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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游戏在幼儿园过渡环节中的应用和实践研究

孙Ǔ珍
中卫市第三幼儿园Ǔ宁夏Ǔ中卫Ǔ755000

摘Ȟ要：本文探讨了民间游戏在幼儿园过渡环节中的应用意义及具体实践。民间游戏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其融入幼儿园过渡环节有助于传承文化、丰富活动内容、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社交能力发展。文章详细分析了民间游

戏在晨间入园、课间过渡、户外活动前后、餐前餐后、午睡前后以及离园前等过渡环节的具体应用策略，并通过实践

案例展示了跳房子、翻花绳、手指谣等游戏在不同环节中的实施效果。这些游戏不仅增强了幼儿的体质和智力，还提

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社交能力，为幼儿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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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间游戏，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

蕴含着深厚的教育智慧与乐趣。随着学前教育理念的不

断革新，如何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融入幼儿园的日常

教学中，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议题。本文深入探索民

间游戏在幼儿园过渡环节中的巧妙运用，旨在为教育工

作者提供新颖的教学思路与实践路径，激发幼儿的学习

兴趣，传承文化精髓，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1��民间游戏在幼儿园过渡环节中的应用意义

1.1  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民间游戏作为传统文化瑰宝，其价值远超娱乐范

畴，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是连接古今的

桥梁。在幼儿园过渡环节巧妙融入民间游戏，不仅增添

活动乐趣，更具深远文化传承意义。幼儿期是认知与情

感发展的关键期，通过参与这些源于生活、蕴含智慧

的游戏，孩子们能在轻松氛围中自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游戏中的故事、角色与规则，生动展现传统文化元

素，激发幼儿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同时，这种融

入增强了幼儿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使他们在模仿学

习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熏陶。这种教育方式触及心

灵，培养文化自信与自觉，成为幼儿未来面对世界的重

要精神支撑。民间游戏的传承，不仅是知识的学习，更

是文化精神的培育。

1.2  丰富幼儿一日活动内容
幼儿园一日活动的规划需紧密贴合幼儿身心发展特

性，确保活动既多样又富有趣味。民间游戏以其丰富多

样的形式，成为充实幼儿日常活动的优选。从益智的猜

谜语、井字棋到锻炼身体的跳绳、踢毽子，这些游戏各

具魅力，能精准对接不同幼儿的兴趣与需求。在课间或

活动转换时，教师引入这些简单易行的民间游戏，不仅

能让幼儿在玩乐中汲取新知，还能极大提升他们的活动

参与度。民间游戏的互动与竞争性，更激发了幼儿的好

胜心与探索欲，使他们沉浸其中，享受成就与快乐，为

全面发展奠定积极心态基础。

1.3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民间游戏在幼儿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不仅

富有趣味性，更是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宝贵资源。

通过跳绳、踢毽子等身体活动类游戏，幼儿得以锻炼体

魄，提升身体协调性与灵活性，同时培养毅力和耐力。

而猜谜语、翻花绳等智力型游戏，则能激发幼儿的思维

活力，锻炼推理与创新能力，助力智力开发。将民间游

戏巧妙融入幼儿园的过渡环节，既能满足幼儿身心发展

的多元化需求，又能为他们营造一个充满乐趣与挑战的

成长环境。这样的教育方式，无疑为幼儿的健康成长提

供了坚实的支撑，让其在游戏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

1.4  培养幼儿的社交能力
民间游戏往往需要多人合作完成，这为幼儿提供了

与他人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幼儿

需要学会与人协商、合作、分享和轮流等社交技能，这

对于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至关重要。通

过参与民间游戏，幼儿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会如

何与他人相处。在游戏中，他们需要相互配合、共同完

成任务，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同

时，游戏中的竞争和合作元素也能够激发幼儿的竞争意

识和合作精神，让他们在竞争中学会尊重他人、在合作

中学会分享和轮流。

2��民间游戏在幼儿园过渡环节中的具体应用

2.1  晨间入园环节
晨间入园是幼儿从家庭环境转向幼儿园环境的第一

个过渡环节，对于幼儿来说，这一环节往往伴随着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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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园焦虑[1]。为了缓解幼儿的焦虑情绪，教师可以巧妙

地利用民间游戏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为他们营造一个

轻松愉快的入园氛围。例如，“拍手歌”作为一种节奏

明快、歌词生动的民间游戏，不仅能让幼儿在拍手的过

程中感受到节奏的魅力，还能通过歌词内容引发他们的

共鸣，从而迅速融入集体环境。同时，“找朋友”游戏

则通过让幼儿在寻找伙伴的过程中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

谊，为他们一天的学习和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些民

间游戏的应用，不仅有助于缓解幼儿的入园焦虑，还能

激发他们对幼儿园生活的兴趣和期待。

2.2  课间过渡环节
课间过渡环节是幼儿从一种活动转向另一种活动的

短暂时间，但这一环节对于幼儿注意力的转移和情绪的

调整至关重要。为了有效利用这一环节，教师可以借

助民间游戏进行过渡，使幼儿能够迅速进入下一种活动

状态。例如，“猜谜语”游戏通过提出富有挑战性和趣

味性的谜语，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下一节课

的学习做好心理准备。而“手指谣”则通过手指动作的

变换和歌词的吟唱，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放松心

情，调整状态，为接下来的活动做好身体和心理上的准

备。这些民间游戏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幼儿注意力的快

速转移，还能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2.3  户外活动前后的过渡环节
户外活动是幼儿园一日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对于幼儿身体素质的提高和心理健康的维护具有积极作

用。在户外活动前后的过渡环节中，教师可以利用民

间游戏进行热身和放松，以确保幼儿能够安全、愉快地

进行户外活动。例如，在户外活动前，教师可以组织幼

儿进行“跳房子”和“踢毽子”等民间游戏。这些游戏

不仅能让幼儿在跳跃和踢毽子的过程中锻炼身体，提高

身体协调性，还能通过游戏的趣味性激发他们的参与热

情。而在户外活动后，教师可以组织幼儿进行“丢手

绢”和“老鹰捉小鸡”等民间游戏。这些游戏则能让幼

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放松身心，减少运动后的疲劳

感，为他们接下来的学习和生活做好准备。

2.4  餐前餐后过渡环节
餐前餐后过渡环节是幼儿进行饮食活动的重要时

段，它对于幼儿饮食习惯的培养和健康教育的实施具有

重要影响。在这个环节中，教师可以利用民间游戏进行

饮食教育和健康教育，以提高幼儿的饮食兴趣和健康意

识。例如，在餐前，教师可以组织幼儿进行“念童谣”

和“唱歌谣”等民间游戏。这些游戏通过有趣的歌词和

旋律，不仅能让幼儿在欣赏和吟唱的过程中提高食欲，

还能通过歌词内容传递健康饮食的理念。而在餐后，教

师可以组织幼儿进行“安静游戏”和“拼图游戏”等民

间游戏。这些游戏则能让幼儿在安静、专注的氛围中促

进消化和吸收，同时培养他们的耐心和细致品质。

2.5  午睡前后过渡环节
午睡是幼儿园一日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它对于幼儿

体力和精力的恢复具有关键作用。在午睡前后的过渡环

节中，教师可以利用民间游戏进行情绪安抚和入睡引

导，以确保幼儿能够安心入睡并快速恢复活力[2]。例如，

在午睡前，教师可以选择一些节奏平缓、内容温馨的童

谣，带领幼儿一起念唱。童谣的韵律和节奏有助于幼儿

放松心情，同时童谣的内容也能传递正能量和美好的情

感。而在午睡后，教师可以组织幼儿进行“醒脑游戏”

和“手指操”等民间游戏。这些游戏则能让幼儿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清醒头脑，恢复活力，为他们接下来的学

习和生活做好充分准备。

2.6  离园前过渡环节
离园前过渡环节是幼儿一天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它

对于幼儿一天学习内容的回顾和总结具有重要意义。在

这个环节中，教师可以利用民间游戏进行回顾和总结，

以帮助幼儿巩固一天的学习内容并提高他们的记忆力

和表达能力。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幼儿进行“回忆游

戏”，通过提问和讨论的方式引导幼儿回顾一天中的活

动经历和学习内容。这种游戏不仅能让幼儿在回忆的过

程中巩固记忆，还能通过讨论和交流提高他们的表达能

力。同时，“手指游戏”则通过手指动作的变换和歌词

的吟唱，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放松心情，结束一

天的幼儿园生活。这些民间游戏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幼

儿对一天学习内容的回顾和总结，还能为他们带来愉快

的离园体验。

3��民间游戏在幼儿园过渡环节中的实践案例

3.1  跳房子游戏在户外活动前的应用
在幼儿园户外活动中，教师充分利用户外活动前的

过渡环节，组织幼儿进行跳房子游戏，以此作为热身活

动。游戏开始前，教师首先向幼儿详细介绍跳房子的玩

法和规则：在地面上用粉笔画出不同形状的格子，这些

格子可以是简单的直线型、方形，也可以是复杂的几何

图形，以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幼儿需要按照规

则，单脚或双脚交替跳跃，按照顺序跳过每个格子，不

能踩到线。这一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幼儿掌握正确

的跳跃技巧，还要强调游戏规则的重要性，培养他们的

规则意识。教师还引导幼儿一起讨论如何画出漂亮的跳

房子格子，激发幼儿的参与热情。幼儿们分组合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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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责画格子，有的负责监督是否画得规范，还有的负

责寻找合适的游戏地点。这种分工合作的方式，不仅锻

炼了幼儿的动手能力，还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画好格子后，教师组织幼儿依次进行跳房子游戏。在游

戏过程中，幼儿们积极参与，他们跳跃、转身，动作敏

捷，笑声不断。通过这个游戏，幼儿的身体素质得到了

锻炼，协调性和平衡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同时，他们

在游戏中学会了遵守规则、尊重他人，为接下来的户外

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3.2  猜谜语游戏在课间过渡中的应用
在幼儿园课间过渡环节，教师可以选择猜谜语游戏

进行过渡。教师提前准备一些与幼儿生活密切相关且趣

味性十足的谜语，如“弯弯藤儿架上爬，串串珍珠上边

挂（打一水果）”。游戏开始前，教师耐心地向幼儿们

介绍猜谜语的玩法和规则，确保每位小朋友都能明确游

戏的目的和方式。随着教师缓缓念出谜面，幼儿们的小

手纷纷举起，眼睛里闪烁着期待与兴奋的光芒。他们积

极思考，争相回答问题，整个教室充满了浓厚的参与氛

围。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们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

炼。有的幼儿思维敏捷，仿佛天生就是小侦探，能够迅

速捕捉到谜面中的关键信息，准确猜出答案；而有的幼

儿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联想，但正是在这样的

过程中，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

其他幼儿的启发和帮助下，这些孩子也能逐渐找到正确

的答案，体验到成功的喜悦。猜谜语游戏不仅让幼儿们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锻炼了思维能力和想象力，还极大

地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通过这个游戏，幼儿们对未

知世界的好奇心被进一步点燃，他们更加期待下一节课

的学习内容，为接下来的学习活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样的课间过渡环节，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无缝衔接

的目标。

3.3  手指谣游戏在餐前过渡中的应用
在幼儿园餐前过渡环节，教师选择手指谣游戏进行

饮食教育。教师先向幼儿介绍手指谣的玩法和规则，然

后进行示范与饮食相关的手指谣：“十个小手指，来

玩开饭啦。大拇指捏小勺，二拇指端饭碗，三拇指向嘴

巴，四拇指夹青菜，小拇指送米饭，大家吃得香。”这

首手指谣不仅旋律优美、节奏明快，还融入了饮食教育

的元素，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会正确的用餐姿势和方法。

教师一边念儿歌，一边做出相应的手指动作。随后，教

师带领幼儿一起做手指谣，幼儿们跟着教师的节奏，认

真地活动着手指。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们不仅享受到了

游戏的乐趣，还对用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通过模

仿教师的动作和节奏，学会了如何正确使用餐具、如何

夹取食物等基本的用餐技能[3]。同时，手指谣游戏还培

养了幼儿的节奏感和协调能力，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手指谣游戏还具有重要的教育意

义。通过游戏，幼儿们能够认识到食物的重要性和多样

性，学会珍惜粮食、不挑食的好习惯。这种寓教于乐的

方式不仅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了饮食教育，

还培养了他们的良好饮食习惯和道德品质。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间游戏在幼儿园过渡环节的巧妙运

用，展现了其独特的教育魅力与深远价值。它不仅成为

传承文化的重要桥梁，更丰富了幼儿的学习生活，促进

了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及社交能力的提升。展望未来，

我们应持续探索民间游戏的教育潜力，创新应用方式，

为孩子们打造一个更加多彩、富有教育意义的学习环

境，助力他们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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