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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幼儿教育中游戏教学的价值分析 
◆龙  霞 

（安岳县林凤镇中心小学  四川资阳  642350） 

 
摘要：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学前教育的改革，幼儿教育的方法如今正

在不断变革，游戏逐渐成为了主要的教学手段。游戏不仅仅具有娱乐性

特点，还能够融入一些教育元素，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健康的成长。

游戏在教学中的价值已经获得了充分肯定，幼儿教师也要正确看待游戏、

利用游戏，使学前教育质量再上一个新台阶。本文分析了幼儿教育中游

戏教学的价值，同时提出了几点游戏教学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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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龄前儿童的思维能力、理解能力和智力水平都不高，教师

不能按照常规化的教育模式来实施教学，否则不仅无法获得理想
的效果，还会导致幼儿过早的对学习产生抵触，肩负较大的学习
压力，对他们的未来成长是极为不利的。游戏是 符合幼儿需求
与特点的活动，将游戏的娱乐性与教育性充分融合，开展有效的
教育活动，能够使孩子们学到更多，并对学习建立起扎实的兴趣
基础。 

一、幼儿教育中游戏教学的价值  
（一）促进幼儿的认知发展  
一些游戏活动需要借助某些工具才能展开，无论是对工具的

利用，对游戏环节的解读还是参与游戏的过程，都有利于幼儿的
认知发展，借助这样一种有趣的形式，向幼儿传递了许多信息。
例如，在利用小汽车玩具开展游戏时，幼儿通过组装小汽车，了
解了汽车的基本构造，在小汽车运动的过程中，他们会想方设法
提升动力，加快速度。在开动脑筋的过程中，对生活中事物的认
知不断增强。因此，游戏是幼儿认识这个世界的一条重要通道。 

（二）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幼儿刚刚步入幼儿园这一小“社会”当中，还不知道如何与

人相处。因此在入园之初，他们会表现出自私、孤僻的一面，这
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性还没有形成，只会照顾到自我的需求和情
感。而游戏活动不仅增进了幼儿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促进他们
社会性的形成。例如，在团体类游戏中，幼儿需要合作、竞争，
发挥各自的优势，为集体出力，这都是社会性的表现。一些幼儿
还会在“队友”失败后给予安慰和鼓励，这表明他们的心智和情
感也开始在游戏中成熟。 

（三）调节幼儿的情绪 
幼儿在学习过程中，由于受到了一定规则和制度的约束，难

以彻底释放自己的天性，会产生情绪上的波动，不愿配合教师积
极学习，此时游戏起到的作用就是调节他们的情绪，使他们忘却
烦恼，全身心投入到游戏和学习之中。幼儿教师可以为幼儿设计
一些有难度的游戏，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能力，在顺利地解决问
题后，有助于消除他们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紧张情绪[1]。 

（四）开发幼儿的语言能力  
通过合理的将游戏融入到幼儿教育过程中，能够营造良好的

语言环境，充分调动起幼儿听、说的欲望，让幼儿勇于表达自己。
同时，部分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游戏能够帮助幼儿积累词汇量，为
幼儿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例如，教师合理的设置汉字游戏，将
幼儿们感兴趣的故事和童话作品打印出来，并配上幼儿们感兴趣
的图画，引导幼儿积极参与到游戏活动中，给幼儿们视觉和听觉
上的刺激，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全面提升幼儿的语言能力。  

二、幼儿教育中游戏的实践策略  
（一）常规游戏的开展，提升幼儿身体素质  
幼儿游戏中，体育类游戏是 常见的。开展跳绳、接力跑、

掷沙包、跳房子等游戏，要求幼儿不但要身体灵活，还要反应及
时、灵敏，帮助促进他们应变能力和活动灵敏度的提升。开展接
力跑、跳房子等活动，可以有效的增强幼儿奔跑、跳跃的能力，
增强呼吸系统及心肺功能以及幼儿的弹跳能力。  

（二）竞技性游戏的开展，培养幼儿良好个性 

竞技性游戏适应幼儿的好胜心需求，同时，也会让他们有机
会体验成功和失败。教师可以开展例如跳绳比赛或者剪 、石头、
布的游戏，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感受成功带来的喜悦，也可以感受
到失败带来的挫败感[2]。对幼儿的个性进行磨练和培养。  

（三）动手游戏的开展，提升幼儿的操作能力  
幼儿手工游戏一般都是采取收、放、捏、搓、揉、穿等动作。

例如进行“剪纸”、“捏彩泥”、“串珠子”的制作，可以完成动物、
植物甚至卡通动漫人物图案，在培养孩子们动手能力的同时，也
对他们的智力进行了开发，做到手脑一致。教师还可以让幼儿自
由发挥，根据爱好和兴趣，利用彩泥、图画等创造自己喜欢的图
案和形状。  

（四）角色扮演游戏的开展，增强幼儿的社会认知 
道德是做人的基本素养，因此，要对幼儿从小进行良好道德

品质和习惯的培养，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打下优良的道德基础。幼
儿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可以学会沟通、合作和相处。一般的角色
扮演游戏有过家家等，让孩子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做不同的事
情和家务，可以让他们在自我开发中，学会换位思考，处理家庭
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的人物关系，不但具有趣味性，也可以促进他
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会体谅和帮助别人[3]。 

（五）开放型游戏的开展，培养幼儿的创造性思维  
游戏区角有效利用了其所特有的游戏环境，为幼儿想象力和

创造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他们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发挥
提供了可能，一些平时羞于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幼儿也逐渐变
得活泼起来，敢于变现自己。幼儿有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基础，就
自然而然能产生一些创造意识和创造行为，进而培养自身创造性
思维。因此，教师要在开展游戏教学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尊重幼
儿自发的表现和创造，并给予适当的指导，以促进幼儿想象力与
创造力的发挥。  

如：在节奏游戏《蚕豆花》中，幼儿们在跟着游戏节奏用各
种音乐小乐器进行表演尝试，突然，明明的小铃铛掉了下来，落
在地上，发出了叮铃叮当的响声，"原来小铃铛还可以发出这么
悦耳的声音呀。"明明像发现了很新奇的事物一样，兴奋地拿起
小铃铛在地上敲打，其他孩子看见了也引发了好奇心，纷纷效仿
明明。教师可以借助幼儿此时的求知欲望进行引导，"除了小铃
铛，其他的小乐器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呢？"此时，幼儿受到启发
积极进行不同的尝试，"小鼓可以敲打桌子"，"响板拍打手臂也
有声音。"......幼儿们争先恐后的发表自己的看法，积极地向老师
展示自己的发现，就连平时沉默寡言的同学也受到了感染，用自
己的乐器进行不一样的演奏。于是，一场别出生面的合奏曲开始
了，幼儿们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出了浑身解数，用了
各种各样的演奏方法，幼儿们用这种全新的演绎方式进行演奏显
得活动更加有活力和多姿多彩。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教育改革的前进步伐中，幼儿教育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关注，逐渐意识到了幼儿教育对孩子们将来发展所起到的
重要作用。根据幼儿的性格特点，游戏教育在幼儿教育中显现出
了自身独一无二的应用价值，不但可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还
能锻炼幼儿的综合能力和素养。这要求教师充分利用游戏的优
势，提高幼儿教育的整体水平，高效完成教学目标，发挥启蒙教
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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