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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宇佳 李香玲 混龄游戏中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支持策略

空间，让幼儿能创造性地游戏，引导幼儿积极主动地

参与游戏，也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方式为幼儿提供个性

化的支持。混龄游戏为幼儿提供更为自主的机会，但

并不是放任幼儿自行游戏，也不是对幼儿进行绝对管

控。教师作为幼儿游戏的观察者、支持者、引导者，

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扮演好自身的角色，观察幼

儿在游戏中的状态，适时介入，给予引导，推动游戏

的发展。

在混龄游戏中，教师应科学、有效地引导幼儿，

为幼儿提供支持和帮助，促进幼儿的学习与发展。例

如在混龄游戏中，小班幼儿由于缺少生活经验，面对

不熟悉的哥哥姐姐可能会产生胆怯心理，这时教师一

个鼓励的眼神或一句支持的话语都可以帮助幼儿尽快

适应游戏环境。幼儿之间出现交流不畅或游戏遇到困

难、矛盾时，可以协商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教师应

及时介入帮助幼儿解决矛盾，以保证游戏能够顺利地

进行。当年龄较小的幼儿在游戏中遇到困难时，教师

可以引导幼儿去向年龄较大的幼儿寻求帮助。相对于

小班的幼儿而言，大班的幼儿有了一定的逻辑思维能

力和分析判断能力，既可以帮助年龄较小的幼儿解决

问题，又可以发挥榜样示范的作用。

（五）重视对混龄游戏的评价

对混龄游戏的评价是重要的环节，评价能为幼儿

的混龄游戏提供启发和思考，能够发现问题，及时改

进，提高混龄游戏的质量。评价可以拓展混龄游戏主

题，丰富幼儿混龄游戏中的学习经验，提高幼儿的混

龄游戏水平。

评价不仅仅在混龄游戏结束后，而应贯穿整个混

龄游戏。游戏前，要有诊断性评价，考虑本班幼儿的

年龄特征和已有经验，创设适宜的游戏情境，投放相

关的游戏材料，为幼儿游戏提供有利条件。混龄游戏

过程中，评价时应关注幼儿游戏的情况，支持幼儿自

主选择同伴、材料和玩法，肯定幼儿合理的做法，认

真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行为表现并进行记录，在观察

的基础上进行判断，了解幼儿游戏的兴趣和需要，发

现游戏中幼儿遇到的问题、困惑等，提供有针对性的

支持，也可以采用提问、讨论等方式，一起想办法解

决问题，使幼儿在游戏中提高交往、解决问题等方面

的能力。混龄游戏结束后可以总结游戏的情况、幼儿

在游戏中的学习和具体行为表现，例如幼儿是否遵守

规则、专注性、主动性、交往能力、合作行为等方面，

对在混龄游戏中幼儿出现的助人、谦让、分享、合作

等亲社会行为予以表扬，这样有助于幼儿出现更多的

良好社会行为，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混龄游戏中，幼儿是主动的参与者，也是评价的

主体。应提供机会让幼儿进行自评，让幼儿分享自己

运用材料的想法，以及在游戏中的进步、感受与体验，

对自己在混龄游戏活动中的表现、收获等进行评价。

也可让幼儿互评，增强幼儿之间的交往和互动，从而

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混龄游戏水平。在混龄游戏评价

中，不仅关注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而且还要提供材

料、经验等方面的支持，促进幼儿的深度学习；不仅

关注幼儿在游戏过程中的体验，而且还要关注游戏是

否促进幼儿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坚持发展性评价理

念，发挥评价促进发展的功能，考虑幼儿个体在水平

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注重纵向评价，促进幼儿个性

化发展，促进每一名幼儿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

一步发展。

总之，混龄游戏打破幼儿年龄和班级的限制，为

同伴交往提供更丰富和适宜的环境，不仅能促进幼儿的

社会性发展，而且能促进幼儿的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发

展。对于幼儿而言，社会性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幼儿社

会性发展影响其心理健康和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开展混

龄游戏能有效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幼儿园、教师、家

长都应该充分认识到混龄游戏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

价值，积极采取措施，为幼儿提供更多的混龄游戏时

间、空间、设施和材料。家庭应主动创造机会，让孩子

和其他年龄的孩子一起游戏。幼儿园应多开展混龄游

戏，在选择游戏设施、游戏类型时，应考虑满足不同年

龄幼儿的需求，以便不同年龄幼儿在一起游戏。在游戏

中教师要观察，给予适时、适宜的指导，使幼儿在混龄

游戏中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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