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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于幼儿来说，手指活动是大脑的体操，活
动的是手，得到锻炼的是大脑。手的动作对语言、
视觉、听觉、触觉等发展有着极大的助益。在日常
生活和活动中，我有意识地多使用手指语言，如
用立指夸奖幼儿，晨间活动问候入园的幼儿用屈
指，课间提醒幼儿轻轻走路时用走指等等。一段
时间后，我要求幼儿学会用手指语言回应我，并
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

!

!拍手游戏"

你拍一、我拍一，伸出大拇哥碰碰头；你拍
二、我拍二，伸出食指哥摆一摆；你拍三、我拍三，
伸出中指哥弯弯腰；你拍四、我拍四，伸出无名指
搭拱桥；你拍五、我拍五，伸出小指头拉拉钩；五
个手指伸出来，小朋友（两手胸前交叉）来做玩乐
操（翻手腕后伸出两个大拇指）。

!

!快乐的小动物"

一只小鸡叽叽，抵抵头（鸡嘴状伏头桌面三
下）吃米米（碰碰食指三下）；来了（先伸出右手手
心向下）一群（再伸出右手手心向下!放在右手上）
小鸭鸭（做鸭嘴状三下），游游泳（两个大拇指交
叉!其余手指并拢晃动）呷呷呷（做鸭子状三下）；
两只小象（两只手的食指和小指同时伸直）做游戏
（两个大拇指绕一绕）；一群（先伸右手）小鱼（再伸
左手）游过来，游到东游到西，游到（两手游泳状打
开）大海妈妈的怀抱（两手交叉放胸前）里。

!

!全体集合"

大拇指出列（两拳相靠!大拇指竖起），齐步走！
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入列（大拇指随口令向前弯
曲!入列口令时收回）；食指出列，齐步走（两手食指
伸出），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入列（食指随口令弯
曲!入列口令时收回）；全体出列，齐步走，一二一、
一二一（两手大拇指相顶!其他四指随口令弯曲）；
跑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解散（手指加速做做
弯曲运动!立定时停止运动!解散口令时!两手分开）。

!

!花园里真热闹"

花园里百花开（先向下压腕再向上伸直），万
紫千红、多姿多彩［小舞花"二次#手心合拢成没

开的花苞］，菊花张开小嘴巴（大拇指先开成菊
花），兰花扬起小下巴（绕腕相对向下压成兰花
指$手心面向大家），鸡冠花（手花状）真神气（手
腕对在一起!另一只手成花状直立），喇叭花开早
早起（左上$胸前$右上$胸前），什么花儿（食指伸
出放大脑边绕想问题）晚上开，节日喜庆（由上向
下水波状），烟花开（手指握拳猛地张开分三次）。

通过不断地做手指游戏，幼儿的小手指更加
灵活了。作为幼儿园老师，我利用孩子入园活动、
游戏休息、午睡起床或离园活动等时间，让幼儿
进行学习、巩固，既让他们保持了愉快的心情，又
让孩子们很快融入幼儿园的学习氛围。

江苏宝应县城中幼儿园 尹国慧

! ! ! !俄国科学家列别捷夫
曾说过：“平静的湖面，练不
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

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很多家长舍不得让孩子
受一点点委屈，这无异于温室中的花朵，注定受
挫必碎。如何给孩子真切的挫折感，让他们在挫
折中学习成长呢？

创造挫折情境是挫折教育的一种方法，但屡
屡的挫折又会让孩子失去自信，所以，重要的是
要正确引导孩子面对挫折，培养他们受挫后的恢
复能力和自信心。挫折教育的目的就是，面对挫
折时，能泰然处之，永远乐观。
沪上知名儿童社会角色体验乐园———星期 !

小镇，在设计其“职业体验”的游戏中，充分融入
了“挫折教育”的元素。比如，孩子应征成为“烘焙
师”，蛋糕做坏了怎么办"作为一名“赛车手”，比
赛落在人后怎么办？“警察局”里抓“歹徒”，失败
了怎么办？很多孩子可能会哭，表现出气馁、沮丧
和不能接受，也会因此放弃继续完成“工作”任
务。儿童对成败的表现都很直接，因为它通常与
体能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跑步、爬山、下棋等，竞
争的标准也多是最快、最远、最高、做到与做不

到。虽然孩子在“失败”时的挫折感是真切的，但
是只要批判标准是天然的，或者小朋友们自己定
的，而不是外界，比如父母或老师强加的，孩子们
就会很快地摆脱挫折感。
孩子因失败而沮丧时，父母不要说“我认为你

是最好的”，孩子会认为自己遇到不公正的待遇，
把失败归在裁判或他人身上。这时应积极引导孩
子正视失败，告诉他“找到失败的原因并继续努
力，也许下一次就会成功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每天早上起床后，瑞士的小孩子就会把被子叠好、
床铺整理好。上学回来之后，得整理好自己的房
间，不能等着爸爸妈妈来收拾。这些事情不用别人
督促，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很难想象
一个连自己的房间都整理不好的人能成什么大
事。在生活中锻炼孩子，不要因为孩子委屈、哭闹，
而心疼得轻易满足他的要求。要让孩子明白，想得
到一个东西，必须自己付出。只有经过自己努力获
得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最值得珍惜的。

父母希望给孩子铺一条平坦的路，这是不现
实的。遭遇挫折，不要觉得孩子受了委屈，就千方
百计地哄他或忙着帮他解决困难，应给孩子锻炼
的机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 ! ! !对于刚刚告别婴儿期的孩子来说，游戏的意义，并不
仅仅在于玩。周叶萍认为，孩子在这个阶段的大动作和精
细动作能力都有了一定发展，思维也一同发展起来。

李俊老师举例说，对此时的孩子来说，做游戏就是在
“学习”。比如 #$到 %&个月，孩子应当发展双手控制物体
运动的能力，从一个手的控制到两个手的协调控制，越是
复杂的动作他越是需要有更多的功能的神经元来支持他；
%'到 %(个月是垒叠平衡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叠积木、垒盒
子罐子这样的一个平衡锻炼，都会受到孩子喜欢。

此外，在游戏过程中，孩子开始学会按照指令和他人
互动，并通过语言、表情判断动作是否恰当，感知他人情
绪，这对他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社会化过程。

游戏千变万化，不同的游戏能发展宝宝哪方面的能
力？家长应该怎样当好孩子的玩伴？不妨听听专家的建议：

建立安全依恋
! 游戏!躲猫猫

孩子渐渐长大，开始哭闹着不让大人去上班。跟他玩
一玩躲猫猫的游戏，会让他慢慢意识到，大人是一直存在
的，并不是消失以后就不会回来的。这是为了帮孩子树立
“客体的永存概念”，帮助他建立安全依恋的有效方法。

学会信任同伴
! 游戏!手拉手绕圈走

孩子和大人，或者孩子之间手拉手，拉成一圈，听着音
乐走，到某一章节集体蹲下。专家提醒，别小看这样一个拉
手的动作，也是引导孩子学会信任同伴。现在的独生子女
跟同龄孩子交往较少，鼓励他主动向同伴伸出手，对他将
来人际交往有好处。

家长适当帮助
! 游戏!塞扣子

把不同颜色的纽扣分类塞进瓶子，摇一摇，晃一晃。大
人看起来很轻而易举的动作，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并
不容易。要完成这个游戏，他要掌握初步的分类知识，还要

判断瓶口大小。有时候，孩子怎
么塞都没有办法把纽扣
塞进瓶口，这时，就
需要大人及时给
予帮助，帮帮
他，或者引导
他一下。“要
让孩子不断
有成 功 的
体验，他才
会愿意尝试
更 多 的 事
物。”李老师
提醒。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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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招

! ! ! !过了一周岁，娇嫩的小婴儿开始
会爬、能走。和小不点儿在一起，该玩
些什么？怎么玩才能促进活动能力的
提高？本期《育儿有招》邀请杨浦区教
育局副处级调研员周叶萍和杨浦区
学前教育管理中心研训组组长李俊
和家长们分享一些适合 %&)%! 个月
宝宝玩的小游戏"请关注每周六上海
教育电视台 !"#$%%育儿有招&节目#'

要告诉他找到失败原因并继续努力
体验失败 让孩子越挫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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