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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木游戏是幼儿园最常见也是幼儿最喜爱的游戏之一，对幼儿身体动作、认知、社会性等的发展具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教师关于积木游戏的支持策略有助于提高幼儿的积木建构水平，保障积木游戏的顺利开

展。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教师对积木游戏的支持策略：1) 在积木游戏开展之

前，教师可提前做好游戏规划和游戏分组，帮助幼儿明确活动目标和具体的建构计划，讲解示范建构过

程等；2) 在积木游戏开展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幼儿对自身搭建过程进行监控、调节，通过言语指导启发

幼儿自己解决问题；3) 在积木游戏结束后，教师应该注重对幼儿建构过程与作品的评价，同时引导幼儿

进行自我评价。对于积木活动支持策略的综述有利于一线教师和其他研究者的理解与借鉴，有效促进幼

儿建构水平的发展。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检验相关支持策略的有效性，深入探讨各支持策略中幼儿建构

水平的实际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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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block plays are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lays in kindergartens and play a ver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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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body movements, cognition and sociality. Teachers’ supporting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block plays help to improve children’s construction level of building blocks 
and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building block play. This study summarizes teachers’ sup-
porting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block plays from three aspects: 1) Before building block plays are 
started, teachers can make game planning and game grouping well in advance to help children de-
fine their activity goals and specific construction plans, and explain the demonstration construction 
process, etc. 2)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block plays, teachers should guide children to monitor 
and adjust their own building process, and inspire children to solve their own problems through 
verbal guidance; 3) After building block plays are over, teachers should evaluate children’s con-
struction process and works, and guide children to make self-evaluation. The summary of building 
block play’s supporting strategies is helpful for front-line teachers and other researchers to un-
derstand and learn from,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onstruction level. 
Future researches can confirm the effectiveness of relevant supporting strategies and explore the 
actu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ldren’s construc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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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积木游戏是幼儿以积木为物质条件开展的象征性的建构游戏活动，是幼儿园最常见的游戏之一，深

受幼儿喜爱[1]。 
研究表明积木游戏对幼儿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一，积木游戏有助于幼儿数学技能和问题

解决能力的发展。与积木接触可以为幼儿提供理解、推理空间概念和物体物理特性的机会，有利于幼儿

空间推理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2] [3] [4]。第二，积木活动有助于幼儿言语的发展。积木游戏具有

社会性质，有利于幼儿分享游戏，从而给孩子一个与同龄人交流思想、一起工作的机会。研究表明，在

教室的建构区中，幼儿与同伴会进行复杂的语言互动[5]。第三，积木活动有利于幼儿社会性的发展。幼

儿可以在积木游戏提供的环境中通过与积木、同伴的互动来学习各种技能，有利于提高幼儿的合作能力

[4]。 
而幼儿的积木建构水平可以集中反映幼儿的积木游戏水平。积木建构水平是指幼儿使用单元积木在

建构过程中利用搭建技能水平，以幼儿积木作品所显示出的最高搭建技能水平为准[6]。 
许多证据表明教师关于幼儿积木活动的支持策略能够改善幼儿的积木建构水平。例如，白雪(2018)

发现有关场地、时间、情感等的支持策略可以使幼儿的建构更具目的性、建构的事物更形象内容更丰富

[7]；张竹香(2013)侧重探究了两种干预方式：教师引导积木活动(诊断缺失干预)和幼儿围绕自身兴趣开展

积木活动(追随兴趣干预)对于幼儿积木技能应用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诊断缺失型干预可明显提高架空、

实心搭层水平的幼儿的积木技能应用水平，而追随兴趣型干预只能显著提高架空阶段幼儿的积木技能应

用水平[8]；陈馨(2018)根据幼儿积木活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设计出的干预方案可以促进幼儿积木建构技

能与结构平衡性的发展[9]；Barton，Ledford 和 Zimmerman 等(2018)在小组教学环境中利用偶然模仿和游

戏扩展(Play Expansions)，并提供视觉和言语提示可以提高幼儿积木游戏的复杂性与参与性等等[10]。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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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研究者开始关注积木游戏的支持策略，但各研究的侧重不同，支持策略不够系统，关于积木游戏的支

持策略的相关综述也不成体系，需要进一步整合梳理。 
基于这种情况，笔者希望通过整理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归纳总结出幼儿积木游戏的支持策略，丰

富幼儿积木游戏教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分析归纳幼儿建构水平的影响因素以及具体有效的幼儿积木游戏

的支持策略，更加方便一线教师与其他研究者的借鉴使用。 
整理分析相关文献笔者发现，教师支持策略的作用实质上是在帮助幼儿实现有效的元认知监控。元

认知监控是指个体在进行认知活动的全过程中，将自己正在进行的意识活动作为意识对象，不断对其进

行积极的监视、控制和调节[11]。研究者一般从认知活动的阶段来研究元认知监控：在认知活动开始前，

元认知监控帮助幼儿决定认知目标、制定计划、挑选策略，想象各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预测其有效性；

在认知过程中，帮助幼儿根据认知目标及时评价认知活动，找出认知偏差，及时调整策略或修正目标；

在认知活动结束时，帮助幼儿评价认知结果，若发现问题，则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及时调整认知策略

[11]。许多研究也是从元认知监控的认知阶段来探究幼儿积木游戏的支持策略的，例如陈馨(2018)运用活

动教案的形式促进幼儿建构能力的发展，进而从游戏前的准备、游戏过程中的指导以及游戏结束后的分

享三方面提出有关积木游戏的支持建议[9]。 
为此，本研究结合元认知监控的认知过程，从积木游戏前、中、后三个过程归纳相关的支持策略。 

2. 积木游戏中教师的支持策略 

2.1. 积木游戏开始前教师的支持策略 

2.1.1. 合理设计积木活动的组织形式 
相较于个人的积木游戏，小组合作的组织形式更能促进幼儿之间的讨论，有助于提高幼儿的建构水

平[12]。Cohen 和 Uhry (2007)在观察了单人、两人和多人组幼儿的积木游戏区域时，发现两人组的和多

人组的幼儿讨论的更多，幼儿会经常和同伴讨论目前进行的活动，刚才的操作或者未来的计划。并且，

与同伴一起进行的积木游戏可以提供机会让幼儿和同伴协调行为并建立共同的建构目标，和同伴一起工

作很可能让孩子创造出更复杂的结构[13]。值得一提的是，Ramani，Zippert 和 Pan (2014)的研究发现，相

对于幼儿之间交流的数量，幼儿与同伴交流的质量与其搭建的结构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14]。 

2.1.2. 制定计划 
1) 帮助幼儿建立目标、计划意识 
活动开始前，研究者会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幼儿明确任务目标，建立目标意识。有研究在积木活动开

始之前，鼓励幼儿表达自己对于任务、计划和问题解决的看法[15]；也有研究者以形式丰富、循序渐进的

提示帮助幼儿明确目标与计划，例如 Schmitt 等(2018)的研究在第一、二周向幼儿提供如下提示：今天你

们的任务是搭一条船，该提示简单明了的指明任务目标；第三周、第四周提供有故事的简单提示：想象

这个房间里有一条小河，鸭妈妈和鸭宝宝想过河，他们需要帮助，所以今天你的任务是搭桥帮助他们过

河，该提示将任务目标融入到故事情境中；第五周提供任务目标结构的相关提示：今天你的任务是搭建

一座房子，房子要有四面墙、屋顶、门和房间，该提示的作用在于帮助幼儿将总体目标划分为多个小目

标；第六周的提示是目标结构组成部分的图片：按照图片建两座城堡，还需要有连接城堡的桥、城堡窗

户和地下隧道，这里图片作为一种更高级的提示——视觉提醒也在帮助幼儿建立目标意识[16]。 
2) 帮助幼儿分解活动目标 
教师带领幼儿分解活动目标，目的是为了帮助幼儿制定计划同时降低活动目标的建构难度，细化难

度梯度对于幼儿来说很有必要，尤其是对于那些缺少积木活动经验的幼儿。王秀文(2019)采取将实验班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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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建构技能目标与幼儿园主题相融合的方式，建构目标分解到一系列主题活动中，希望解决二维建构到

三维建构的突破、结构表现、细节表现等幼儿积塑游戏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在《我们的城市》的主题

中，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实地观察当地博物馆，组织师幼集体谈话讨论车的结构，进行美术欣赏活动启发

幼儿对于桥的细节认知，此外还有亲子搜集活动，父母与幼儿一起收集有关建筑、车和桥的图片等[17]。 
3) 帮助幼儿使用自我调节语言建构活动计划 
皮亚杰最早提出自我中心言语这一概念，自我中心言语是语言由社会言语发展为内部言语的过渡阶

段，具体表现为儿童的自言自语。维果茨基认为自我中心言语是帮助儿童解决问题的思维工具。 
目前有国外研究者尝试在活动前帮助幼儿建立自我调节语言(Self-regulatory Speech)，其本质就是利

用幼儿的自我中心言语进行语言式的支架指导，利用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的实际应用支架式教学，

培养幼儿的出声思维，希望幼儿在建构前自己进行活动计划，在建构过程中自己监督、提醒自己，并且

尝试自我指导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幼儿的积木搭建能力。Aziz，Fletcher 和 Bayliss (2015)认为建筑活动有

利于引出计划性和问题解决的语言，所以其每节乐高训练课都鼓励孩子们公开计划，以对话的方式搭建

了幼儿的自我调节语言。在自我调节语言训练中，坚持了维果茨基在最近发展区中搭建支架的主要原则，

当任务受到挑战时提供鼓励和指导，当孩子们分心时帮他们重新集中注意力[15]。 
除上述几点外，也有研究者会运用绘本阅读等比较特殊的形式引导幼儿的积木游戏，通过建筑相关

的绘本，教师为幼儿介绍其中的建筑构造以及造型等，其实质也是在帮助幼儿构建积木游戏的计划框架。

张晓霞(2013)在绘本组中选取建筑绘本，讲述绘本内容传递绘本情境，师幼整理搭建步骤，然后幼儿进行

搭建[6]；邢悦鑫(2018)通过三轮绘本活动从实践层面证实绘本阅读对幼儿建构水平的积极影响，分析了

对于建构活动而言绘本主题的导向作用、绘本的情节的提示作用、绘本图画的直观作用以及绘本文字的

说明作用[18]。 

2.1.3. 设置提醒物 
许多研究会在积木活动开始之前为幼儿设置提醒物，希望幼儿在建构过程中通过提醒物回忆活动目

标以及建构计划。 
1) 设置任务参照物 
设置任务参照物，如任务目标是一座城堡，那么将城堡的实物、实物图片、范例图片等参照物放在

活动区旁，就可以提醒幼儿活动的目标，同时参照物的出现也可以增进幼儿对目标造型的理解，帮助幼

儿构建计划框架。但是不同的参照物其模拟搭建的难度也是不一样的，在模拟不同参照物时，幼儿的整

体模拟搭建水平得分由高到低为：范例、范例照片、实物模型、实物照片[19]。 
2) 设置奖励 
成人的表扬和鼓励可以提高儿童积木游戏的复杂性[20]。奖励或者成人的表扬可以刺激、加强幼儿的

任务、目标意识，而且当幼儿在做与任务不相关的事情或搭建的结构偏离任务目标时，奖励会提醒幼儿

专注于任务目标。Aziz，Fletcher 和 Bayliss (2015)在组织的乐高积木活动时，只要孩子出现关于积木活动

的自我调节语言和口头表达就会得到贴纸奖励[15]。 

2.1.4 教师进行示范搭建 
教师的示范搭建实质是引导幼儿进行观察学习，可以帮助幼儿制定积木搭建的计划框架；细化建构

活动难度梯度；同时示范讲解以目标为导向，也在潜移默化的增强幼儿的目标意识。当幼儿建构过程中

回想起研究者刚才的示范步骤时，可以将自己的搭建过程与研究者的搭建步骤进行对比，帮助幼儿监控

自己的搭建过程，促进幼儿对自我的反思(我搭的怎么样？有没有哪里搭的不符合要求？)，同时也可以作

为提醒幼儿建构任务、建构计划的手段。张晓霞(2013)在活动开始前便会提供范例作品，进行示范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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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讲解搭建步骤，完成示范后幼儿才会开始模拟搭建[7]。 

2.2. 积木游戏过程中教师的支持策略 

2.2.1. 言语指导 
积木建构活动过程中，许多研究者在幼儿搭建遇到困难时会给予言语提示，主要以问题的形式帮助

幼儿，如：“为什么房子会倒呢？”，“我们建房子需要先建哪里？”等，这是幼儿活动难以进行时研

究者、老师最常用的解决方法，既可以帮助幼儿解决建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学习新的建构技能，也可

以引导幼儿进行思考，尝试自己解决问题。 
王秀文(2019)所设计的积塑活动教案就特别重视运用多种言语类型：询问式语言、建议式语言、澄清

式语言、鼓励式语言、邀请式语言、角色式语言、指令式语言，来提高幼儿的建构技能[17]。费广洪等(2012)
将成人提问的模式划分为启发和支配两种，将成人提问的认知水平划分为感知和理解两种。启发提问鼓

励儿童表达自己的想法，提问不指向明确的答案，但能引发儿童进一步探究；支配提问往往可以通过提

问使儿童直接找到答案，指定性非常强；感知提问指向事物的外在属性，回答者可以运用感官找到答案；

理解提问指向于事物的内在属性，回答者需要通过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才能找到答案[21]。 
整理归纳国内外积木建构的相关研究发现，许多研究者最常用的便是启发理解式提问，抽象的理解

提问需要儿童的思考，不能靠简单的感知来解决抽象关系，所以在启发模式下，理解提问的效果要优于

感知提问。但并不是只要用到启发或者理解式提问问题解决的效果就好，在理解提问的基础上，支配和

启发提问对儿童问题解决的影响一致，并无差异[21]，这可能是由于学前儿童的思维主要处于感知水平阶

段，还未完全形成抽象的逻辑认知结构，此时儿童主要依靠感知觉来判断物体的属性，所以要求儿童运

用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找到事物的内在属性存在一定难度，因此启发式提问不能发挥相应的功能。

所以成人的提问方式有时关系到幼儿能否解决问题，需要依据情况合理提问。 

2.2.2. 引导幼儿进行模仿 
在幼儿积木游戏过程中，研究者可以间歇性的模仿幼儿的建构结构，通过言语如“看，我和你一样

也在建房子”等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之后在模拟结构中增加积木扩展建构的结构，如果幼儿进行模仿则

给予描述具体的表扬和奖励，这有助于增强幼儿积木游戏的参与性与复杂性[10]。 

2.2.3. 建构过程中需要即时反馈 
教师在幼儿建构过程中的即时反馈可以帮助幼儿尽快的调整自己的计划和建构结构，使之更符合要

求。 
1) 建构过程中的绩效反馈 
在幼儿园日常活动中，教师对于幼儿表现的反馈评价都是较为直接的，包括幼儿积木游戏支持策略

的相关研究，研究者也都是从正面给予幼儿反馈，比如“你这里做的很好”等，幼儿可以直接根据反馈

调整自己的建构，在 Kamlia, Mark (2018)的研究中将这类反馈统称绩效反馈，即关于任务解决方案是正

确还是不正确的信息[22]。白雪(2018)认为老师对幼儿建构作品的评价不仅可以肯定幼儿所做的努力，鼓

励幼儿继续建构下去，同时在建构过程中老师可以对幼儿的建构提出更高的要求[7]。 
2) 建构过程中的校准反馈 
校准反馈需要提供关于任务执行的正确性以及元认知判断准确性的信息，如教师询问幼儿积木拼的

是否符合要求，幼儿回答是或否，教师回答：你说的对或错，你做的确实符合要求或者不符合要求。校

准反馈不仅涉及到教师对幼儿的评价，还需要幼儿对自我进行评价，虽然校准反馈已证明对幼儿元认知

监控能力有积极影响[22]，但是目前极少有研究将校准反馈应用到积木游戏中，所以这里不做过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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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探究校准反馈对于幼儿积木游戏及幼儿建构水平的影响。 

2.2.4. 设置提醒物引导幼儿自我反思 
除了帮助幼儿建构自我调节语言外，教师还会设置提醒物提醒幼儿进行自我反思。Volckaert 等(2015)

会为幼儿呈现各种象征意义的图像，如象征停止的警察，幼儿学习与其相关的歌曲“首先我想，然后我

做”，借此提醒幼儿不要走得太快或者太冲动；雕像的图像帮助幼儿保持静止，出现在任何需要冷静的

活动之前；而侦探图像则是提醒幼儿检查游戏的错误以及其他人的表现。虽然该实验并非应用于积木游

戏，但有其借鉴意义，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将之作为支持策略应用到幼儿积木游戏过程中[23]。 
此外，绘本也是一种特殊的指导方式，通过边建构边阅读的活动方式，借助绘本主题的导向作用、

绘本情节的提示作用、绘本图画的直观作用以及绘本文字的说明作用帮助幼儿进行建构[18]。 

2.3. 积木游戏结束后教师的支持策略 

2.3.1. 来自教师的集中反馈与评价 
积木活动结束后，来自指导者的集中反馈与评价是教师与研究者最常用的方法，旨在引起幼儿对自

己建构过程与作品的反思。例如王秀文(2019)的研究中教师在幼儿活动结束后会组织幼儿与同伴分享建构

中的经验、问题，教师也会增加对幼儿建构的过程性评价，如：设计思路、操作技巧以及创造性玩法等，

并且希望可以将评价融入幼儿建构过程中，减少总评的时间压力[17]。 

2.3.2. 引导幼儿自我评价总结经验 
提问、评价表格、多媒体等方式有助于引导幼儿进行自我评价[7]。例如，通过提问引导幼儿参与评

价：“今天做了什么?你们是怎么做的?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怎么解决的?”；或者通过评价表格引导幼儿

的评价活动：教师为幼儿提供贴纸、记录表等工具，引导幼儿在游戏之余能够将自己对游戏的参与情况

进行记录并对之加以自评，比如“今天是否参与了建构区的活动?参与了几次?是否成功?有进步吗?”。

这种方式的记录和评价，既引发了幼儿对自己游戏行为的关注，又激励幼儿向新的目标努力，促进幼儿

游戏水平的提高。 
教师也可以开展一系列的交流会，引导幼儿向同伴学习，帮助幼儿整理建构经验，最终目的也是引

发幼儿的自我评价与反思，为下一次活动做准备。陈馨(2018)提出积木活动结束后需要分享，教师将发言

权交给幼儿，让幼儿来说一说自己的建构过程以及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法，有重点的交流。教师还可以

利用幼儿建构过程中的图片和视频专门组织经验交流[9]。 

3. 讨论 

本篇综述将积木活动与元认知监控相结合，从积木活动开始前、积木活动过程中和积木活动结束后

三个方面总结分析了教师关于积木活动有效的支持策略。 
综述分析发现，当下多数有关教师支持策略的研究都是一个搭建“支架”到撤去“支架”的过程，

以帮助幼儿达到自身的最近发展区。虽然大部分研究对于幼儿积木游戏的支持策略都表现为老师的讲解

示范、提问、提醒等形式，但教师的内在目的是希望借此教会幼儿遇到积木活动应该如何做的方法，进

而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适合大多数积木活动甚至是一些其他活动和问题的解决、操作流程。具体来看，

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 活动前注重引导幼儿制定计划。例如，集体的、合作形式的积木游戏中幼

儿之间会涉及更多有关未来计划和分工协作的交流；老师对建构过程、目标造型等的细化与讲解，也是

在分解活动目标，降低难度，帮助幼儿分解建构自己的计划框架；2) 活动中注重启发幼儿监控、反思和

调节。积木活动过程中同伴的、老师对于幼儿建构的评价以及幼儿的目标意识和计划等，其目的是帮助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2058


张旭佳 等 
 

 

DOI: 10.12677/ae.2021.112058 366 教育进展 
 

幼儿监控自己的建构过程(是否脱离任务和计划，是否可以改进等)，进而积累建构经验。尤其是帮助幼儿

搭建自我调节语言后，建构时幼儿能以语言的方式自己监督、提醒自己如何实行、改变计划和解决问题，

不断尝试和积累建构经验，学习建构技能，提高积木建构水平。3) 活动后注重引导幼儿进行评价反思。

积木活动过后老师、同伴的评价与活动过程中的种种评价具有相同效果，除此之外，教师也会引导幼儿

用语言描述自己与同伴的作品以及自己建构过程，从而梳理经验，总结问题及解决方法，为幼儿下一步

的游戏做好铺垫。 
同时，具体分析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些问题，根据这些问题未来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相

关研究：1) 明确影响因素。目前许多研究利用综合教案的形式开展积木活动，具体的支持策略确实丰富

有效，但却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无法知晓究竟是哪一种支持策略或者因素影响着幼儿的建构水平，未来

应进一步探究具体是哪一种支持策略在影响幼儿积木游戏。2) 提供实证性支持。部分研究只是观察、分

析了幼儿积木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有关积木活动的支持策略，情境、问题针对性强，且未证实

所提策略的有效性，策略的适用范围也有待考究，未来可以侧重各个支持策略有效性的实证检验。3) 更
加具体的进行策略描述。也有部分研究对于自己干预方式的描述不够具体，不利于一线教师的直接使用，

未来有关支持策略的描述应更为具体。4) 注重支持策略的可实施性。研究所提出的支持策略有很多限制，

一线教师无法有效使用。如，带儿童实际参观一些目标建筑；购置更新积木教具；利用幼儿气质类型开

展活动等对于普通教师而言难度较大。未来研究也应从教师角度考略支持策略的可操作性。5) 充分考虑

幼儿的认知现状。许多研究都会涉及幼儿活动后的交流分享环节，但是在一个完整的积木活动过后，幼

儿的记忆、注意和言语能力等可能无法支持其交流分享，只有少部分研究如王秀文(2019)等提出应将评价

环节融入活动之中，减少幼儿评价阶段的压力[17]。 
综上，本研究将元认知监控与幼儿积木游戏结合，从活动开始前、活动过程中和活动结束后三个角

度梳理分析了幼儿积木活动的支持策略，分类较为科学全面，便于一线教师和其他研究者的理解与使用。

但由于目前相关研究提出的支持策略缺乏实证检验，本研究综述总结的相关策略也有待进一步考究，未

来可以进行相关的元分析研究讨论；除此之外，分阶段讨论幼儿积木游戏的支持策略，一定程度上会破

坏其完整性，例如结合绘本开展的积木游戏[18]，会有边阅读绘本边建构的干预环节，很难按照活动的展

开阶段划分支持策略，目前类似绘本的整体性较强的支持策略活动还较少，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增加一

个模块从整体角度讨论积木游戏的支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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