告诉家长本次亲子游戏的目的、游戏材料的操作要领，

提醒家长引导儿童遵守游戏规则和秩序，游戏结束后将玩具放回原处等，帮助家

长分析儿童行为产生的原因和身心发展特点，进而共同促进儿童养成良好的游戏

习惯。

(2) 示范

教师向儿童和家长演示活动材料的操作或亲子游戏的方法，呈现所使用的材

料、操作步骤等。如果材料是仅供儿童操作的，可将儿童集中到自己身边，家长

仍坐原处。

(3) 引导

当教师发现家长在指导儿童游戏出现问题时，教师要及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

法，引导家长更好的指导儿童完成亲子游戏，以后再碰到类似问题，也能有效解

决。

(4) 建议

教师可以通过与家长交流等方法，深入了解儿童的特点和家庭背景，从而有

针对性的指导家长应如何引导儿童更科学地进行亲子游戏，给予家长亲子游戏延

伸的方式方法，并对家长询问的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



2.游戏结束后的指导

(1) 平行游戏法

家长尽量接近儿童并和他玩同一种游戏材料，在不干扰儿童游戏的前提下，

以自己的操作成果影响儿童的游戏进程。如在建构游戏中就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在儿童遇到困难时，家长的操作成果就是儿童学习的榜样，儿童可以通过观察学

习某种搭建技能。

(2) 共同游戏法

家长参与正在进行中的游戏，由儿童控制整个游戏的进程，家长配合儿童的

活动做出反应，并利用机会给儿童提供建议。玩智力游戏、体育游戏时，家长和

幼儿一起玩，幼儿做主角，家长适时适度提供建议。

(3) 指导游戏法

即家长建议或实现设置一个游戏，并在指导游戏的时候扮演一个关键角色，

至少部分控制游戏的进程，通过游戏传授一些新的规则和玩法，一般在儿童玩新

游戏时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