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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幼儿园区域游戏化 
◆阿丽玛 

（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幼儿园） 

 
摘要：教育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早期教

育机构都非常重视幼儿教育。幼儿园的儿童知识是未来上学的基础。为

了让学校成为初中，需药结合幼儿的天性来进行教学计划。在幼儿园，

孩子们喜欢玩游戏，游戏可以为孩子们提供全面的发展教育，因此幼儿

园必须明确游戏的状态，并在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中玩游戏。幼儿更能接

受知识。本文主要阐述了幼儿园学习领域游戏化的概念，分析了幼儿园

游戏化活动中应注意的问题，并组织了幼儿园游戏化学习领域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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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游戏化的概念 
幼儿园学习区的游戏化意味着以游戏化的方式学习。这个概

念基于当前流行的教学理论：通过游戏学习，增加对知识的兴趣，
并引起学生学习兴趣。 

通过游戏，教师可以向学生传达知识，并将他们当前的好奇
心与游戏相结合，更加生动地传递信息。教师可以为特定区域的
幼儿提供材料，因此儿童可以选择这种材料并满足自己一系列游
戏需求，一些学生也能够在集体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实现学习目
标。这消除了传统教学的弊端，因此孩子们可以在舒适愉快的环
境中学习并真正实现目标。在此背景下，孩子可以成为学习的主
体，教师可以培养孩子的身份和创造力，促进他们的整体发展。 

2.设计区域游戏应当注意的重点 
2.1 和课程教学教材结合 
通过理论研究和分析，儿童游戏包括艺术，拼图，空间游戏，

区域游戏化规则需要将本地游戏与学前和本地内容相结合。通过
结合主题活动并不断更新和丰富游戏，幼儿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本地游戏并巧妙地学习学前课程。 

在学校的游戏活动和比赛中，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
的游戏以及伙伴参与游戏。游戏过程中，孩子们运用了自己的各
种感官。双手，大脑技能，在积极的积极竞争体验中，加强了人
与人之间交流与合作。由于区域游戏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幼儿可
以每天选择自己喜欢的游戏，不厌倦学习。区域游戏充满了自然
与和谐，创造力和快速的乐趣，让孩子无休止地成长。 

2.2 户内外活动教学结合 
专家说，孩子们充分体验户外活动的乐趣，让多接触大自然，

从户外活动和游戏中不断释放自己的创新和激情力。幼儿园儿童
的智力也需要结合户外环境进行开发。多举行户外游戏活动来丰
富学前课程，需要注重一下几点。首先，一些孩子的户外活动中
需要体现其教学价值。第一，各种特殊设备，如玩具，教学设备
和游戏材料；其次，儿童年龄的实际需求具有不同功能的游戏设
备。中班的孩子们好奇心强，动手能力强，可以使用新奇玩具和
玩具如罐头、筷子或者是胶布。其次，根据其他孩子的实际需求，
他们有不同的游戏活动。 

2.3 集体教学融合 

游戏是孩子们的天性，游戏是孩子学习和成长的 佳方式。
专家认识到幼儿园课程的游戏化，游戏的本质是渗透幼儿园各种
课程的游戏精神，推动幼儿园课程与身体更加生动。教育中涉及
的因素促进了幼儿的学习，他们有兴趣获得知识和微妙的教育。
幼儿园课程中，区域游戏化使家长的幼儿园课程更加完整和充满
活力，不仅可以促进儿童在许多不同领域的发展，还可以让家长
的孩子独立于想象力和游戏世界。自由表达，实现孩子的综合能
力。 

3.对于优化区域化教学的措施建议 
3.1 设计好游戏环节 
基于对儿童早期教育和教学游戏化教学的应用，游戏环境的

创造是实现游戏化的教学，它直接影响着孩子们的游戏区域打开
的效果的基本条件。游戏设置教学是创建游戏环境，这是关系到
游戏环境的创建是否能满足游戏开发教育，这也体现配置的重要
影响需求的基本条件游戏中创造的游戏环境。因此，为了保证游
戏环境的创建能够满足教育教学的幼儿园，游戏开发的辅助教
学，教师教学的相关要求；教师应根据特点和孩子的教育，与教
学内容的选择相结合的要求，合理建立游戏区域，创造一个相对
安全的环境中和构建块，或者是其他游戏模式，营造活泼的气氛，
喜欢妻子，藏身之处等游戏通过游戏教学引导孩子，确保游戏过
程的安全性，以开发儿童游戏区域的坚实基础，确保幼儿教育的
教育水平得以提高。 

3.2 选好游戏场地 
游戏场地的选择是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开展区域游戏的关

键，决定着区域游戏能否顺利进行，也影响着游戏环境的创设;
于幼儿园实施游戏化教学所涉及的不同类型的区域游戏，幼儿园
的教室，走廊，操场等地方都可作为游戏场地，而不同游戏场地
所，适应的教学游戏也有很大差异；因此，为确保游戏环境的创
设能够符合幼儿园教育中实施游戏化教学的相关要求，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游戏的设置与游戏场地的选择，结合
对教学游戏与所选用场地的风格和特点分析，在合理规划游戏场
地的基础上，创设适宜的游戏环境，以便为幼儿营造轻松，愉悦
的游戏氛围，促使幼儿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游戏，从而达到增
强幼儿区域游戏开展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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