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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前教育中游戏化教学的重要作用及开展策略 
潘小倩 

（吉林省敦化市教师进修学校 133700） 

摘要：学前教育即幼儿园时期，为孩子以后义务教育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对孩子未来人生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该文章主要

针对学前教育中游戏化教学对孩子消极情绪的消除、智商情商的提高以及培养融入团体的适应感与快速反应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进行研究探讨，最后阐述了几点学前教育中游戏化教学的开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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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园游戏是孩子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孩子的天性。在幼儿园

教育教学中，游戏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幼儿大脑发育尚不完全，思

考问题简单无逻辑，对于知识的接受能力也较弱。但若是学前教育采用

游戏化的授课模式，幼儿的接受能力便会有所提高了。在游戏中幼儿对

学习的内容更容易接受，寓教于乐。游戏化教学，对于调节幼儿情绪、

智商情商的发展以及培养融入团体的适应感是有积极作用的。由此，学

前教育中游戏化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在学前教育中游戏化教学的开展策

略也是多样的，可以从教学环境、教学内容、家庭教育氛围等方面来开

展学前教育游戏化教学。 

1学前教育中游戏化教学的重要作用 

1.1 采用游戏化教学模式，调节幼儿厌学情绪 

在学前教育前期，很多幼儿是很希望去幼儿园的，和同伴们一起学

习玩耍，但在后期，由于幼儿对父母的依赖和思念，便渐渐表露出消极

的情绪，从而产生厌学的心理。采用游戏化教学模式，在做游戏的过程

中，使幼儿融入其中，不仅学习了新知识，也使幼儿逐渐忘记了对父母

的思念，不再依赖父母。做游戏乐在其中，渐渐抵消了厌学情绪。幼儿

内心消除了抵触感，对学习也会更加积极，学习效率也会更高。 

1.2 游戏化教学可以促进幼儿智力发展，提高智商和情商 

幼儿在游戏过程中面对事物的反应和认知会形成记忆，在日常生活

中遇到相 

似的事物时会与之相联系，从而形成认知的积累。在游戏化教学模

式中，幼儿的认知不断积累，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游戏不但满足了幼

儿的好奇心，而且也使幼儿的奇思妙想有了发展空间，在游戏的世界里

畅游。总之，幼儿认知能力的发展，以及想象力的开拓都促进了幼儿的

智力发展，提高了智商和情商。 

1.3 游戏化教学培养幼儿融入团体的适应感和应变能力 

采用游戏化教学模式，在游戏过程中，想要赢得游戏就需要同伴们

相互讨论交流，共同协作。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意见不统一、人

心不齐的情况，甚至出现摩擦，这就考验了幼儿融入团体的能力以及如

何快速适应陌生的游戏环境。幼儿在游戏中会有更多的交往对象，认识

更多的朋友，有利于提高交往能力。通过游戏，幼儿们会意识到要想赢

得胜利就要团结一致。更重要的是，面对游戏过程中的突发情况，幼儿

怎样去解决问题也体现出他们的应变能力。即便是应变能力不足的，在

团队协作完成游戏过程中，幼儿们成为一个集体，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幼儿的应变能力也能够得到培养。 

2学前教学中游戏化教学的开展策略 

2.1 营造轻松的游戏化教学氛围，提高学习效率 

幼儿在学期教育时期，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相比以往的听老师讲、

从书上看的教学模式，游戏化教学更适合幼儿。为幼儿营造一种轻松愉

快的教学氛围，吸引幼儿的注意力，紧紧抓住幼儿的思维，提高学习能

力。举例来说，要求幼儿造出“ABB”型词语，若是有人想到了，可以

用模仿的方法表现出来，滑稽的、夸张的动作都可以，猜出来了就赢得

奖品，没猜出来的可以得到安慰奖。营造出愉快轻松的氛围，游戏过程

中幼儿们都专注于猜出词语，便会牢牢记得这个词语。寓教于乐，学习

效率大大提高。 

2.2 学前教育游戏化教学应适当与日常生活相联系 

游戏化教学内容尽量不要与生活实际过于偏离，应与日常生活相联

系。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会经常教育幼儿：不要与陌生人说话，不要吃

陌生人的东西，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之类的，这是正确的，但幼儿不一定

可以做到，他们不会想到有什么危险，而这时，在学前教育游戏化教学

中可以加入这一事件，通过模拟陌生人与幼儿对话情景，可以使幼儿明

确为何不与陌生人说话以及面对陌生人怎么做是正确的、安全的。在情

景模拟中，通过提问可以提高幼儿的思考能力，游戏化情景模拟使幼儿

的记忆更牢固。所以，学前教育游戏化教学应适当与日常生活相联系。 

2.3 父母与老师共同参与游戏化教学，实现教学目标 

幼儿在学前教育期间，游戏化教学不仅需要老师的努力，父母的努

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校期间，老师负责游戏化教学内容，回到家，父

母也需要帮助幼儿巩固游戏化教学内容。例如，在上述内容中，情景模

拟不与陌生人讲话，幼儿回到家后，父母可以询问幼儿：学到了什么，

觉得有趣吗，你认为应该怎么做，给幼儿独立思考空间。也可以让父母

参与到游戏化教学中，调动幼儿的表现欲望和学习的积极性，共同实现

教学目标。 

2.4 增加游戏化教学活动次数，完成教学任务 

幼儿对于游戏化教学活动是乐在其中的，学习热情不断高涨，学习

能力也在逐渐提高。学校应多组织游戏化教学活动，幼儿一旦参与了游

戏化教学，对于以往的传统教学模式便会感到乏味无趣，没有学习欲望，

对学习的知识也难以接受。所以，对于幼儿的每门学科应积极采用游戏

化教学模式，例如，音乐课组织角色扮演，扮演歌唱家、观众、指挥者，

不仅有了学习兴趣，在游戏中也逐渐学会了唱歌，完成了音乐课堂的教

学任务。所以，增加游戏化教学活动次数，吸引幼儿的学习兴趣，提高

学习效率，幼儿有了学习动力，获得了知识，学校也完成了教学任务。 

3结束语 

学前教育中游戏化教学对调节幼儿的不良情绪、促进幼儿的智力发

展以及群 

体融入感是有益的。学前教育是幼儿以后的义务教育阶段甚至未来

的终身教育的一块“垫脚石”。采用学前教育中游戏化教学可以提高教

学质量，为新时代培养出需要的优秀的专业人才。时代在不断变化中，

思想也要不断进步，只有跟紧时代的发展，才能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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