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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教育是幼儿教学的一个特点。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

动，也是最适合幼儿各年龄特征的活动，通过游戏活动建立与

幼儿的良好互动，让幼儿的情感更丰富，通过游戏获得相应的

知识与技能。在丰富多彩的游戏环节中充分释放天性，促进幼

儿快乐健康成长。

1　和谐环境下的游戏教学

在设定游戏时要考虑幼儿的身心发展状况，分析不同幼儿的

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游戏，彰显幼儿的个性。在游戏环节中，

幼儿、游戏材料、环境等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冲突，需要教师

及时调整，结合不同幼儿的不同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游戏，确

保游戏教学有序、和谐地进行。比如：角色扮演。从角色的

分工到人物性格体验教师都要有良好的把控。如设置以“秋天

的颜色”为主题的教育游戏，充分引导孩子，让幼儿能从眼前

的山林、湖水联想到远处的大海，在有限时间内调动孩子的思

维能力。将游戏化教学融入幼儿教育创新发展目标中，满足幼儿

的教学发展需要，有效培养幼儿的良好学习习惯。

2　幼儿们提供游戏材料、创造游戏氛围

游戏是幼儿的一种自发性活动，是幼儿探索和认识世界的重

要途径。游戏是幼儿生活中的基本活动，是进行体，智，德，美

全面发展的有力手段。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也是教师观察

儿童、了解儿童的最好途径，要为幼儿提供游戏所需要的物品，

如：在教室内设置一个“游戏角”，能让幼儿进行活动的小玩具和

材料等，玩游戏时的场所要安全、足够大。幼儿始终是游戏的主

体，在游戏中让幼儿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习能力，掌握丰富的

知识，推动游戏化教学的高效进行。这样不仅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还可以激发学习兴趣。从而激发幼儿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

3　开展美术游戏化教学

美术是幼儿艺术启蒙教育中的重要学科，教学中，可以结

合美术学科特点设计游戏活动，在活动中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

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安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结合快乐的游戏

活动学习美术知识，对美术学习产生兴趣。如，在美术课上，设

计“用小脚丫进行创作”的游戏活动，给幼儿准备不同颜色的环

保颜料，在空地上铺上画布，让幼儿脱了鞋袜，用小脚丫蘸取颜

料，在画布上进行想象创作。在游戏创作过程中，幼儿可以结合

自己的兴趣自由绘画，有些幼儿用小脚丫画出了一朵朵小梅花，

有些幼儿用小脚丫画出了绿色的草地、白云、小鸟等。在快乐的

游戏中，幼儿也会对美术学习产生浓厚兴趣，从而主动地进行

加强幼儿游戏教学的有效策略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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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游戏符合少年儿童好动的年龄特征，切合他们具体形象的认知特点。游戏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游戏的开展既
是儿童已有知识、技能的练习，能使幼儿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更能影响他们在语言、认知、性格、情绪等方面的发展。在游戏中，
要突出幼儿的主体性，让他们在与同伴的互动中自发地学会解决问题，发挥群体的相互模仿、激励作用，更好地促进幼儿群体共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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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知识的学习。

4　以游戏教学为契机，锻炼幼儿语言能力

孩子是天生的游戏玩家，可以激发游戏活动的创造力和自主

权。游戏的一大功能是促进幼儿语言交际能力的提升，将适宜

的游戏与相应的语言教学活动结合，进行教学，使幼儿轻松愉

快地获取语言经验，感受语言活动的快乐，从而深入探讨。比

如，通过看 PP T 课件、小组图片分享、角色扮演等互动形式，

让幼儿游戏化过程中学习和运用语言，在游戏情景中充分表达、

大胆表达、从而做到“让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会说的

情景”。由此，幼儿的语言得到了发展，想象思维能力也得到

了丰富。

5　给幼儿更多的行为自由

游戏是幼儿的主要活动，是幼儿获取心理和生理成长的重要

途径，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是贯穿学前儿童教育的主导性教育方

法，游戏是幼儿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项特殊性活动，幼儿教学是

学习的启蒙阶段，对孩子今后的发展和各方面机能的提升都有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培养过程中注重对于幼儿自由行为的锻炼。

注重对幼儿自由行为的锻炼。游戏的设置要突破年龄界限，为幼

儿提供更多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沟通的场所，在这个过程中互相

进步。教师应增加对幼儿的关注度，尽量不安排较大的活动量。也

要尊重幼儿的兴趣，让其自由的进行运动器材与游戏的选择，突

出幼儿的主体性，使幼儿更好地实现实践和探究。

培养幼儿养成良好的倾听能力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幼儿

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游戏教学在幼儿教学中运用的比较广泛，具

有重要的教学价值。游戏化指导对幼儿健康成长意义重大。充分

尊重幼儿天性，营造良好的游戏环境，设计符合幼儿的游戏内容，

重视游戏表演和游戏竞赛，培养幼儿的综合能力，以此同时，要

正视游戏的教育价值，结合实际，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使幼儿

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在游戏中快乐遨游，在游戏中获得德、智、体、

美、劳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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