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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幼儿园教学游戏化研究
——以甘肃省庆城县乡镇中心幼儿园为例

曾　银

（甘肃省庆城县驿马镇中心幼儿园，甘肃 庆阳 745106）

摘要：幼儿园教育是幼儿接触学校教育的开始，对于幼儿智力、身体素质的提高及身心健康的培养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游戏作为

幼儿获取知识、培养幼儿各方面综合能力的重要活动，应该作为幼儿园教学的基本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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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幼儿园教学游戏化现状调查结果

（一）教学内容、主题来源单一

根据调查，甘肃省庆城县乡镇中心幼儿园教学内容和主题大

多来源于大纲或教材，见表 1：

表 1　教学活动主题来源

活动内容、主题的来源 大纲或教材 教师自选 幼儿自选
小班个数 14 2 0
中班个数 11 5 0
大班个数 9 7 0

根据观察记录表分析可以发现，幼儿园大多数教学活动主题

的来源主要来自于根据大纲或教材的要求。其中，小班有 14 个班

级按照大纲或教材的内容选取教学活动主题，占小班班级总数的

87.5%，仅有 2 个班级在小朋友过生日时进行了以生日为主题的教

学活动；中班有 11 个班级按照大纲或教材的内容选取教学活动主

题，占中班班级总数的 68.75%，有 5 个班级进行了以生日或其他

节日主题的教学活动；大班有 11 个班级按照大纲或教材的内容选

取教学活动主题，占大班班级总数的 56.25%，有 7 个班级的教师

选取了非大纲或教材要求的教学活动；根据观察记录表统计，48

个的班级的教学活动主题没有幼儿根据生活经验或兴趣自主提出

的教学活动。

（二）教学环境缺乏游戏性因素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乡镇中心幼儿园仅有基本的教室，

在整个教室的布置上也是按传统幼儿教育的大课堂集体教学方式

的要求布置，仅有书桌、前后两块黑板、讲桌、课桌椅子、作品

展览区等。游戏材料的投放也是教学环境布置中的重要一环，幼

儿园教学游戏化要求在投放时注意教学活动开展所需要材料种类、

性质、数量甚至是材料的大小要与幼儿的年龄及教学活动主题相

适应。但根据观察及访谈，大部分幼儿园存在游戏种类较少、数

量不足及游戏材料利用不足、目的不明确及布局混乱等问题，这

些游戏材料投放的不合理可能导致教学活动的无法开展或幼儿争

抢游戏材料、没有材料的孩子无所事事等问题。

（三）教学活动主体定位错误

根据调查，庆城县 16 个乡镇的中心幼儿园大部分教学活动是

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只有极少数班级是教师引导，基本没有幼儿

处于主导地位的教学活动，见表 2： 

表 2　教学活动主体

教学活动主体 教师主导 教师引导 幼儿主导
小班个数 15 1 0
中班个数 11 5 0

根据观察记录表分析可以发现，幼儿园大多数教学活动的开

展由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小班有 15 个班级教师占据主导地

位，占班级数的 93.75%，幼儿只是跟随者教师的节奏被动地进行

学习，有 1 个班级教师根据教学活动的安排引导幼儿开展教学活

动；中班有 11 个班级的教学活动的开展由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占

班级数的 68.75%，5 个班级的教学活动由教师引导幼儿开展；大

班有 10 个班级的教学活动的开展由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占班级数

的 63.5%，6 个班级的教学活动由教师引导幼儿开展。

从观察记录中不难发现，在庆城县大部分乡镇中心幼儿园教

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教师掌控着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与实施，

根据自己在教学活动开始前设定的教学计划有步骤地展教学活动，

让幼儿跟随自己设定的教学计划一步步完成预设的教学目标。

（四）幼儿教师指导方式缺乏科学性

据庆城县 16 个乡镇的中心幼儿园的观察记录发现，大部分教

师在教学活动中采取的指导方式缺乏科学性，见表 3： 

表 3　幼儿教师指导方式

指导方式 参与式 启发式 强制式
小班个数 0 2 14
中班个数 1 1 14
大班个数 1 4 11

根据观察记录表分析可以发现，在多数幼儿教师在教学活动

开展过程中采用强制式的指导方式。其中在幼儿园小班教学活动

中，有 14 个班级幼儿教师采用强制式的指导方式，占总数的 87.5 

%，有 2 个班级幼儿教师采用观察式的指导方式；幼儿园中班教

学活动中，有 14 个班级幼儿教师采用强制式的指导方式，占总数

的 87.5%，有 1 个班级幼儿教师采用观察式的指导方式，1 个班级

幼儿教师采用参与式的指导方式；幼儿园大班教学活动中，有 11

个班级幼儿教师采用强制式的指导方式，占总数的 68.75%，有 4

个班级幼儿教师采用观察式的指导方式，1 个班级幼儿教师采用

参与式的指导方式。

（五）教师与幼儿缺少积极的情感交流

通过庆城县 16 个乡镇的中心幼儿园 48 个教学班的教学活动

观察记录发现，虽然大部分教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都与幼儿有多

次的交流，但大多数交流都集中在教学内容上，见表 4：

表 4　幼儿教师与幼儿交流次数

交流次数 3 次及以下 3-6（含 6）次 6 次以上
小班个数 3 5 8
中班个数 1 6 9
大班个数 0 7 9

根据观察记录表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幼儿教师在教学活动

中与幼儿沟通次数都在 3 次以上，其中小班在 3-6（含 6）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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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5 个班级，占总数的 31.25%，沟通交流次数在 6 次以上的有

8 个班级，占总数的 50%；中班在 3-6（含 6）次以上的有 6 个班

级，占总数的 37.5%，沟通交流次数在 9 次以上的有 7 个班级，

占总数的 56.25%；大班在 3-6（含 6）次以上的有 7 个班级，占

总数的 43.75%，沟通交流次数在 6 次以上的有 7 个班级，占总数

的 56.25%。尽管幼儿教师在与幼儿沟通交流次数都在 3 次以上，

但大多数沟通交流内容都是关于教学内容方面的。

二、影响农村幼儿园教学游戏化的因素分析

（一）教学环境布置缺乏合理性

目前庆城县大部分乡镇中心幼儿园在课程设置上向小学看齐，

过度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从学校的课表上看，上午均安排

为识字和数学教学活动，手工、美术、音乐等教学活动每周只有

一节，而且只有周五下午有户外活动课。这种课程设置模式没有

充分考虑幼儿的学习特点，过渡注重知识文化的学习，忽视了游

戏在幼儿园教学及幼儿健康成长中的作用和价值，没有为幼儿留

出足够的时间去进行游戏活动。不仅不利于幼儿生活经验的积累、

社会性、心理素质等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也给乡镇中心幼儿园教

学游戏化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制约。

（二）幼儿教师对教学游戏化存在误解

在传统幼儿教学模式中，幼儿教师的角色是组织者和领导者，

负责组织并领导幼儿开展教学活动。很多农村幼儿园管理层及幼

儿园教师对教学游戏化的开展还存在诸多的误解，并没有意识到

游戏本身就具有教育性，游戏可以作为一种教学形式来完成预定

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有部分幼儿教师不支持教学游戏化，他

们大都秉持传统的教学观念，认为幼儿教育除了小班教学之外就

应该是单纯的教书，给幼儿传输知识以使幼儿掌握更多的基本科

学文化知识。

（三）农村幼儿教师教学理念落后，教学技能不足

在调研的幼儿园中，大部分幼儿园仍以传统的幼儿教育模式

为主，教学活动多采用“填鸭式”课堂教学方式。在该教学模式

下，教师要在教学活动开始前要根据教学需要预先设定教学内容，

并做好相应的教学计划及预案，按照预定的计和安排开展教学活

动，引导幼儿进行学习，幼儿学习就是对教师讲授知识的记忆，

幼儿成绩的好坏或教师表扬批评等就成为了衡量幼儿教育质量的

标准。

（四）幼儿家长对教学游戏化缺乏正确的认识

幼儿家长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是幼儿园教学游戏化的基础，

但目前家长对幼儿游戏和教学游戏化还存在一定的误解。目前，

农村家长有关幼儿教育的观念明显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认为幼

儿在学校就应该好好学习，将学习当作自己在学校的唯一任务，

没有认识到游戏也是幼儿学习和锻炼自身能力的一种方式。家长

的误解直接影响到幼儿园教学游戏化。

三、农村幼儿园教学游戏化建议

（一）创设游戏化的教学环境

在教学游戏化理念中，要求教育活动与游戏相互融合在一起，

在富含游戏性因素的教学环境中展开，使得幼儿能够在富含游戏

因素的教学环境中享受教育、快乐学习。在创建幼儿园教学环境时，

除了需要考虑安全舒适性及游戏性因素外，也要使得教学环境能

够激发幼儿兴趣，满足幼儿丰富多样的爱好、要求及性格特征，

满足不同年龄层次幼儿的需求及不同活动形式的要求，保证不同

的活动形式能够得以开展。在教学活动区域设置上，不仅要注意

满足安全舒适的要求，也要注意不同活动区域的相互协调，如需

要相对安静空间的阅读、手工、绘画等活动可以错落搭配在一个

活动区域，玩沙、玩水、角色扮演等动静稍大的活动可以合理布

置在一个活动区域。

（二）合理设置幼儿园课程体系

幼儿园规章制度不仅是对幼儿园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规范

和指导，也是对幼儿教师采用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手段的一种

规范和约束。幼儿园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应以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

法规及幼儿园教育教学要求为基础，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及特

色。 调查发现，庆城县大部分乡镇中心幼儿园所采用的教学模式

为“小学化”模式，政府相关部门及幼儿园应给予高度重视，从

制度着手改变这种不利于幼儿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填鸭式”

教学模式。

（三）提高农村幼儿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

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直接决定了幼儿教学内容及开展方式，

是农村幼儿园实现教学游戏化的必要保障。针对目前农村幼儿教

师教学理念相对落后、教学技能不能满足教学游戏化要求的现状，

政府相关教育部门及幼儿园本身应积极采用各种方式提高幼儿园

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教育部门、幼儿园应加强幼儿教师

职后培训，通过培训、讲座或前往教学游戏化开展较好幼儿园的

参观学习、邀请专家教师前来指导以及通过书籍介绍、网络视频

等方式为幼儿教师介绍教学游戏化的相关理念和教学技能，改变

幼儿教师以知识教学为中心的传统幼儿教育目的观和教学理念，

正确认识教学与游戏之间的关系，使得幼儿能够在教学游戏化中

得到愉悦性的情感体验。

（四）引导家长正确理解幼儿园教学游戏化

幼儿园应积极主动采取各种措施消除农村社会及家长对幼儿

游戏和幼儿园教学游戏化存在的误解，使其认识到游戏对于幼儿

园教学及幼儿成长发展的重要作用，得到幼儿家长的理解与支持。

如在招生时为家长宣传游戏及幼儿园教学游戏化等对游戏学习成

长的作用；制作幼儿园教学游戏化内容的宣传画册、开展幼儿园

教学游戏化公开课，使家长对幼儿园教学游戏化有个更加直观的

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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