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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幼儿园的教学过程中，大多数都是以游戏为教育基础。

喜欢去表演是幼儿与生就会去具备的天性。所以，在我们开展

幼儿预习教育活动需要教师在游戏中教会孩子学习和生活常识，

还要给学生一定的指导，帮助学生学习更多的知识。

1  充分了解幼儿心理需求，创造良好的活动环境

幼儿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幼儿的能力培养，幼儿教育的主要内

容是构建后续学习终身发展的基础，培养幼儿的好奇探索，勇

敢自信，健康活泼，对社会有责任感的能力。游戏是幼儿园的

基本活动，每一个幼儿园都会带幼儿去做游戏，因为幼儿比较

喜欢的就是和小伙伴一起玩，一起做游戏，但是我们的游戏大

多数都是民间体育游戏，在游戏中学习，在游戏中成长。学生

也比较喜欢这种民间游戏方式，因为在小的时候他们也许就接触

过这种游戏，或者看别人玩过，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提高自身的

能力性，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对幼儿的成长和生活都是很有帮助

的。例如，可以增加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兴趣，在学生的游戏过程

中增加一些阅读的过程，也可以采用分享故事恶的游戏，为学生

未来的语文学习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2  在区域活动的开展中对主题课程加以补充和完善

幼儿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幼儿的能力培养，幼儿教育的主要内

容是构建后续学习终身发展的基础，培养幼儿的好奇探索，勇敢

自信，健康活泼，对社会有责任感的能力。例如，幼儿教师可以

设置区域游戏，比如“逛超市”，让孩子们扮演不同的超市角色，

如售货员、收银员、促销员、试吃工作人员、导购员，这样孩子

可以理解，只有相互合作的店员才可以经营好他们的超市，还可

以体会到超市中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辛苦。同时，让孩子们学会在

角色扮演中寻找变化，让是学生在学习中生活，在生活中运用。在

收银的过程中可以了解简单的加减法运算，也可以更好的掌握人

民币一举两得。

3  鼓励合作，提升幼儿的团队精神

团队合作是每一位孩子都需要具备的本领，所以，幼师在

幼儿园的教学过程中，幼师应该更加强的鼓励孩子们进行团队合

作。合作模式主要是将一个班级的同学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

的人数几乎相同。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在游戏中充分的进行交

流和互动，不管学生之间是否认识，也可以通过问题的探讨过程

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让小组的同学一起合作互动，这样不仅能

提高游戏的互动兴趣和积极性，还可以增加学生们的互动行，让

学生们变得更加的团结互助。

“两人三足”是一个合作游戏。我们小的时候也经常的玩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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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这种游戏需要两个儿童的配合默契和合作默契，在开展区

域活动时，教师首先准备几条绳子，把班级的同学两个两个的分

为一组，然后把一名学生的左脚和另一名学生右脚一起绑起来，

让他们进行走路或者小跑。这样就需要这两位学生进行练习、讨

论、研究，研究到底第一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到底用什么速度

进行小跑，怎末喊口号等。比赛通过组的形式进行，五个小组一

起进行小跑，那个小组跑的最快那个小组就获胜。这样的合作游

戏可以更好的增进学生的感情也可以帮助学生之间变得更加团结

友爱。

4  利用游戏活动发展儿童的判断能力

幼儿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幼儿的能力培养，幼儿教育的主要内

容是构建后续学习终身发展的基础，培养幼儿的好奇探索，勇

敢自信，健康活泼，对社会有责任感的能力。游戏是幼儿园的基

本活动，每一个幼儿园都会带幼儿去做游戏，因为幼儿比较喜欢

的就是和小伙伴一起玩，一起做游戏，但是我们的游戏大多数都

是民间体育游戏，在游戏中学习，在游戏中成长。学生也比较喜

欢这种民间游戏方式，因为在小的时候他们也许就接触过这种游

戏，或者看别人玩过，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提高自身的能力性，和

处理问题的方法。对幼儿的成长和生活都是很有帮助的。

5  结语

孩子是祖国未来的花朵，对幼儿进行良好的戏教学对我国幼

儿园的教学至关重要。幼师需要重视游戏和区域活动的有效结合。

为幼儿园的孩子们提供更加便捷的游戏机会，将游戏、区域活动

有机融合，进一步帮助幼儿园的孩子们更好的学习，帮助孩子们

进一步成长，对孩子未来学校个发展都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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