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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游戏点亮精彩童年
——贵池区幼儿教育集团幼儿自主性游戏实践成果展示
□方玉花  谈  欢
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池州
市贵池区幼教集团（前身贵池区幼儿园）随后便开始了多年的游戏实践摸索，并于2011年成
功申报国家级课题“幼儿自主性游戏的观察与指导研究”，开启了十余年自主性游戏发展的
研究征程。实践中，以自主性游戏为突破口，促发幼儿对自身潜能的挖掘，实现自主发展。
自主性游戏开展的现实问题与矛盾
《纲要》以“以幼儿发展为本”的教育思想为教育原则，明确“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
，但在实践中还存在较大的困难和阻力。实践中，通过对幼儿学习、教师成长与和园所发展
等多方面的梳理，该集团锁定围绕自主性游戏实践中三个关键性问题进行突破：1.教师儿童
观与教育观的改变；2.幼儿本位理念的自主游戏开展模式的实践；3.游戏支持与指导策略的
研究。
“生命是主动的”，幼儿通过游戏来展现其潜在的精神，幼儿的成长有赖于其与外部环境和
外部文化的相互建构，所以，建构开放、自由、自主的育人环境，通过游戏来支持幼儿实现
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是面向未来、科学而适宜的教育路径。
自主性游戏环境创设与活动开展的实践探究
为解决以上问题，全面建设支持幼儿“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学习环境，贵池区幼教集团以
园本教研为机制保障，制订了自主性游戏阶段性发展的实践规划与路径。
阶段一：理论导引与外出学习，转变教师教育观念
2011~2015年，贵池区幼教集团深入分析研究国内外关于幼儿自主性游戏的大量研究成果，
同时立足于园所发展现状和幼儿自主性游戏的开展状况，以刘炎教授的《儿童游戏通论》和
《幼儿园游戏与指导》等专业书籍作为理论导引，围绕自主性游戏开展与指导的核心问题进
行业务培训与学习，并多次分派教师到上海、浙江、江苏等地观摩与学习游戏实践样态。在
系统的理论学习与观摩学习相结合的基础上，激发教师关于游戏实践的专业思考与反思，基
于园情开展自主性游戏的实践研究。
阶段二：理念落地与实践探索，支持幼儿全面发展
重点在游戏环境创设、观察与指导策略等重点版块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实践摸索，并围绕课
题定期有针对性地开展各年级组专题教研活动。经过多年大量的专题培训学习，每月一次的
游戏活动观摩评比与现场研讨，以及近百个典型自主性游戏观察记录的实践与分析，对集团
教师教育实践起了实质性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帮助教师进一步深化了对《3~6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的学习和理解，提升了教师的观察意识，增强了教师解读幼儿的游戏行为的能
力，能感受幼儿在游戏中的情感体验和思维发展，能有效支持幼儿的主动学习，形成全新的
师幼关系，支撑幼儿在自主性游戏中深度学习。
阶段三：案例研究与文化浸润，支持幼儿个性化发展
作为致力于幼儿自主性游戏研究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在2016~2022年期间，贵池区幼教集团
持续深化对幼儿自主性游戏的观察与指导策略的实践研究，在深化创设游戏的物质环境的同
时，更有侧重地关注师幼互动、同伴互助等心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建设。园所的实践研究基
于对上百个真实案例的精心记录和细致观察，捕捉了幼儿在游戏中的“魔法时刻”，这些时
刻生动地再现了游戏发生和发展的真实场景。通过深度分析幼儿在游戏中的学习过程，该园
所形成了一套以“观察先行——支持跟进——个性成长”为轴心的游戏观察与指导的实践路
径。这一路径旨在揭示幼儿自主性游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推动每个幼儿的个性化发
展。
同时，为进一步促进幼儿在自主性游戏中实现个性化发展，在教育实践中，该集团以多样化
的游戏环境为基点，以灵活多变的游戏材料为抓手，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支架，以有意义
的师幼互动为核心，以家长的积极参与为扩展，通过这些举措，见证了幼儿在游戏中的自主
性和创造性的蓬勃发展，也看到了他们在认知、情感和社会交往方面的全面进步，在帮助幼
儿实现全面发展的同时，也支持幼儿个性化发展的实现。
自主性游戏的实践成果与效果辐射
通过近十余年的实践摸索，园所自主性游戏发展达到了较高水平，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
中，“三打白骨精”入选为教育部优秀游戏案例，“‘疫’起防护”“筒圆童梦”等游戏案
例多次获得安徽省优质课、池州市优质课一等奖，游戏案例“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在省教
育厅网展播，几十余篇论文发表和获奖，并接受省内多家媒体的专题采访，承担了池州市第
一届、第二届自主性游戏周观摩活动等。
撰写的《观察·支持·成长——幼儿自主性游戏的观察与指导》一书已于2023年6月出版。
该书分幼儿自主性游戏观察与指导研究概述、幼儿自主性游戏中的教师观察与支持、幼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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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游戏实践案例、幼儿自主性游戏实践总结四个章节，清晰阐述了幼儿为本的理念，全面
提炼了幼儿自主性游戏的观察与指导策略方法，精准总结了游戏环境的创设路径。出版后，
受到全省乃至全国广大学前教育工作者的青睐，被中国教育新闻网评为2023年度“影响教师
的100本书”。
自开展游戏实践探究以来，大大提升了园所保教质量，先后获得“安徽省幼儿教育先进集
体”“安徽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示范学校”等多项集体荣誉称号。其中2021年荣获“安
徽省女职工先进集体”称号，2023年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
下一步工作重点
（一）进一步优化基于园所发展实际的幼儿自主性游戏的观察与指导，聚焦游戏的儿童本位
实践和深度学习实现。
“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游戏为实现教育育人的目标和满足幼儿的切实需要搭建了桥
梁。基于此，该集团将进一步优化基于园所发展实际的幼儿自主性游戏的观察与指导，坚持
儿童本位，聚焦深度学习，继续打造“全浸润式”游戏和生活环境，进行“互通式”室内外
环境的互联互通创设，投放“开放式”活动材料、组织“交互式”活动，提供“接纳式”支
持策略、支持“人本化”环境留白，形成多维度的环境全浸润模式，依循“观察倾听——反
思讨论——行动调整——梳理总结”循环式发展过程，解决问题，深入推进实践。
（二）进一步孵化丰富成果，扩大推广范围，深化辐射效果。
今后，该集团将从较高位和宏观视角深入归纳与建构幼儿自主性游戏的理论基础，加强实证
研究，结合园所实际情况支持幼儿开展自主性游戏，注重相关实践数据的采集和科学的统计
分析，加强实践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建构基于园本特色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幼儿自主
性游戏的框架体系。此外，基于区域差异不断进行调适和丰富，提升幼儿自主性游戏观察与
指导相关经验的普适性，以此扩大集团幼儿自主性游戏经验的推广范围，深化辐射效果。

幼儿活动
教师探讨

《《上接1版
灵璧县幼儿园：
教以同行 研以致远
灵璧县幼儿园教研组是一支政治素养强、幼教情怀深、专业水平高的优秀团队。现在成员14
人，高级教师4人，一级教师10人。其中省教坛新星1人，市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4人，优
秀教师、优秀班主任6人。5人获得省级优质大赛二、三等奖，7人获得市优质课大赛一等
奖。教研组有经验丰富、成绩显赫的资深力量，有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中坚力量，还有朝
气蓬勃而具有冲击力的新兴力量。教研组始终坚持教学与教研的改革与创新，在继承优良传
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实践、研究，形成了“团结、创新、求实”的良好作风和教科研氛
围。
制订方案  精准落实
为将各项工作落实到实处，园所教研组制订了科学规范的教研工作制度，有《教研组学习培
训制度》《课题研究制度》《青年教师培养制度》等十三项，规范了教研组成员的教研行
为。教研组每学期都有规范的教研活动策划，并制订详细的主题方案，定期举办各项教研活
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教研组特别重视成员的教学理论及专业技能的提升，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业务培训，采取走
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自主学习与集体学习相结合等学习方式。每学期
开展教学教法的培训、区角游戏培训、礼课程故事培训、安吉游戏培训等各种培训，促进教
师专业成长。
为加强课堂教学的研究，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教研组通过开展师徒结对、同课异构、一课
三研、优质课评选、游戏观摩、无生上课、说课等系列研讨活动，提升教研组成员素质，使

 其在活动中锻炼，在研讨中碰撞，在反思中成长。
根据班级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教研组深入开展研讨活动，及时解决实际问题。每学期根
据季节、节日开展相应的主题教研活动、传统节日活动、地方文化主题教研活动等。每次教
研活动都有明确的主题，记录完整、详细，通过教学研究不断改进班级管理策略。
教研组还储备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有形式多样的课件库、微课库、教学设计库、游戏案例
集、玩教具资源库，并将课件、微课、教学设计案例集等分类整理储存，达到资源共享。
探索新路径  开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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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组以课题研究为载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幼教新模式、新途径，开创了教学课程游戏
化、教育过程生活化、组织形式灵活化的保教工作新模式。
多年来，教研组成员始终坚持以变革图强、锐意进取，以课题研究为依托，深化教学改革。
教研组成员积极申报课题，分领域进行研究、实践，近几年来，主持研究7项市、县级课题
已结题，目前还有5项市级课题正在研究中。
教研组积极引导学科专业建设，在各级各类教研活动中承担市级公开课、讲座等任务，起到
示范引领作用。三位成员承担市级以上公开课：2017年“宿州市省级一类园保教工作开放
日”中，教研组长张春梅，成员刘爱菊、张绿叶分别开展了小班音乐《小蜗牛》、大班绘本
《抓住贪吃贼》、大班音乐《游灵璧》，受到全市幼教同仁赞誉。教研组指导青年教师周永
丽在2022年“宿州市幼小衔接联合教研及观摩研讨活动”中展示的大班科学活动“排排队捉
迷藏”，也得到一致好评。
在挖掘资源、开发课程方面，教研组一直坚持教育改革，近几年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开展
园本课程。以灵璧三园文化为主线，尊重幼儿的年龄特点，分级部开展不同领域的课程，如
小班组开展“奇石文化”活动、中班组开展“钟馗文化”活动、大班组“虞姬文化”活动，
教研组成员通过走访、调研、查询等方式，搜集整理相关资源，并进行课堂实施，筛选合适
的教育资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三园文化园本课程”，激发幼儿爱家乡之情。通过改革
实践，形成了适合新时代幼儿使用的、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三套《新三字经》教材及教师指
导用书。
为丰富教研组活动形式，促进园际间活动的开展，发挥省级示范园的作用，教研组成员先后
41次承担市、县级培训、讲座和公开课观摩活动，并承担了各大市级活动：2017年“宿州市
省级一类园保教工作开放日活动”、2022年“宿州市幼小衔接联合教研及观摩研讨活动”。
接待了市、县教育行政领导22次到园参观、慰问、指导工作。
成效显著  硕果累累
在教研组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教研组成员申报的五项市级课题均已结题，还有三个市级
课题正在研究中；张春梅、刘爱菊等11人次参加省市级优质课比赛荣获二、三等奖；论文发
表量达到37篇，其中全国优秀教研论文2篇，省级教研论文14篇，市级论文21篇；在优秀自
制玩教具评选活动中，有多个作品荣获省级奖项和市级奖项；在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中，教
研组的微课类作品荣获5个省级奖项，2个市级奖项；荣获多个市级书法奖、朗诵奖；在辅导
幼儿绘画比赛、讲故事比赛、经典诵读比赛中荣获多个奖项，其中包含省级奖项6个、市级
奖项41个、县级奖项17个。
团队的发展离不开组内每位教师的共同努力，在教研的过程中，她们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张春梅等3人获评“宿州市学科带头人”；张碧涵等9人获评“宿州市教坛新星”；徐亚娟等
2人荣获“宿州市优秀班主任和最美班主住”称号；3人荣获“宿州市教学能手”称号。
研途漫漫，唯有绵绵用力，才能善作善成；久久为功，默默奋斗，方可行稳致远。灵幼教研
组必将乘风破浪，以奋斗者的姿态、奋斗者的雄心、奋斗者的毅力，同心同德、同心同向、
同心同行，一步一个脚印在教研的路上奋力前行，在教育的路上，用真挚的情怀与追求，成
就幼儿芬芳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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