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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学游戏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殷小丹

（商南县金福湾幼儿园，陕西 商洛 726300）

摘要：幼儿教育作为孩子的启蒙课堂，这个阶段影响着幼儿日后思维、认知的养成。由于幼儿身心发育状况，需要教师根据其心

理活动，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从而帮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到知识，实现思维开发。满足幼儿身心发展所需。本文就幼儿园教学游戏中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展开论述，阐述现如今幼儿教学游戏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加强其应用的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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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时代的不断发展，网络逐渐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

活。由此可见，目前教师在进行游戏教学时应充分结合信息技术

的优势。将幼儿作为课堂主体，以培养游戏兴趣为教学工作的侧

重点，在游戏中融入思维教育。促使幼儿培养正确的行为认知，

身心也能得到相应地发展。也为日后幼儿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打

下良好基础。

一、目前幼儿教学游戏现状

（一）形式单一化

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对教师开展幼儿教育提供了许多便利。

网络上丰富的教学资源为教师开展幼儿教育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但部分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形式过于单一，采用简单

的认字教学游戏帮助幼儿反复记忆。尤其是现阶段幼儿心智发展

尚未成熟，对事物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传统教学方式导致

幼儿不爱学、学不会、不理解。幼儿的兴趣没有被调动起来，自

然学习效率不高，对学习也提不起兴趣。导致幼儿教学工作的开

展也受到了阻碍。

（二）内容单一化

幼儿教学重点在于开发幼儿行为认知，培养幼儿自主思考、

身体协调性、乐于分享、团队合作等方面，进而实现全面发展。

目前教学工作产生的不足之处在于：教师备课过于简单、内容枯

燥单一、缺乏灵活性等。教师根据教材内容进行简单的游戏设置，

但却少了知识拓展。而且，幼儿教育作为今后学习的第一道障碍，

也是最为关键的基础。若幼儿只是一味地接受教材上的知识，缺

乏知识面的拓展，思维得不到活跃，导致日后学习产生思维固化，

只是应付考试而学习。这种情况身心健康得不到保证，日后发展

也会存在问题。

二、教育游戏开展的新措施

（一）寓教于乐，吸引幼儿学习兴趣

教师在开展学前教育时，需要舍弃传统的教学理念，传统的

教学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这时，如何培养幼儿学习

兴趣便成为现如今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教师可以采用“游戏故

事法”吸引幼儿兴趣，激发幼儿学习的欲望。

以《考砸了》为例，教师可以借助微课根据故事设计一个简

单的动画之后进行讲解：有一位小朋友因为考试没考好就十分郁

闷，头上就出现了一朵小乌云，这朵乌云怎么也甩不掉。然后教

师可以让幼儿吹气模仿大风，借此吸引幼儿兴趣。乌云被吹散了，

但是不一会乌云又聚集到一起了，然后他伤心地回到家，妈妈看

见了他头顶的乌云，对他开导鼓励，小朋友的心情变好了，乌云

也不见了。从故事中幼儿通过小朋友的经历也知道了要保持一颗

积极乐观的心。幼儿在此过程中兴趣被调动起来，思维也逐渐活

跃起来，枯燥的课堂也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二）趣味课堂，锻炼幼儿发散思维

幼儿这一阶段是建立空间思维的最佳时期，教师可以根据幼

儿所处阶段心理发展和行为方式的一般规律，采用灵活多样的教

学方式，在培养幼儿动手能力的同时，对空间感也有一定认知。

教师可以开展“寻物游戏”要求幼儿从事先准备好的箱子里随机

抽取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物品的名称、形状和颜色，然后幼儿

要在教室中寻找该物品并放入指定的箱子中。要求在有限的时间

内尽可能放多的物品。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一方面，对物体名称、

形状、色彩又具有一定的认知，在整理图形的过程中，对空间感

也产生了一定印象。另一方面，日后幼儿在家整理玩具时也不会

随意乱放，而是有条理地将其一一摆好。

（三）合作游戏，培养幼儿团队意识

合作意识的培养对幼儿今后学习，同学关系处理、未来工作

都有一定影响，良好的团队意识有利于幼儿展现自我，提升个人

魅力。因此，教师应从小就帮助幼儿建立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开展合作游戏，是解决其问题的最优方案。

例如：开展障碍赛跑的游戏，教师将幼儿平均分成若干小组，

然后在每段路程都设置不同的障碍，例如小组一共拍五十下皮球、

积木拼装等。然后由小组人员同时出发，用时短的小组给予奖励。

幼儿在运动的过程中，能力优秀的帮助能力稍差的。这种良好的

环境下，幼儿形成了集体荣誉感，组内成员互帮互助，同时也拉

近了同学彼此之间的关系。这种教育游戏充分发挥了群体的积极

功能，提高幼儿的学习动力和能力。

三、结语

由此可见，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教师在进行幼儿教育时，

应从幼儿出发，培养幼儿课堂主人的角色意识。作为幼儿成长

发育的重点时期，需要教师全方面、多角度地进行幼儿教育。

合理地利用信息技术，打造趣味教学，激发幼儿兴趣，根据幼

儿心理活动选择适合的教学游戏，进而提高教学游戏的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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