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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课程游戏化背景下的幼儿游戏支持性环境创设研究
张　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八都幼儿园，江苏 苏州 215200）

摘要：对于幼儿来说，游戏是其学习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从心底渴望参与游戏、喜欢游戏。本文基于此，首先对课程

游戏化概念做了介绍，分析了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游戏支持性

环境创设的意义，并探究了在课程游戏化背景下进行幼儿游戏支

持环境创设的策略方法，以期为相关工作者提供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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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的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中，游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游戏幼儿能够实现对世界的初步感知和了解。在幼儿教育过

程中开展游戏活动时，由于幼儿普遍存在年龄小、自控能力差、

理解能力薄弱等特点，因此游戏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质量都会受到

影响。在进行教学时注重教学课程游戏化，能够让幼儿在游戏的

过程中对课堂教学内容所蕴含的情感和思想都有所触及，这对于

幼儿的健康成长是大有裨益的。

一、课程游戏化简析

课程游戏化，是幼儿教育在近些年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

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课程游戏化能够有效改善当前幼儿课

程教育过于单一、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将幼儿教育的重点和形

式从小学化转移为自由化，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课程游戏化的实施对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开展教学活动时，教师不仅需要对课程教学内容有一个充分了

解，还需要因人而异选择对应的教学方式，这就意味教师还需要

对每个幼儿的情感、思想等特征都有了解，确保教师所应用的教

学方式是符合幼儿的习惯和需求的。

二、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游戏支持性环境创设的意义

游戏支持性环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宏观、具体可见的环

境创设，它包括了具体环境创设以及心理环境创设两个方面，使

得教学课堂内部环境在吸引幼儿的同时，还能够让幼儿体会良好

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幼儿教育进行支持性环境的创设，具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一）有助于幼儿更好地融入环境

对于幼儿来说，其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体验过离开父母的感觉，

这就使得将幼儿送到幼儿园时容易出现分离焦虑，大喊大叫、哭

闹的人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下，确保幼儿园环境足够良好对于

幼儿的情绪平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良好的教学环境能够调动

幼儿的兴趣和好奇心理，实现幼儿注意力的转移，切实保障幼儿

在进行学习时有一个良好的心情和状态。

（二）有助于提升幼儿教育工作质量

当前，在我国家庭越来越重视幼儿教育的大背景下，确保幼

儿教育稳中有进是十分必要的。当前，幼儿教育的各项评估指标

都趋于完善，教育工作者对幼儿教育的掌握和了解也越来越多。

游戏是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幼儿最感兴趣的教育方式

之一，因此在幼儿教育中融入更多的游戏环节，促进幼儿有更好

的学习体验，进而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和课堂质量。幼儿游戏支

持性环境的创设能够帮助幼儿更好地融入到教学活动中，为幼儿

课堂教育质量提供最基础的保障。

（三）有助于课程游戏化更加科学合理

课程游戏化在我国发展起步较晚，因此现阶段仍处于不断的摸

索和改进当中，在具体实施时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和诸多缺点。举

例来说，部分幼儿教师认为课程游戏化就是简单地看着孩子们玩游

戏，而没有注重在游戏过程中将教学内容和知识融入进去，导致教

学效果更差，从而影响了我国的课程游戏化实施的进程。通过创设

游戏支持性的环境，能够帮助教师对幼儿的心理状态、兴趣爱好等

有一个更充分了解和掌握，这样在进行课程游戏化设计时，教师能

够根据幼儿的兴趣爱好创设出幼儿感兴趣的游戏环节。

三、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游戏支持性环境的创设策略

（一）把握幼儿的心理特点，创设探索性支持环境

幼儿对所处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因此在进入到幼

儿园这个陌生的环境后，幼儿急切地希望能够全方位的熟悉并了

解自身所处的环境。在这一阶段，幼儿的求知欲十分强烈，其动

手能力也逐渐增加，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幼儿具备了自主探索周

围环境的能力。因此，教师在创设游戏支持性环境时，需要给幼

儿足够的自由进行独立探索，让幼儿感受到独立探索知识的乐趣。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升幼儿的动手能力，还能激发幼儿的

学习兴趣。

（二）顺应幼儿的学习特点，创建生活化支持环境

对于幼儿来说，幼儿园不仅是其学习的场所，更是其另外一

个家，因此教师在对幼儿进行教育时需要对幼儿的生活学习习惯

有足够的尊重，在关注幼儿学习情况的同时关注幼儿的成长和生

活。通过创设生活化、游戏化的支持性环境，能够帮助幼儿更好

地感受并体验身边的环境。例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选择建

立科学角，在科学角内创造一些游戏活动来提升幼儿对学习的兴

趣。为了进一步贴合幼儿的教学生活，教师可以将生活中常见的

如放大镜、手电筒等作为材料，让幼儿体会到材料“变废为宝的

乐趣”。另外，为了提升幼儿对空间的熟悉性，教师可以指导幼

儿利用砂石、木板等搭建所见的建筑模型，让学生熟悉空间环境。

（三）认识幼儿的个体差异，建立多层次的支持环境

幼儿之间存在着个体化的差异，不同的幼儿拥有不同的学习

能力和理解能力，在对幼儿进行教学时，教师不能忽略幼儿的个

体差异。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充分了解并掌握幼儿的

认知能力之间存在的差异，采取因材施教的办法来对幼儿展开教

学。为了更好的实现教学目标，教师需要创设多层次的支持性环境，

对幼儿进行适当的能力分层，对处于每一层的幼儿采取适宜的教

学方法和游戏设计，使得每个层次的幼儿都能够参与到恰当的游

戏环境当中。

参考文献：

[1] 李淑岚 . 幼儿游戏、智力与情感发展培养策略探析 [J]. 读

与写（教育教学刊），2018，15（10）：217，243.

[2] 黄萍 . 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游戏支持性环境创设探究 [J].

成才之路，2018（29）：67-68.

[3] 谢慧萍 . 基于动漫故事的创造性表演的小班支持性环境创

设的研究 [J]. 课程教育研究，2018（26）：3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