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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教学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实践探析
王雪宁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实验幼儿园，山东 东营 257000）

摘要：幼儿是一类特殊群体，面向幼儿的教育要突出人文性特征，关注幼儿成长。幼儿园创办游戏活动能够引导学生探索未知的世界，

同时还有利于落实阳光教育，帮助幼儿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但是，现阶段幼儿园活动设计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活动形式单一、活动内容

较为乏味等，这些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幼儿智力发育。本文就游戏化教学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实践展开论述，阐述幼儿园游戏化教学实施

的各种策略，提出具体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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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阶段的教育有思想启蒙的作用，能够促进幼儿智力发育，

而且还能培养其创造性思维，于幼儿今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以

游戏为载体，组织幼儿园活动能够达到推波助澜的教学效果。在

此过程中，教师要科学选择游戏，引导幼儿在游戏中寻找新大陆。

一、通过引入表演游戏，提升语言应用能力

幼儿们往往具有强烈的表演欲。因此在幼儿语言教育过程中，

教师可通过组织表演类游戏，培养幼儿语言能力。再具体实施过

程中，首先需要教师结合幼儿的兴趣点，设计难度适中的游戏内容，

以充分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促使幼儿能够在愉悦的语言学习氛

围中，掌握语言知识。其次，在幼儿表演过程中，同样需要教师

参与其中，为幼儿提供实时指导，确保表演性语言教育游戏的顺

利进行。

例如，《熊出没》是一部幼儿们都很喜欢的动画片，在语言

教育中，教师便可组织幼儿开展“熊出没”的角色扮演游戏，由

一个幼儿扮演光头强的角色，其他幼儿则分别扮演熊大、熊二等

角色，并设计一系列游戏情境，引导幼儿在喜闻乐见的游戏情境中，

开展对话，获得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游戏结束后，还需要教师

对幼儿的游戏过程、活动表现给予中肯、激励性点评，以帮助幼

儿树立语言学习信心，进一步提升语言教育成效。

二、通过引入德育游戏，树立正确道德观念

教师在幼儿园游戏活动设计过程中，可引入一些的德育类游

戏，从小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但是在此过程中要找

准德育教育与游戏活动的切入点。在传统教育模式下，部分教师

故步自封，未跳出书本的束缚，成为书本知识的搬运工。这些教

师在游戏设计过程中，未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仍采用旧式游戏，

未突出创新的理念，而且未渗透德育教育的相关内容，不利于提

高幼儿的德育素质。新时代背景下，教师在游戏设计过程中，可

以以生活为导入点，渗透德育教育的相关内容，帮助学生培养良

好的品德。

例如，在《我会买东西》主题活动教学中，教师可从生活角

度入手设计游戏，同时还要注重幼儿的智力开发。教师可在讲台

摆放多个桌子，学生可将自己的铅笔、橡皮、直尺等文具放在桌

子上，标注好相应的价格后“售卖”，模拟真实的购物场景。与

此同时，教师还要渗透德育教育的相关内容，可让学生按照先后

顺序排队，培养其规则意识，在公共场合能够自觉排队，逐步提

升其道德品质。

三、通过引入区域游戏，提升交流合作

在幼儿游戏教学中区域游戏是基本形式之一，幼儿通过积

极参与区域游戏能有效提升自身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而在区域

游戏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当设立具体的明确教育功能和培养目

标 -- 通过区域游戏教学让孩子们意识到和其他人合作的重要性。

为了让幼儿们在区域游戏中有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和空间，教师

可以利用合唱、合作画画等方式加强幼儿之间的交流合作，除此

之外，教师还可以利用一些益智类区域游戏进行教学，在提升学

生合作意识和能力的同时开发他们的智力，比如，组织幼儿们玩

词语接龙、搭积木这种区域游戏，让他们在游戏过程中学会合作

与分享。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教师要强化学生们在合作中的

规则意识，只有存在完善、合理的规则，互动性极高的区域游戏

才能进行下去，假如有一个孩子破坏了游戏规则，而教师没有指

出来，而是放任其发展下去，那么其他的孩子也会有样学样，安

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忽略规则的存在，那么区域游戏就将无法进

行下去，孩子们也无法在其中体会到应有的乐趣，更不要说增强

自身合作能力了。因此，教师一定要在区域游戏中引导幼儿们严

格按照游戏规则进行，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良好游戏氛围，让

孩子们在其中既能在忘我的区域游戏中得到快乐，又学会了在遵

守规则的前提下和其他的小朋友互相合作。

四、结语

客观来讲，现阶段的幼儿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幼儿建立正

确的价值观，促进其健康成长。幼儿阶段的教育尤为重要，于其

今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引入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教学则能借助游

戏实施教学活动，引导幼儿在游戏过程中学习新知识，真正在玩

中学，促进幼儿园教学水平的提升，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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