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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游戏是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教育环节，而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对于幼儿的社

会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及其教育的研究，旨在探讨如何更好地培

养幼儿在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以促进其全面发展。文章首先分析了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的内涵、

特点和类型，其次探讨了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教育的重要性，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教育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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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s games are an essential part of kindergarten’s daily life, and the social behaviors in chil-
dren’s gam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tudy of chil-
dren’s social behavior in games and its educ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to better cultivate 
children’s social behavior in games so as to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social behavior in children’s games, then dis-
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behavior education in children’s game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argeted education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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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幼儿游戏是幼儿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关键途径。幼儿阶段是社会性发展的

重要时期，幼儿期是人的个性初具雏形的时期[1]。在游戏中，幼儿通过与其他幼儿互动、沟通、合作、

分享等行为，逐渐学会与他人相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幼儿游戏不仅是幼儿学习和社会化的手段，

也是他们认识世界、发展自我的重要手段。而幼儿游戏主要在促进社会技能、培养情感和道德观念、增

强自我认知等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对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2. 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概述 

2.1. 社会性行为的内涵 

由于研究目的和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不同学者对社会性行为内涵的理解尽管存在差异，但总体

上对其界定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较为广泛使用的是庞丽娟等人对社会性行为做出的概念界定，社会行为

是指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人、事、物的一系列态度和行为反应[2]。李雪莲提出，社会性行

为是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对他人或某一事件表现出的态度、言语和行为反应。它在交往中产生，并指向交

往中的另一方[3]。阮爱新则认为，幼儿社会性行为是指幼儿在各种社会环境下的个体行为，是社会认知

的外部表现；幼儿社会性行为发展主要指幼儿在社会化过程中自主行为、社交行为、学习行为、创新行

为及抗挫行为的发展[4]。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性行为也就是具体的交往行为，人们通过社会性

行为实现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从社会性行为的具体表现出发，社会性行为是指个体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

所表现出的行为，包括合作、沟通、分享、解决冲突等。在幼儿游戏中，社会性行为则表现为幼儿与同伴

之间的互动、合作、沟通、分享等行为。 
依据社会性行为的内涵来看，3~6 岁幼儿的社会性行为并不是天生具有的，也并非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变化，而是需要后天的教育和培养。邹畅提出，人们通过社会性行为来实现与他人的相互交往。幼儿

期是社会性行为发展的关键，幼儿的社会性是在交往和游戏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5]。儿童从出生后便处

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之中。当他开始对母亲的爱抚报以微笑或动作时社会性行为就表现出来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生活范围日益扩大社会经验日益增多，其社会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6]。 

2.2. 幼儿社会性行为的特点 

张国敏认为，社会性行为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好促进社会性行为的有效性，因

此，我们需要把握社会性行为主要特征，即主体的广泛性、对象的特殊性、种类的多样性、价值的双重

性、结果的既定性、影响的差异性、模式的稳定性、监管的可行性[7]。 
幼儿社会性行为的特征较为简单，可以简单概括为三大点，分别是互动性、合作性、沟通性。孙炜

炜提出社会性行为表现在人与社会的交往中，可以是对某人，也可以是对某事[8]。互动性是指幼儿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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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社会性行为是在与同伴互动中产生的，需要幼儿主动参与和积极表达，并和同伴进行互动和交流。

在互动的过程中，可以逐渐发展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而合作性是指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往往需要

幼儿与其他幼儿共同合作完成，才能达成游戏的目的。幼儿游戏大多属于合作游戏，需要两人或两人以

上的幼儿参与其中。沟通性则是指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需要幼儿与同伴进行有效的沟通，提高幼儿

的沟通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在游戏的过程中，在开始游戏、参与游戏以及结束游戏这些环节中，幼儿

需要和同伴进行沟通协商，才能采取双方达成一致的协商规则。 

2.3. 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的类型 

依据社会性行为产生的动机和目的，大多数的学者将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类型可以分为亲社会

行为和反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指符合社会要求与期望，对他人或群体有正面积极作用的行为，包括：

谦让、帮助、合作三个维度[9]。简而言之，就是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行为。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主

要表现为同情、关心、帮助、抚慰和援助。幼儿期是培养亲社会行为态度和行为的最佳阶段[10]。幼儿亲

社会行为是其良好品德形成的基础[11]。反社会行为指不符合社会要求与期望，不利于良好人际关系发展

的行为，包括：推打、抢夺、违规三个维度。其中，在学前期儿童出现最多、最具有代表性的反社会性行

为就是幼儿的攻击性行为，如打人、骂人等。 

3. 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教育的重要性 

3.1. 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是幼儿社会性学习的主要内容，也是其社会性和个性发展的基本途径。幼儿游

戏中的社会性行为教育有助于幼儿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合作精神，提高沟通能力，增强解决问题

的能力，促进自我认知和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在合作游戏当中，需要幼儿去处理自已与同伴的关系。

在游戏进行的过程中，幼儿需要独立地去和自已的同伴进行沟通，商量游戏的规则、发布任务和完成游

戏。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幼儿都是在处理自已与幼儿园的社会关系的问题。通过各种类型的游戏，幼儿

的社会性行为可以得到有效的发展，幼儿能够在游戏的规则当中，学会独立地解决问题，不断地在处理

人际关系的过程中发展自已的社会交往能力。同时，通过游戏，幼儿可以探索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从而

增强自我意识。他们学习如何设定目标，如何面对挑战，以及如何从错误中学习。游戏中的规则和合作

可以帮助幼儿理解公平、正义和道德的重要性，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3.2. 培养幼儿良好品德 

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教育有助于幼儿学会尊重他人，学会分享、互助、团结等良好品德，培养

幼儿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在体育游戏中，大多数需要幼儿互相协作，从而去合力完成游戏任务，

逐渐地培养幼儿分享、互助和团结等良好品质。游戏能够激发幼儿对运动的兴趣，通过简单的体育活动，

比如基本的走、跑、跳、投等，可以让幼儿亲身体验和参与投入，以进一步培养幼儿的主动性和参与性。

体育游戏不仅对促进幼儿身体发育有很大的益处，而且还能够提高幼儿的认知能力、社交能力、观察力

和意志力，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幼儿在参与到体育游戏时，通过身体上的锻炼，不断地去培养幼儿

的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以及主动、乐观、合作的态度。在集体活动中，幼儿之间不断地互

动，幼儿能够在其中学会如何与他人合作和交流。总之，游戏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幼儿学习如何与他人

合作、分享、互助和团结。 

3.3. 促进幼儿认知发展 

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教育有助于幼儿在游戏中学习社会规则，提高幼儿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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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幼儿认知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它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幼儿的大脑发展和认知能力的提升。通

过角色扮演游戏，幼儿可以学习新词汇和语言结构。例如，孩子们在玩“超市”或“医生”的角色扮演

时，会学习到与这些场景相关的词汇。拼图游戏和积木游戏要求幼儿识别形状、大小和空间关系，从而

锻炼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孩子需要找到正确的积木来完成一个结构，这需要逻辑思考和空间推

理。记忆游戏，如“记忆配对”，要求幼儿记住不同卡片的位置，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短期记忆能力。计

数和简单的算术可以帮助幼儿理解数字和基本的数学运算。 
团队游戏和合作游戏教会幼儿如何与他人交流和合作。例如，在团队接力赛中，孩子们需要学会轮

流和等待，以及如何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创造性游戏，如绘画、音乐或自由玩耍，鼓励幼儿发挥想

象力，创造自己的故事和角色。游戏还可以帮助幼儿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例如，在玩棋类

游戏时，孩子们可能需要学会接受失败和挫折。手工艺术和串珠游戏等活动可以提高幼儿的手眼协调能

力和精细动作技能。游戏不仅仅是娱乐，它们是幼儿认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游戏，孩子们能够

在一个安全和支持性的环境中探索世界，学习新技能，并发展他们的认知能力。 

4. 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教育策略 

4.1. 创设丰富多样的游戏环境 

教师应为幼儿提供丰富多样的游戏材料和环境，鼓励幼儿与其他幼儿互动，增加合作和沟通的机会。

幼儿在游戏过程中，通过与环境、与他人的互动，能够有效发展其社会性行为。提供多样化的游戏环境

能够激发幼儿的游戏兴趣，促进幼儿与同伴一起玩耍，共同完成任务。丰富多样的游戏环境能够激发幼

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他们在假想的游戏场景中自由探索和创新，这对于幼儿的个性发展和创新精神

的培养至关重要。例如，在体育游戏中，教师根据游戏内容布置丰富多样的游戏场景，提供真实新颖、

有趣多样的游戏材料，以此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通过对游戏环境的创设，使幼儿置身在体育竞技的背

景下，促进幼儿与同伴之间的良性互动。 
3~5 岁小中班幼儿年龄小，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善，注意力保持时间较短，具有好动、好模仿的特点，

而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因此，为了更好地通过游戏环境促进 3~5 岁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教师和家长

应为 3~5 岁幼儿提供多样化的游戏材料，包括各种玩具、道具和装饰品，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和好奇心，

以满足幼儿不同的游戏需求。其中，小班幼儿受年龄较小、社会交往经验不足、忙于适应集体生活等种

种因素的限制，在游戏中难以全身心地投入，无法在游戏中形成与同伴间的有效互动[12]。教师应利用语

言引导、行为示范等让幼儿在游戏中表现出亲社会行为。进入大班后，大班的幼儿开始能够自已处理与

同伴之间的关系。因此，针对 5~6 岁的幼儿，教师可以通过小组游戏和合作游戏，促进幼儿之间的交流

和合作。在幼儿游戏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游戏开展的情况提供适当的指导，帮助他们解决游戏中遇到的

困难。 

4.2. 引导幼儿学习社会性规则 

4.2.1. 创设丰富多样的游戏环境 
在游戏中引导幼儿学习分享、轮流、互助等社会性规则，让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这些规则的重要性

[13]。在幼儿游戏中引导幼儿学习社会性规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成人的耐心和智慧。首先，成

人需要向幼儿明确游戏中的规则，并解释这些规则的重要性。例如，玩“红灯停，绿灯行”的游戏时，可

以解释交通规则的重要性，以及不遵守规则可能带来的后果。成人应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示范如何遵守

规则。在游戏过程中，成人可以参与游戏，展示如何按照规则进行游戏，让幼儿通过观察学习。在游戏

过程中，当幼儿违反规则时，成人应及时提醒和指导。例如，幼儿在玩“跳房子”游戏时不按顺序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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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适时指出规则，并引导幼儿按照规则进行。 
随着 5~6 岁大班幼儿对规则的逐渐理解和掌握，成人可以鼓励幼儿自我监督，互相提醒遵守规则。

这样可以增强幼儿的规则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角色游戏是幼儿通过扮演角色，运用模仿和想象，创造

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游戏，它为幼儿提供了发展社会交往能力的机会和环境，对于幼儿的社会性发

展起着重要作用[14]。通过角色扮演游戏，让幼儿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学习相应的社会规则。例如，扮

演“医生和病人”时，可以学习医院的规则。扮演“警察和小偷”时，可以学习法律的规则。在游戏结束

后，成人可以和幼儿一起讨论游戏中的规则，让幼儿表达他们对规则的理解和感受，以及遵守规则的重

要性。当幼儿遵守规则时，成人应及时给予肯定和奖励，增强幼儿遵守规则的积极行为。根据游戏的内

容和目标，创设相应的情境，让幼儿在真实的游戏体验中学习社会性规则。通过这些方法，大班幼儿在

游戏中可以逐渐学习并理解社会性规则，为他们将来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打下良好的基础。 

4.2.2. 培养幼儿解决冲突的能力 
帮助幼儿学习解决冲突的方法，如沟通、协商、妥协等，提高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在游戏中

培养幼儿解决冲突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教师应该教授幼儿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以及

如何倾听他人的观点。这包括使用“我”语句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指责他人。例如，通过角色扮演

游戏，让幼儿模拟不同的冲突情境，并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让幼儿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

练习解决冲突的技巧。在游戏结束后，成人可以和幼儿一起讨论游戏中的冲突，让幼儿分享他们是如何

尝试解决这些冲突的，以及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方法无效。同时，在游戏过程中，幼儿可能会遇到冲突

或分歧。面对这些情况，他们需要学会如何处理冲突，如何妥协和解决问题，这些都是重要的社会技能。

幼儿教师应学会教给幼儿一些基本的解决冲突的策略，如轮流玩、分享玩具、寻找共同点等。 
合作性棋类游戏是棋类游戏的一种特殊形态，与竞争性棋类游戏不同，它要求幼儿在游戏中互助合

作而非对抗竞争，以共同取得游戏胜利，这种强调团队合作的游戏形态正迎合了当今时代对幼儿社会能

力培养的要求[15]。在合作性游戏中，能够教会幼儿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及如何在冷静的状态下解决

问题。通过游戏和故事，让幼儿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在游戏开始前，

设定明确的规则，并确保所有幼儿都理解这些规则。这有助于减少冲突的发生。当幼儿遇到冲突时，成

人应该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帮助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在游戏中的冲突体验，幼儿可以在

游戏中学习并练习解决冲突的技巧，为他们将来在社会中更好地与他人相处打下坚实的基础。 

5. 结论 

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教育对于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创设丰富多样的游戏环境，

引导幼儿学习社会性规则、教育幼儿尊重他人、培养幼儿解决冲突的能力等，有助于幼儿在游戏中培养

良好的亲社会性行为，为他们未来的社会性发展奠定基础。幼儿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教育对幼儿全面发

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游戏是幼儿学习和发展的自然方式，通过游戏，幼儿能够实践和内化各种社会

性行为，这对于他们的情感、认知、语言和身体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游戏中，幼儿学习如何表达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如何理解和尊重他人的感受。通过与同伴的互动，

建立起同理心和友谊，这些都是情感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游戏中的社会互动可以促进幼儿的思

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角色扮演游戏可以帮助幼儿理解不同的社会角色和规则，而策略游戏则可

以锻炼他们的计划和决策能力。游戏通常涉及大量的交流和对话，这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语言学习机会。

在游戏中，幼儿学习如何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如何倾听和理解他人的话语，以及如何通过语言

来协调和解决游戏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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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游戏中的社会性行为教育不仅帮助幼儿在多个发展领域取得进步，而且为他们提供了成为一

个有能力的、自信的和负责任的个体所需的基本技能。通过游戏，幼儿能够在快乐和积极的环境中学习

如何与他人良好相处，这对他们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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