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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角色性主题游戏课程的理论与实践》(作者于渊莘)一书，是北京市朝阳区劲松第一幼儿园课程建设
的阶陵性成果，也是我园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朱旭东教授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方法探究
获得的成果之一。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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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渊莘，中学高级教师，北京市优秀工作者，北京市辛勤育苗先进工作者。
自1996年起任北京市朝阳区劲松第一幼儿园园长以来，始终坚持以科研为导向，以科研促保教质量提
升和人才培养，培养了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和区级骨干教师近20名，建立了极具特色的以角色游
戏为基本活动的幼儿园主题课程，把游戏的核心目标落实在幼儿愉快的角色体验和幼儿主动获得学习
经验的游戏过程中，受到了专家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幼儿园也先后获得了北京市示范幼儿园、北京市
辛勤育苗先进单位、北京市学前教育先锋幼儿园、朝阳区人才培养先进单位、朝阳区教育科研先进单
位、朝阳区园本课程建设先进单位等数十项集体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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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幼儿的亲社会行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去中
心化”，即幼儿不再“以自我为中心”，逐渐学会理解他人的观点和情感；二是学会理解和遵守社会
要求、社会规则和社会行为规范等。
 首先，角色性主题游戏课程是帮助幼儿“去中心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皮亚杰认为，非常年幼的儿童比较自我中心，既不愿也不能意识到同伴的观点、意图、需要和感情。
幼儿心理发展的这种局限，使得他们在认识和适应外部世界时，总是不自觉地从自身出发考虑问题，
不懂得体贴和理解他人，更不会合作或分享。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让儿童学会从他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而幼儿角色性主题游戏课程正好为幼儿摆脱自我中心主义、发展从他人角度看问题的能力提供了重要
途径。
因为角色性主题游戏要求幼儿模拟社会中的某些角色，当幼儿扮演某一角色时，就必须以角色的身份
出现，模拟角色的态度、言行举止等，从角色的角度去看问题，并观察、理解与体验角色的情感。
例如当儿童扮演营业员时要用热情友好的态度对待顾客，扮演医生时要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病人，
扮演妈妈时要会关心自己的孩子，家里来客人时要热情接待客人。
这样，在角色性主题游戏中，幼儿可以比较自然地学会改变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尝试从他人的角度行
事和看待问题，在此过程中逐渐克服自我中心，提高亲社会的能力。
 其次，角色性主题游戏课程有助于幼儿理解社会规则的意义，掌握社会道德行为规范。
儿童的社会行为规范，首先来自家长、幼儿园，来自现实社会生活。
这种过程对儿童来说仅仅是一种感受，而角色性主题游戏课程则是让幼儿把这种感受变成自己参与其
间的活生生的“实践”。
在角色性主题游戏中，幼儿为了尽可能地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演好，就必然会努力遵守游戏的规则，
即按角色应有的态度、言行举止等的要求去行动和做事，态度、言行举止等符合社会行为准则的要求
。
如在“照相馆”游戏中，摄影师先告诉客人去交费，然后让客人坐下，给客人化妆打扮，在摄影时告
诉客人如何摆姿势，还让客人笑一笑等。
此外，角色游戏还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如“妈妈”或“奶奶”带“孩子”过马路时必须走人行横道；
玩“木头人”“冰棍”时，必须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在扮演角色、模仿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准则时，幼儿逐渐理解角色的社会规范与社会期望，努力按
社会认可的方式去行动。
“人是借助模仿来学习他最早的功课的。
”幼儿在活动中的模仿和练习可以缩短幼儿掌握道德规范的过程，有利于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并掌握道
德行为规范。
 四、促进幼儿责任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良好的责任心是人们社会合作精神的体现。
责任意识体现在幼儿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洗完手是否记得关水龙头，区域活动后是否把玩具放
回原来的地方，当值日生时是否完成了值日任务等。
同样，在角色性主题游戏中，幼儿的责任意识显得尤其重要，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游戏的正常开展，而
幼儿的责任意识也在角色性主题游戏中不断得到加强。
例如在“银行”游戏中扮演收银员的幼儿，常常会坐不住，跑开去玩其他游戏，或是应付了事，有顾
客来领钱就胡乱抓一把给他，不能按照要求付相应的数额，这样就可能受到其他小朋友的批评。
玩“邮局”游戏时，充当邮递员的幼儿要把信送到收信人的手里，否则就不能进行这个游戏，或被认
为不称职。
玩“娃娃家”游戏时，爸爸、妈妈、爷爷和奶奶都应该互相照顾⋯⋯这样，孩子们通过在一次次角色
性主题游戏中对角色的扮演和自身体验，通过自己或失败或成功的经验，获得对角色的认识和理解，
意识到承担角色责任的重要意义，从而发展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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