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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教师重要的教育方法，是幼儿最喜爱的学习

方式，在幼儿园一日生活、学习中，游戏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无处不游戏，无处不学习”是幼儿园教育追求的

目标。通过生活情境再现的方式激发幼儿想象力，为幼

儿进入下一个游戏阶段做准备，再现社会情境，预设游

戏环境，运用社会经验，实现幼儿个性和谐、全面发展。

本文基于幼儿中班开展游戏活动实际情况，对构建游戏

的开展和幼儿深度学习展开论述，结合相关理论提出积

木建构游戏有利于发展幼儿深度学习的能力。

一、深度学习概述

深度学习要求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运用经验，要能

对所学知识提出自己的看法，能与其他的知识进行关

联，并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能及时总结知识经验解决

实际问题。深度学习是一种全新的突破旧认知的过程，

是对知识高塔的一种累积，也是以社会生活和文化为背

景进行的一次思维建构的过程。幼儿是否进行了深度

学习，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看学习过程中幼儿的认知

活动是不是高水平的，思考是不是深层次的。

二、中班构建游戏概况

中班幼儿正处于一个动作能力明显发展、对游戏有

一定的掌控欲望，并且建构经验和游戏过程都有了一定

积累的阶段。以积木建构游戏为例，具体来说，幼儿园

的积木属于开放性材料，幼儿根据自己的想法或者小组

讨论的结果，选择积木的造型以及游戏辅材，运用平铺、

延长、加高、围合等建筑技巧。游戏材料的材质、形状、

色彩的丰富增加了游戏的可创作空间。面对幼儿，教师

要有先驱性的视野和大胆的材料给予，他们的指导方式

和程度影响幼儿的游戏质量，所以经验、材料、数字、尺

度和秩序是游戏建设的必备条件。建构不仅仅是一种

游戏，它更需要幼儿的能力、热情、责任和兴趣。积木建

构游戏在幼儿园普及率较高，情景的建设也促进了幼儿

社会性的发展，从个人到群体、从肢体触摸感知到自我

思维建设，充分符合《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关于

游戏促进儿童发展的要求。

三、积木构建游戏支持幼儿深度学习的具体表现

（一）深度学习注重主动理解与批判

积木有不同规格的基本块、半圆、弯曲、曲面、扇形、

圆柱、三角、三棱柱、方柱、方块等 22种规则的形式。同

时，还包括半拱门（枪形）、扳手、中空积木、U字积木、Y
字积木等，积木总数量共计达到人均 100块以上。在积

木构建游戏中，采用自由构建的方式组织指导语：“小朋

友们，你们好，积木在我们教室的什么地方？它能用来

做什么？今天请小朋友们来当规划师，你们想用它来搭

什么都可以。但是老师的要求就是搭建结束后，请向其

他小朋友和老师说一说，你们自己搭建的作品的名字和

特点以及功能性，好了，现在可以开始咯。”这些积木可

以搭建成什么呢？辰辰说：“这些积木就像砖瓦一样，我

们可以搭建城堡。”嘟嘟说：“积木可以搭建汽车，方形的

积木搭建车身，圆形的积木可以当作车轮。”果果说：“积

木可以搭建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我选择搭一只小狗。”嘉

嘉说：“我们可以分工合作，搭建各种小动物、树木、房

子，一起搭建一个动物园。”幼儿以个体为出发点发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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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想象力，搭建自己想要搭建的东西，也有幼儿一起

合作共同搭建“城堡”“公园”“动物园”等，最后和大家一

起分享自己的成果。在积木构建游戏过程中，幼儿各抒

己见，遇到新颖的想法随时调整，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

确定合理的决策，展示更强的自主发展战略。

（二）深度学习强调联系与建构

幼儿可以不断超越原来的生活、游戏经验和已经跨

越学到的领域知识的界限，解决游戏情境中的问题，从

而达到经验的突破、自我成就感的提升。在积木建构的

活动中，幼儿掌握了堆、垒、排、连、架等建筑技巧，并不

断加入自我的审美观。前期经验的运用，让幼儿拥有更

好的游戏体验感，在建构过程中，幼儿的“望（观察）、闻

（倾听）、问（表达）、切（操作）”技能包括身体和心理素质

都在提升。例如，教师在幼儿游戏热情趋于下降的过程

中可以引导：“我们在搭建的动物园里面安装灯，这样小

朋友们晚上也可以参观动物园。”可是，在已有的积木材

料中没有球体或椭圆球体，于是幼儿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寻找其他材料代替积木进行搭建。教师请美工区的

小朋友进行灯的制作，什么形状的灯放在动物园的屋顶

上比较安全美观呢？幼儿共同讨论并尝试了各种各样

材质和颜色的东西，选了纸团、彩色珠子、乒乓球、橡皮

泥等，最后选了橡皮泥和起到稳固作用的小瓶盖，同时

考虑了美观和安全性。活动中，幼儿结合各领域的知识

和新旧经验，实现了经验的积累。

（三）深度学习强调迁移与应用

深度学习注重质量以及思考和最终的灵活应用，即

利用所学的知识和经验解决新情景下遇到的各种问题。

在兴趣的带领下，幼儿要更好地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已

经具备的技能和拥有的社会化经验外化、转移和运用，

并创造性地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比如，幼儿在用积木

组建“城市之春”的时候，刚进行到一半，幼儿就决定搭

建围墙，两侧种了树木的道路和一座具有隧道、树木和

动物的小山。幼儿在美工室找来素描纸，画了高高的树

和低的动物，涂了颜色。他们耐心地剪下图案，利用红

旗固定的经验，用双面胶带固定在牛奶杯上。在建高山

时，幼儿仍然是自己选择材料，他们多选择碳化块，偶尔

使用一些半圆形清水积木，因为他们发现碳化的积木颜

色更接近山的颜色。在建山的隧道时，会将木块对称放

置，横着放置或者斜着放置。由此可见，幼儿经验的发

展和游戏心理的健康让幼儿能积极面对问题，运用已有

经验解决问题，在不断“阶梯式”难度增长的游戏中幼儿

逐步产生了主动调配经验的意识。

四、积木构建游戏中幼儿深度学习的建议

（一）以幼儿兴趣为出发点，创设游戏情境

幼儿游戏必须给予幼儿充分的选择权，教师从幼儿

兴趣出发，确保游戏自由自主。譬如幼儿因为对舞蹈有

兴趣，安排幼儿观看舞蹈相关的视频。积木构建活动项

目一旦确定，教师要确保提供丰富的积木材料和宽敞的

场地，以满足整个活动的需求。游戏过程体现自由自

主，充分实现幼儿的自我，团队合作的时候要强调沟通

和协作。同时，教师要通过游戏前的沟通了解幼儿基础

经验，并充分考虑幼儿目前所具备的知识技能，充分利

用目前具备的资源确定幼儿进行建构游戏的主题。只

有教师可以充分考虑幼儿的爱好和需要，营造一个充裕

且宽松的问题游戏情景，才能促进游戏的延续。

（二）科学指导建构游戏，搭建经验桥梁

在进行构建游戏之前，教师要充分考虑幼儿年龄的

特点，深入分析游戏所具备的教学价值和意义，并全面

考虑幼儿在游戏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以此指导游戏的

实施。比如，中班幼儿可以自己选用各种积木材料，和

小伙伴们一起按照提前规划建造某一个主题。在幼儿

进行游戏时，教师要进行适当的干预，干预的时机要通

过具体的观察确定，包括游戏的进度、幼儿之间的对话、

建构中表现出的行为等。因此，教师要对幼儿近期和长

期的培养目标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能了解“阶梯式”游戏

理念，准确把握各个层次的游戏难度，结合幼儿的个体

能力科学指导游戏。这样才能将游戏与经验结合、与生

活结合，突破自我。

（三）渗透科学思维习惯，养成深度学习品质

幼儿园的建构游戏涉及面广（数学、语言、情感、健

康、社会性交往等众多领域），为了保证游戏质量，幼儿通

过自主选择游戏伙伴和制定游戏规则，甚至自制一部分

游戏材料，发挥表征性思维，通过“建筑、场景、关系”深化

幼儿对旁边事物的相关印象。实际上，建构游戏其实就

是高级思维不断突破的过程，这对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思

维能力有一定要求，自身对建构游戏也有科学理解，了

解建构游戏的价值所在。在幼儿游戏的过程中，抓准自

身定位，或教师或玩伴，科学记录和介入幼儿游戏过程

中，帮助幼儿养成深度学习的能力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五、结语

据调查，在三大创造性游戏中幼儿最喜欢的是建构

游戏，幼儿在进行建构游戏的时候，自主性让幼儿可以

动手、动脑、动嘴、动笔，从规划设计到操作再到作品展

示和讲解，其实这就是一次想象和现实的牵手。总之，

只有教师充分利用以积木建构游戏为代表的建构游戏

作为幼儿经验提升媒介，并努力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和

专业能力，才能助力幼儿学会深度思考、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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