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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幼儿教育的相关要求，教师在幼儿教育中应以幼儿发展
规律为基础，各项活动的开展都以幼儿为中心，将游戏当做儿
童教育的有效方式。教师正确应用手指游戏，注重因材施教，
拉进师生距离，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最大程度满足幼儿
发展需要。那么教师在教学中如何有效应用手指游戏呢？接下来
本文结合自身教学经验谈一谈具体的做法。

1　手指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1.1增进教师与幼儿的情感
幼儿年龄较小，与家人分开到幼儿园时刚开始需要一定的适

应时间，部分幼儿可能比较苦恼[1]。这时教师可通过应用手指
游戏拉近自己与孩子的距离，这是因为教师教孩子时通常需要一
定的身体接触，为教师展示自己耐心以及表达自身善意提供良好
的条件，还有利于增强幼儿与教师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如此，
幼儿可深刻体会教师对自己的关心，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增
进师生的情感。

1.2有利于幼儿手指和大脑发育
幼儿时期孩子正处于身体器官发育的关键阶段。手指游戏比

较重要的功能为使幼儿手指变得更为灵活，对孩子手指健康发育
产生有利影响。除此之外，幼儿多进行手指运动对大脑发育同
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大脑内有一个
与手指对应的区域，主要由该区域发出手指运动指令，这表明
幼儿进行手指运动自身细胞变得更为活跃，对幼儿大脑发育产生
直接影响。将手指游戏融入各类活动不仅有利于稳定幼儿情绪，
而且有利于幼儿手部肌肉教育，有利于改变孩子思维[2]。

1.3提高幼儿身体协同能力
目前幼儿教育中语言学习已经广泛应用手指游戏，这种融合

正是通过简单手指运动表达语句中的意思。比如孩子学习古诗词
时首先需要了解诗词歌曲的意思，而后通过手指动作表达，这对
幼儿学习语言而言无疑加深孩子们的理解，提高幼儿大脑协同能
力和手指能力。此外，不少教师指导孩子在灯光下摆出各种姿态，
让孩子们就灯光下的影子展开联想和想象，猜一猜是什么物品等
等。如此，幼儿在想象活动中产生丰富的想象力，激发其创造力，
使其身体协调能力不断提高。

2　手指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运用
2.1 科学设置手指游戏内容，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结合具体的教育内容来看，手指游戏通常都有朗朗上口的口

令，教师可借助这一点选择合适的游戏内容，以此激发幼儿学习
积极性，达到提高幼儿教育效率的目标。比如笔者在打扮教学中
结合了“会变的小手”这一手指游戏，该游戏中口令丰富，比如

“变成星星闪呀闪”需要幼儿模仿星星闪烁时双手紧握拳头并打开
两次。笔者借助了该游戏中的“口令”引导幼儿自主进行相应的
手指动作，鼓励幼儿复述动作口令，吸引幼儿注意力，使幼儿快
速掌握口令的内容后可以自主进行游戏[3]。如此，幼儿在这种
模式下产生了较高的学习兴趣，课堂教学质量显著提高。此外，为
了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笔者结合了多媒体等工作给幼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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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本身活泼好动，且对游戏充满热爱。游戏是幼儿喜闻乐见的一种活动，且手指游戏活动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将其
应用于幼儿教育具有较高的可行性。手指游戏应用于幼儿园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增进教师与幼儿的情感，而且有利于幼儿手
指和大脑发育，还有利于提高幼儿身体协同能力。为了发挥手指游戏的价值，教师在幼儿教育中运用手指游戏应科学设置手指游戏
内容，激发幼儿学习兴趣；合理设计手指游戏，提高幼儿表达能力；积极创新游戏形式，调动幼儿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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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或配上游戏视频，使幼儿对手指游戏产生较高的学习兴趣，幼
儿全身心投入课堂且高度配合教师，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2合理设计手指游戏，提高幼儿表达能力
手指游戏除了可以有效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之外还有利于锻炼

幼儿表达能力，这不仅包含肢体表达，还包含语言表达，这个过
程中幼儿可通过游戏协调口和手，提高自身语言能力，使其抽象
表达自身手势，促进其表达能力的提高[4]。为此，笔者立足这
一特点合理设计了手指游戏，进一步强化幼儿锻炼。举个例
子，笔者在教学中结合了各类手型教学，比如剪刀用“握拳并
伸出中指和食指”表达，强化幼儿对手指表达的理解。又或者
指导同学们用手指“讲故事”、“模仿小动物”等。整个课
堂上更具趣味性，使幼儿通过手指绕口令逐步提高自身语言表达
能力，以此促进幼儿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从而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与此同时，幼儿用手指模仿物体时掌握了更多词汇，在
生活中灵活运用，使其在表达时应用语言或肢体更贴切的表达。

2.3 积极创新游戏形式，调动幼儿主观能动性
从以往的教学可知，手指游戏主要以教师带领为主，幼儿

处于被动状态，在游戏中无法吸收相关知识，因此在学习中收
获很少[5]。为此，教师应创新游戏教学方式，使幼儿从被动转
变为主动，调动幼儿学习主动性。比如以“白石塔”这一手
指游戏为例，笔者重点突出了幼儿主观能动性，游戏开始之前
笔者给同学们讲解了游戏的规则与玩法，引导幼儿发挥自身主观
能动性自主编排游戏内容。幼儿编排了很多手型，比如食指与中
指相顶、两只手指相接，手指全部相接等等。幼儿自主开发自身
创造力，发挥了自身想象力，主观能动性也被调动。

3　结束语
众所周知，每个孩子都比较贪玩。手指游戏趣味性较强，

笔者指导幼儿进行手指活动时可协调自身手、眼、大脑等，使幼
儿语言、视觉、听觉等均得到发展。如此，逐步锻炼幼儿手部肌
肉群和大脑。手指游戏源自生活，教师在教学中若能合理利用游
戏，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为此，笔者在教学中手指游戏
与幼儿教育有机融合，最大程度发挥手指游戏的价值，以此实现
寓教于乐的目标，最大程度发挥手指游戏的价值，使幼儿不断成
长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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