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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童年——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王晓扬

（青岛西海岸新区香江路幼儿园，山东 青岛 266555）

摘要：对 3 ～ 6 岁的幼儿而言，相较于规范化教学模式，他们更喜欢游戏形式的教学活动。因此，幼儿园教师要注重在游戏中组织

教学活动，让他们获得快乐童年，实现健康成长。基于游戏形式的教学模式是目前学前教育领域重点探究的内容，教师要注重结合教学

内容与幼儿发展特点，积极探究游戏化教学路径，提升游戏教学效果，助力幼儿全面发展。基于此，本文针对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应

用策略进行分析，为广大幼儿园教师提供策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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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阶段是幼儿实现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阶段，幼儿在与

外部环境互动过程中掌握知识技能，发展认知能力与思维能力。

游戏是幼儿园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游戏的教学活动能

够充分调动幼儿参与热情，让孩子通过玩耍形式获得与外界的信

息沟通，积累更多的知识，提升各方面能力，实现身心健康发展。

游戏是幼儿接触世界、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教师要注重组织多

样化游戏活动，为幼儿健康成长打造良好环境，促进其快乐成长。

一、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的作用

（一）有利于增强幼儿教育效果

爱玩是幼儿的天性，基于游戏形式的教学活动对幼儿来说是

一种趣味行为，更容易被幼儿接受，进而起到良好的教育引导效

果。对幼儿来说，他们大多不愿意参与标准化、说教式教育形式，

难以对教学活动保持较长的注意力。而游戏活动能够避免重复性

学习行为，让幼儿活动身体，促使其对感兴趣的事物保持较长时

间的注意力。游戏是幼儿园教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开展教学

的重要方式，其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让幼儿获得不同的学习体验，

有效锻炼幼儿的认知思维能力与动手能力等。幼儿的年龄较小，

身心发展不成熟，无法展开长时间的知识学习，而通过游戏活动

能够将知识教学与游戏活动结合起来，让幼儿更愿意参与到知识

学习中，进而达到教学目的，增强教学效果。

（二）有利于促进幼儿成长发育

游戏是幼儿探索世界与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通过游戏组织

教学对幼儿身心成长发育具有积极作用。从心理发展角度分析，

游戏活动能够培养幼儿的思维能力、观察力与创造力等，促进幼

儿大脑发育。游戏活动具有多样性，益智类游戏能够充分锻炼幼

儿智力，让幼儿在参与中建立与游戏内容、伙伴的互动交流，在

游戏胜利时获得积极情绪，在游戏失败时获得丰富游戏经验，进

而对其大脑发育产生积极作用。从生理发展层面分析，很多游戏

活动与体育运动相关，让幼儿通过跑、跳、攀爬等方式实现体能

锻炼，有利于增强幼儿肢体协调能力，促进幼儿体能发展。游戏

不仅包括打篮球、踢足球等激烈运动，同时也包括搭积木、投壶

等精细运动，促进幼儿精细动作能力与动手操作能力提升，促进

幼儿成长发育。

（三）有利于幼儿品格道德养成

幼儿自身年龄较小，在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发展不成熟，

很多幼儿尚未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此阶段的教育引导对其品格

道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游戏活动的合理设计能够促进幼儿良好

品格道德的养成，对其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幼儿本身是“一

张白纸”，此阶段的教育奠定了整张纸的“颜色”基调与“成品

风格”方向。科学合理的游戏活动能够为幼儿营造积极向上的教

学环境，对幼儿产生正面影响，让幼儿在参与中养成良好的合作

习惯、行为习惯等，明白一些生活方面的哲理知识，促使幼儿能

力发展、丰富幼儿认知。有的游戏为合作性游戏，幼儿在参与中

会明白伙伴的重要性，懂得与他人相处的方法，进而可以锻炼幼

儿团队协作能力与社交能力。有的游戏为角色扮演类游戏，幼儿

在参与中能够站在不同视角审视问题，认识到不良行为给他人带

来的困扰与危害，进而可以约束自身行为，丰富生活常识等。由

此可以看出，游戏活动对幼儿的道德品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教

师要结合幼儿能力发展合理设计游戏活动。

二、当前幼儿园游戏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游戏方法与教学结合不紧密

随着游戏教学方式的不断推广，游戏教学方式正在被学前领

域推广与应用，表现出对幼儿能力发展的积极影响，但在实际应

用过程中，幼儿园仍存在游戏活动与教学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

游戏教学能够将课程知识、生活常识等与游戏活动有效结合起来，

帮助幼儿理解与吸收，调动幼儿参与积极性。此教学方法对幼儿

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引导能力等提出了较高大要求，如果

教师只是单纯将游戏引进到教学中，错过游戏与教学融合的时机，

会很容易陷入到“虽然应用了游戏教学方法但仍无法取得预期效

果”中，难以充分发挥游戏教学方法的应用效果。幼儿教师不能

过于高估游戏教学活动的应用效果，也不能忽略游戏教学的重要

性，应结合幼儿实际水平合理设计教学，选择契合幼儿认知水平

的游戏。

（二）游戏教学资源不够丰富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对游戏资源的挖掘不够充分，使得

可用于教学的游戏资源不够丰富，难以构建出多样化的游戏教学

情境。教师多应用民间游戏、传统游戏等组织教学，此类游戏已

经难以契合当下幼儿的实际需求，难以有效调动幼儿的参与兴趣，

需要教师不断从生活、大自然中提炼游戏资源，以此不断丰富教学。

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现有教学材料不足，教师难

以应用现有组织多样化游戏活动，使得游戏教学资源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是因为教师的游戏创新能力与创编能力不足，难以对传

统游戏进行创新，对网络游戏进行改变，使得多种游戏活动无法

应用到实际教学中。

（三）游戏教学内容吸引力不足

目前游戏教学的重要性已经被大多数幼儿教师认识与理解，

但部分教师对游戏教学的认识仍比较片面，对其定位不准确，无

法整合出趣味性、多样化的游戏内容，使得游戏作用无法得到充

分发挥。在应用过程中，有的教师虽然已经认识到了结合游戏组

织教学的重要价值，但在应用中过于强调游戏的辅助功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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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有效融入到教学中，所设计的教学内容缺乏对幼儿的吸引，

无法调动幼儿参与积极性。除此之外，部分教师在游戏过程中对

幼儿的干预较多，难以把握好游戏规划与教学干预之间的分寸，

幼儿缺少足够的自由发展空间，对其能力发展造成一定限制。

三、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一）提取生活资源，充分挖掘游戏素材

素材是组织游戏教学活动的基础，教师要注重提取生活资源，

从生活资源中挖掘与整合游戏素材，让幼儿能够在熟悉资源中参

与游戏，感受游戏活动的生活化特点。从中汲取生活知识，实现

成长与发展。首先，整合幼儿园教育素材。教师可从幼儿园教学

环境入手，引导幼儿从幼儿园常见的环境中学习知识。教师要认

真选择游戏材料，整合丰富的物质材料与人文化材料等，为幼儿

提供良好的游戏氛围。例如在“绘画”教学中，教师可为幼儿提

供绘画工具，组织“接力画画”的游戏，并为幼儿设置“我心中

的幼儿园”主题，让幼儿尝试从熟悉环境中提取绘画元素，将自

己心中幼儿园的模样以接力方式绘制出来。在游戏过程中，第一

名幼儿画出了大大的房子，第二名幼儿在房子里画上了玩具，第

三名幼儿在房子旁画上了秋千……多种颜色糅杂在一起，绘制出

了一副“美丽的幼儿园”。此游戏的设置让整个教学活动更具有

艺术氛围，让幼儿在发展绘画技能的同时，能够收获快乐。其次，

整合生活教育素材。教师可从幼儿的日常生活中提取素材，在游

戏中引进生活资源等。例如在“认识夏天”游戏活动中，教师可

鼓励幼儿搜集自己与夏天的照片，比如吃西瓜照片、和父母一起

吹电扇照片等，将幼儿的照片整理并展示出来，引导幼儿说说照

片中的故事，说说自己在夏天里的感受等。此游戏活动能够帮助

幼儿从身体感受、心理感受等层面认识夏天，深化对季节变化的

感受，深化幼儿对自然环境的认识。最后，整合自然环境资源。

自然环境中存在丰富的游戏教学资源，教师要注重开发与利用身

边的自然环境资源，将来自不同途径的资源与教学内容整合起来，

以此增强教学效果，促使幼儿在游戏中成长。

（二）趣味设计游戏，丰富幼儿参与体验

为有效提升游戏教学效果，教师要注重趣味设计游戏活动，

让幼儿能够获得更加丰富的参与体验。在游戏活动设计过程中，

教师可让幼儿参与不同游戏角色，比如小导游、小司机等，通过

案例展示、角色扮演等方式，感受不同角色视角，发展思维能力。

例如组织“我来游故宫”游戏活动，教师可以结合旅游经历为幼

儿安排不同的角色，比如有的幼儿扮演导游角色，为大家讲解故

宫故事与展馆信息；有的幼儿扮演景区管理人员，负责维持现场

秩序与保护景区物品等，有的幼儿扮演不同年龄的游客，对参观

情况提出自己的疑问等。在游戏过程中，幼儿们结合自己以往旅

游经验进行互动，营造出良好的旅游氛围。为培养幼儿爱护环境

意识，教师可在游戏中扮演“游客”做出不爱护环境的行为，让

幼儿进行阻止与劝导，向“游客”教师说明爱护环境的重要性，

以此增强幼儿认知，让幼儿能够自觉爱护环境。此游戏过程不仅

能够丰富幼儿参与体验，同时还可以让幼儿通过扮演角色认识到

不同角色的辛苦，认识到爱护环境、维持现场秩序的重要性，进

而可以养成良好的旅游行为习惯，促进幼儿发展。除此之外，教

师还可以将游戏活动引进到知识教学中，将枯燥的知识学习过程

变得更加趣味。以语言教学为例，很多幼儿认为背诵古诗、学习

词汇的过程比较枯燥，不愿意参与到学习中。对此，教师可设置

游戏化的语言教学过程，结合幼儿喜欢简单重复性语言的学习特

点，将语言内容转变为朗朗上口、简单的语言，帮助幼儿掌握。

比如教师将儿歌与游戏结合起来，将“你拍一、我拍一”的游戏

与数字学习结合起来，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数学知识；将传话游

戏与语言学习结合起来，将幼儿分为若干小组，用小凳子连成一

个圈，从起点开始传话，看哪个小组传得更准更快。上述游戏活

动能够将课程学习与游戏活动结合起来，让幼儿在参与中有效锻

炼自身记忆力与表达能力等，教师要注重开发更多趣味性游戏活

动，以此提升幼儿综合素质。

（三）设置教学情境，鼓励幼儿创造游戏

在传统游戏设计中，教师习惯站在成年人视角设计游戏，使

得游戏难度与游戏内容无法有效契合幼儿认知，使得游戏教学活

动无法达到预期。对此，教师要注重站在幼儿角度设计游戏，感

受幼儿的认知世界，放手让幼儿创造游戏，让幼儿自己参与设计

游戏，以此促进幼儿能力发展，完善游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鼓励幼儿自己创造游戏，使

得游戏活动更符合幼儿认知。例如在“愤怒的小鸟”游戏活动中，

为确保游戏过程符合幼儿心理需求，教师可先为幼儿提供游戏材

料，而后将幼儿分为“攻击小组”与“防御小组”，让两个小组

幼儿自由发挥形象力，按照游戏规则自由搭建游戏场景。游戏开

始之前，“防御小组”幼儿用纸箱、木板等搭建起来防御城堡，

并在城堡中放置要保护的玩具；“攻击小组”在固定位置放置了

皮筋与沙包，摆放好沙包准备攻击。游戏开始后，“攻击小组”

用沙包攻击木板与纸箱，不断调整攻击方向，尝试用最简单的方

法打落更多的玩具；“防御小组”在每一关卡结束后不断调整木

板和纸箱的位置，不断提升防御能力。几轮结束后，两组幼儿相

互交换，以此不断丰富幼儿参与体验。在此游戏情境下，幼儿能

够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与胜利的喜悦，能够有效锻炼幼儿体

能与思维能力。对教学而言，此游戏情境能够避免教师参与导致

的不符合幼儿心理特点的问题，能够让游戏过程更符合幼儿期待，

提升幼儿游戏参与感，锻炼幼儿创造能力与动手能力。另外，教

师还要借助游戏加强对幼儿道德品格的培养，比如在“两人三足跑”

活动中，不仅要传授幼儿比赛技巧，同时还要引导幼儿如何与他

人合作交流，以便更好完成比赛，获得理想成绩。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游戏的教学活动更能调动幼儿的参与热情，

促使幼儿在轻松氛围下学习知识，健康成长。对此，教师要正确

认识到游戏活动对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合理定位游戏

教学作用，注重开发与设计游戏教学活动，从日常生活、自然环

境中提取教学资源，趣味性设计教学过程，创设多样化教学情境，

适当调整游戏复杂程度，为幼儿带来新奇的参与体验，有效发展

幼儿思维能力，提升幼儿认知水平，让幼儿能够拥有快乐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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