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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园课程游戏化下的语言教育 
◆覃叶梅 

（简阳市石钟镇中心幼儿园  641400） 

 
摘要：在现阶段幼儿园语言教育中游戏化的教学方法受到了广大家长和

老师的好评，打破了传统模式下语言教学模式，丰富了幼儿园教学活动，

本文浅谈幼儿园课程游戏化下的语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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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幼儿来说由于他们这个阶段的年纪普遍在 4-7 岁之间，
因此，在幼儿园的教学过程中开展游戏化教学能够更好地促进幼
儿的语言学习。通过做游戏的教学方法能够培养他们在语言学习
过程中的自主性、创造性，是当前幼儿园教学中 重要也是 有
效的教学方法之一。同时我国也出台相关的法律政策要求在幼儿
园的教育主要以游戏为主，这就要求幼儿园要摒弃以往的教学模
式，根据幼儿的教学内容寻找一些与之相匹配的教学游戏，这样
能够让幼儿通过游戏提升自身的语言能力，促进全方位成长[1]。 

一、游戏化教学的特点 
对于现阶段的幼儿活泼好动，他们无时无刻都在进行活动，

然而通过不断地活动、触摸来提升自我认知，而这类举动通常在
游戏中得以体现。游戏化教学的开展要以幼儿为主体，对于老师
来说这些游戏在教学过程中具有独立性。因此，老师要和幼儿多
多聊天去听一听他们喜欢什么类型的游戏，并根据幼儿所说的游
戏进行相关语言教学的开展，以免在游戏设定时有过多的幼儿不
喜欢的因素在里面。老师要让游戏化教学顺利开展，让幼儿在游
戏时享受游戏带给他们的快乐，进而有利于通过游戏提升幼儿的
语言能力，不要在游戏中加入各种各样的规定，这样会打消幼儿
对于游戏的兴趣。 

二、幼儿园语言教育中开展游戏化教学的意义 
在幼儿园教育中开展游戏化教学，并通过教学游戏活动来提

升幼儿的语言能力，这样才能让幼儿语言教育顺应时代的发展。
同时在设计游戏时要注重幼儿在游戏化教学中的自主性和创造
性的培养，这才是在语言教育的学习中开展游戏化教学的目的，
但是在当前语言教学中一切的游戏的规定都是由老师安排，幼儿
在游戏中想要进行语言表述时却要按照老师规定的思路进行讨
论、学习，反而像在原有的基础上被老师无形之间加入了各种各
样的限制，限制幼儿玩耍学习的同时也不利于语言能力的培养。 

三、游戏化下开展幼儿语言教育的途径 
（一）开展游戏表演，增强语言教育 
对于幼儿来说，他们的思维能力、理解能力有限，所以在开

展语言教育的过程中开展舞台表演的游戏教学模式，能够提升幼
儿的学习积极性，老师进行舞台表演的时候要根据幼儿园教材挑
选一些适合幼儿表演的故事内容，在内容上要求句式简单、故事
内容简单易懂[2]。 

舞台表演的游戏教学模式不同于广义上的舞台表演，在幼儿
园的课堂上，幼儿在表演时要充分童真和欢乐在结合幼儿自身的
特点，因此，在表演的内容上要挑选一些简单、语言较少的幼儿
游戏。在课上老师可以和幼儿进行小燕子的游戏，幼儿围成圆圈，
老师和幼儿共同有节奏地念儿歌：“小燕子，真灵巧，飞得低，
飞得高，尖尖尾巴像剪 ”，与此同时，老师边说边有节奏地让
幼儿展开手臂做小燕子飞翔的动作，接下来大家开始绕圈转，儿
歌念完时，当哪位幼儿停留在老师面前时老师就让这名幼儿进行
儿歌的背诵，并且一边背诵一边表演动作，然后老师接着按照这
样的方式进行游戏，让幼儿通过游戏来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老
师还可以针对教材中出现的稍微复杂的故事进行适当的调整。让
幼儿在表演时根据故事的内容适当进行生活化的改编，使之更加
贴近幼儿的生活，对于一些有条件的幼儿园还可以在幼儿表演的
过程中播放和故事有关的背景音乐，为幼儿的表演创造气氛。 

（二）利用室外教学游戏，增强语言教育 
幼儿园老师在进行学生语言教育时，可以利用室外教学游戏

的方法，增强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学习教材中《小企鹅》一
课时，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老师在课上拿着小企鹅的卡片，让

幼儿去认识和了解，这样死板静态的卡片教学下幼儿之间开始聊
天，注意力根本没有放在老师说的话上，对于老师讲课内容完全
不在意，让课堂的教学气氛压抑、消极。通过室外游戏的方式可
以很好地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老师可以组织幼儿去当地的动物
园，在动物园内开展《小企鹅》教学。让幼儿先对玻璃橱窗中的
小企鹅进行观察，观察企鹅的样子和特征，老师在这个过程中要
给幼儿进行详细、细致地讲解，进而让幼儿共同朗读教材中：“小
企鹅，真可爱，黑礼服，白围脖，摇摇摆摆乐呵呵”，通过这样
的室外游戏化教学法远远比从在课上枯燥的讲解效果大，不仅能
够朗读课文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语言能力，还能够在学习知识的
同时增强观察能力。 

（三）开展分区域教学游戏，增强语言教育 
对于幼儿来说，在教学的过程中开展多种类型的游戏能够让

他们在游戏化的教学模式中增强自身的语言水平。因此，老师在
幼儿园开展语言教育时要为幼儿划分不同区域，每个区域内分别
设有不同类型的游戏[3]。 

例如在学习《百花开》一课时，老师就可以将教室划分为：
实践区、朗读区、讨论区、即兴创作区等游戏内容不同的区域，
不同区域的教学方式也不相同：实践区，让幼儿了解课文内容，
然后根据课文内容进行卡片中各种花的涂色，通过幼儿在涂色过
程中给老师讲解不同位置颜色的填充，能够锻炼幼儿的语言表述
能力；朗读区，通过让幼儿阅读课文中“花园里，百花开，万紫
千红真可爱。小蜜蜂，飞过来，忙把花粉采”，来加深对课文内
容的理解和文中的词汇的记忆，并且这些短语、词汇运用到以后
的生活中去；讨论区，在学习完课文之后，幼儿要对自己生活中
见过的花进行描述，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讨论进而增强自身的
语言水平；即兴创作区，是指幼儿可以根据课文中的句式进行创
作，不限题材，不限内容，只要是句子合理通顺即可，这样不仅
能够提升幼儿的语言能力，还能增强幼儿的思维逻辑。 

结束语： 
在幼儿园中的幼儿现在正处于教育的启蒙阶段，他们性格开

朗、活泼好动，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但是他们对社会认知
很少，语言表达能力较差，因此，老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开展游
戏化教学方式来启发、引导进而提升他们的语言能力，让幼儿茁
壮健康地成长，成为社会未来的尖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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