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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沈　兰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南麻幼儿园，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近年来，游戏化教学作为最受幼儿欢迎的教学方式之一，已经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及认可，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有益于幼儿的

身心发展，还有助于增加幼儿课堂的趣味性。就目前幼儿园教学来看，游戏化课堂早已经变为常态，在丰富幼儿校园生活的基础上，进

一步保障教学质量。虽然绝大多数教师实行了游戏化教学，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在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教学的开展过程中，

教师必须遵循幼儿的发展规律，将游戏与课堂有效结合，让幼儿在游戏中自主、快乐的成长。本文就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简单分析，并给出相应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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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改革，人们对幼儿教育也越来越重视，

很多家长希望孩子能在幼儿园的学习过程中更全面的发展，至此，

幼儿园为了能很好地顺应一些家长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融

入游戏化教学，以此来满足幼儿的心理以及生理需求。然而，在

这种游戏化教学越来越普遍的过程中，其弊端也随之浮现出来，

这不仅会影响教学进程，对幼儿身心发展也具有消极作用。只有

解决了这些弊端，幼儿才能在学习过程中增长个人知识以及积累

生活经验。

一、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过于形式教学从而忽略课堂本质

一些教师会在课堂上和学生进行大量的游戏互动，表面上似

乎是花了时间和精力去设计教学环节，实质上设计的游戏与所需

教授的知识没有太大关联。虽说游戏能吸引幼儿的兴趣，但疏于

表面的游戏是不具有推崇价值的。

（二）游戏形式过于单一

很多教师会沿用传统的课堂游戏来吸引幼儿的注意，或是从

网络上照搬其他幼儿教师的教案进行教学，甚至还有些教师眼中

的游戏化课堂教学就是让幼儿自由活动，这种千篇一律、模式单

一的教学不仅会使幼儿丧失对学习的兴趣，而且对课堂游戏化教

学的效果具有十分消极的影响。

（三）没有贯彻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

游戏化教学是将游戏合理、有效地引入到教学活动中，而不

是主次不分，一味游戏。教师是学生学习路上的领航人，而不是

主导者。游戏只是教学的辅助性手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忽

略幼儿的发展规律、混淆了游戏与幼儿发展的主导地位、过度干

涉幼儿的行为，而是应该利用幼儿的心理特征以及心理特点，合

理地用游戏化教学使幼儿体会到学习、成长的快乐。

二、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教学中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从本质出发，打造游戏课堂

幼儿园阶段是培养幼儿主观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重要阶段，教

师要充分意识到，游戏化课堂的本质是要通过游戏吸引学生的学

习兴趣从而教授学生知识。教师应根据班级中幼儿的需求围绕教

学目标设计合理的教案，在合理安排游戏时，考虑到预留给学生

的想象空间以及创造空间有多少，学生是否能够在富余的游戏课

堂上潜移默化的完成课堂任务，让学生能在课堂上释放自己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用有针对性的游戏课堂促进幼儿在愉快的学习氛

围中不断成长。

（二）丰富教学内容，增强课堂的趣味性

在幼儿园游戏化课堂教学的开展过程中，不同年龄段的学生

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以及学习吸收能力都不尽相同，教师应针对不

同阶层的学生设置不同的游戏。只有当游戏与教学内容更好的结

合时，才能吸引学生的兴趣，从而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当然，过

于老套的游戏环节对教学质量也是有一定消极作用的。所以，教

师应根据当下的流行趋势，结合学生的个性特点，设计一些新颖

的游戏，将幼儿感兴趣的游戏融入到课堂中，从而使教学质量得

到保证。

（三）注重引导过程，以生为本

在教授幼儿基本知识的同时，有效引导幼儿更好的理解各种

事物也是幼儿教师的职责之一。教师应该遵循幼儿的认知与发展

规律，利用新颖的游戏环节，吸引学生的兴趣，让学生自主的参

与到教学活动中，而不是一味地为了完成教学目标，强行干涉、

总结游戏。在游戏化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起引领作用，学生的

主体不能忽略，在游戏过程中教师不能忽视幼儿的想法，教师要

注重对幼儿的日常生活中的兴趣进行观察，并且要通过有效的方

法来引导学生调整和优化自己的认知。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吸取

经验，在反思自身不足的同时不断完善自身的综合素质，为后续

开展游戏化课堂教学奠定基础。

三、结语

总而言之，课程游戏化教学有弊也有利，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我们应该正视游戏化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时发现并解

决它。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对游戏化教学有更为深入的认知，在这

个过程中，教师需要意识到游戏化课堂对幼儿想象力、创造力以

及未来成长、发展的重要性，通过与学生的接触、互动以及合作，

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在这种愉快的游

戏氛围下学习，实现综合能力的挖掘与培养，从而得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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