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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课程对促进幼儿理解能力提高的研究
薛　丹

（启东市和睦幼儿园，江苏 启东 226200）

摘要：任何认识过程都离不开“理解”。“理解”是一个人把握事物实质的能力，是逻辑思维的基础。幼儿的思维发展水平决定其

理解能力。幼儿年龄越小对事物的理解越直接、肤浅，他们并不能理解事物的中间状态，并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主观情绪和情感倾向地影响。

学前教育应基于幼儿理解事物的特点制定教学方案，不能急于求成。笔者认为，应结合幼儿思维发展特点，采取游戏化课程促进幼儿理

解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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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阶段是孩子理解能力的迅速发展期。幼儿理解能力地提

升，对孩子以后正确认识事物、准确把握事物实质至关重要。因此，

学前教育应联系幼儿理解事物的特点积极寻找科学的教学方法。

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结合笔者教学实践，本文试对游戏化课程在

促进幼儿理解能力提高方面的作用展开讨论。

一、通过诗歌游戏，提高幼儿对文字的理解能力

幼儿年龄越小对事物的理解越直接，而文字经过千年进化已

经十分抽象。诗歌音韵和谐、节奏明快，幼儿教师可以通过诗歌

游戏刺激幼儿思维，帮助幼儿发展语言能力，让幼儿在生动的旋

律中提高对文字的理解能力。

例如：在教《色彩谣》这堂课的时候，教师可以分这样三个

步骤进行教学。

第一步：教师可以事先给每个孩子的课桌上放三种颜色的颜

料、毛笔、白纸、小碗，然后引导幼儿进行调色操作。待幼儿调

好颜色，教师可以让幼儿展示自己的作品，并讲述调色方法。每

个孩子都渴望表现，教师可以通过让孩子展示自己的成果来调动

他们的积极性。

第二步：以实物作为参照，帮助幼儿理解诗歌文字。教师可

以将幼儿调出的颜色及其调色方法总结到黑板上，然后用这些颜

色进行绘画，以此引出《色彩谣》这首诗歌，并带领幼儿进行朗读。

第三步：课堂教学中从实物到诗歌的过程，为幼儿创作提供

了模板，教师可以引导幼儿进行模仿创作，帮助幼儿加深对文字

的理解。朗读完《色彩谣》这首诗歌后，教师可以引导幼儿进行

发散思维，想一想这些颜色还能画什么，然后用自己调出的颜色

画一画。之后，教师可以让幼儿讲一讲都用哪种颜色画了什么事物，

而后带领幼儿将他们的发言总结成诗歌。

二、借助游戏“筹码”，帮助幼儿理解数学运算

对于幼儿来说非好即坏，并不能理解事物的中间状态，对事

物的理解比较呆板。学会了 1+2=3 后，需要进一步学习才可以明

白“1+2”与“3”的对应关系。游戏是孩子的天性，幼儿教育应

从孩子的天性入手，探究学前教育的意义。教师可以采用幼儿容

易理解的游戏“筹码”进行数学教学。

例如：幼儿教师可以通过“投沙包”进行数学教学。

玩法：教师可以将幼儿进行分组，然后以组为单位计算得分，

每得 1 分奖励 1 朵小红花。比如，教师可以根据幼儿力量大小设

置难度，投到 4 米线以内得 1 分，奖励一朵小红花，投到 4-5 米

之间得 2 分，奖励两朵小红花，投到 5 米线以外可以得 3 分，奖

励 3 朵小红花。最后，把三次投掷所得的小红花加在一起作为总

成绩，获得小红花最多的一组奖励一朵小红花。通过“投沙包”

游戏帮助幼儿积累与数字相关的感性体验，而后再教幼儿进行运

算，这种教学法将抽象的数学知识与游戏“筹码”相结合，更符

合幼儿对事物的认知规律，能够有效的提高幼儿理解数学运算的

能力。

三、通过“踩气球”游戏，提高幼儿情绪理解能力

情绪理解能力具有建立和改变幼儿与外界联系的功能，是幼

儿心理发展的重要方面。幼儿园教育阶段是儿童进入校园生活的

开始，他们开始更多的主动参与到社会交往中，是幼儿情绪理解

能力快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幼儿对事物的情绪理解能力很大

程度上受到主观情绪和情感倾向地影响，因此开展教学过程中应

以游戏教学为主。

例如：教师可以通过“踩气球”游戏令幼儿体验紧张、快乐

的情绪，了解情绪的功能，从而培养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这个

玩法需要教师事先准备好气球，根据幼儿年龄大小可以选择事先

吹好，或者带领幼儿一起吹气球。然后，给每个幼儿的小腿根部

绑好气球，并将幼儿分为 AB 两组。分组完成后，让幼儿开始踩

另外一组的气球，限时 4-5 分钟，踩破气球较多的一组为胜，发

一朵小红花作为奖励。最后，幼儿教师可以让 AB 两组幼儿各自

谈谈玩这个游戏的感受，现在的情绪如何，引导幼儿理解情绪的

功能。通过吹气球、互相踩对方的气球让幼儿感受到其中的紧张、

快乐情绪，帮助幼儿积累了关于情绪的感性体验，通过谈玩游戏

的感受，幼儿对自己的情绪有进一步认识，这就把对于幼儿来说

抽象的“情绪”概念具体化，令幼儿能够准确理解什么是情绪，

从而提高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

四、结语

总之，幼儿园学习是幼儿开始主动积极参与社会关系的开篇，

是提升幼儿理解能力的关键阶段，幼儿园教育应采用游戏化课程

大力促进幼儿理解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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