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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学中游戏教育的应用研究
黄雨琪

（连云港市六一幼儿园，江苏 连云港 222000）

摘要：对于幼儿来说，游戏是他们童年幸福的象征。在幼儿教学中，积极应用游戏教育，不但符合幼儿的学习规律，也符合

他们的成长特点。《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当中明确强调，幼儿园课程教学应当以游戏化理念为基础，通过设计多样化的游戏活动，

让幼儿能够在寓学于乐当中掌握更多有价值、有意义的知识技能。基于此，本文就幼儿教学中游戏教育的应用意义和应用路径进

行了详细探讨，以期能够给广大教师同仁提供一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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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时期，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孩子在阶段学习效

果的好坏，对于他们未来的影响是极大的。而游戏教育作为一

种和幼儿学习规律以及成长特点相契合的教学理念，在推动幼

儿学习效果提升，促进幼儿身体健全成长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

但是，结合现实教育情况来看，幼儿教学中游戏教育的应用并

不是那么高效，对此，我们有必要正确把握游戏教育的应用意

义，在此基础上，以该教学理念为依托，切实做好幼儿教学设

计以及教学模式的革新工作，从而让幼儿快乐游戏、快乐学习

和快乐成长！

一、幼儿教学中游戏教育的应用意义

（一）激发幼儿在学习方面的浓厚兴趣

兴趣作为一种积极性的情感状态和认知倾向，是幼儿学习

与成长的最大动力。对于广大幼儿来说，他们只有在对某件事

或者某节课充满兴趣，才能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得更为自主和积

极，进而获得更多学习收获。这也启示我们，如果想要获得好

的教学收益，必须要做好趣味教学这一工作，而游戏教育正是

一种深谙此道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我们都知道，幼儿们大多都

喜欢玩游戏，将教学过程和游戏活动衔接融合，必然能够让幼

儿们获得更为愉快的学习体验，而且这不管对于他们学习效果

的提升而言，还是对于他们浓厚学习兴趣激发、良好学习品质

养成而言，都将大有裨益。

（二）促进幼儿在身心方面的健全成长

对于游戏教育来说，其强调的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学

习活动。因此，将这个方法引入到幼儿教学之中，能够实

现一种动态化的教学，让幼儿能够“在做中学”和“在学

中做”，这对于他们认知的深化、智力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游戏活动往往会锻炼幼儿的身体，

因此，在游戏教育的推动下，幼儿们也能获得身体的健康

成长。此外，游戏活动也讲究团结与合作，所以，在游戏

教育的推动下，幼儿们的集体意识也会得到有序化的培养。

所以说，游戏教育的应用对于幼儿各方面素质的发展都是

极为有利的。

二、幼儿教学中游戏教育的应用路径

（一）精心设计内容，促进寓学于乐

在幼儿教学实践中，如果想要落实好游戏教育并且发

挥其教育促进效能的话，我们有必要对其内容进行细心并

且精心地设计，从而来保证游戏教育能够兼备趣味性和有

效性两个优点，让幼儿能够乐学、知学与好学。例如，在

“认识蔬菜”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可结合幼儿们在生活方

面上的一些经历，设计一个名为“买蔬菜”的教学游戏。

在这个游戏中，我们可扮演“买菜顾客”，让幼儿来扮演“蔬

菜摊主”。然后，我们可向幼儿们买一些蔬菜并向幼儿们

问一问这些蔬菜在形态、味道、名称以及用途等方面的问题。

期间，如果幼儿们回答不上来的话，我们可给他们相应的

言语提示。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让幼儿们自己进行“蔬

菜买卖”游戏练习，通过此举来让他们在寓学于乐当中灵

活认知蔬菜、掌握蔬菜的特点，从而在保证教学有效性的

同时，促进他们寓学于乐。

（二）打造优质氛围，助力实践探索

客观地说，游戏教育的推进需要一定的氛围环境为依托，

这也是其能否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重要保障。对此，在教学

实践中，我们有必要本着趣味性、参与性以及动态性的教育

思路，去打造一个适合于幼儿的游戏教育氛围，从而让他们

能够在这个氛围中更好地去学习思考和实践探索，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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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学有效性。例如，在“折纸活动”教学中，我们首先可

结合信息手段之便，向学生展示一些关于折纸的优秀作品或

者步骤。期间，可播放一些欢快的音乐，让幼儿们能够在这

种视听一体的氛围中，积极思考与学习。其次，我们可引入

一些“游戏任务”，如可让幼儿们快速折出一个纸飞机并且

要尽可能保证飞机可以飞得更远。最后，我们可让幼儿们比

一比谁的纸飞机飞得最远。这样不但能够让他们获得良好的

思考认知体验，而且还能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实践探索氛围，

让幼儿的动手、思维以及创新等能力均得以有序化发展，可

谓是一举多得。

（三）注重过程观察，提供有效引导

幼儿阶段的孩子在自学和自律意识方面较为欠缺，这也使

得他们在学习活动中经常会出现兴趣渐失、行为失常等情况。

对此，在游戏教育落实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做好过程观察工

作，在此基础上，对幼儿进行有效的点拨和指引，以此来确保

教学过程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一步保证课程教学的实效。具

体来说，首先，我们要观察好幼儿的表现，判断他们是否对这

些游戏较为感兴趣？游戏的材料是否合适？孩子们是怎么去操

作这些材料的？当孩子遇到困难我们要如何去应对？等问题。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设置相应的游戏观察表，对孩子们所遇到

的这些困难或问题进行有效记录，然后再分析其中的原因，探

讨有效的教育指引方向。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教育指引应当

建立在尊重幼儿的基础之上，懂得去和他们进行平等、融洽的

沟通，了解其真实的想法，然后在肯定他们想法的同时，纠正

其不足之处。例如，当某些孩子在游戏活动中表现得不积极时，

我们可通过悉心的交谈来了解其中的缘由，在此基础上，进行

科学的指正。这样一来便可在潜移默化中，进一步提高教学的

有效性，让幼儿能够获得更多的情感收获并且让他们的学习实

效能够更上层楼。

（四）积极连线家庭，拓展游戏教学

《纲要》总则当中强调，幼儿园教育务必要做好和家庭方

面的联合工作，以此来整合多方资源，打造一个协同化的育儿

机制，为孩子们的健全成长和良好学习创造有利条件。对此，

我们在推进游戏教学实践中，也要注重落实《纲要》中的相关

指示，和家庭力量进行有效连线，积极开辟多样化、协同化的

游戏教育路径，让幼儿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园中都能获得良好

的教育助力。例如，在体育活动教学实践中，我们一方面可在

幼儿园内指引学生开展竞赛式、团体式等多种形式的游戏；另

一方面也可以将目标瞄向家庭方面，做好与家庭的牵线工作，

指引家长和孩子们一同参与“亲子运动大赛”“亲子足球比

赛”等游戏，以此来引入家庭力量的参与，让教学活动更加多

彩和高效。又如，在语言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依据网络群组之

便，与家长们取得联系，在此基础上，与他们一同商讨相关的

亲子游戏教学方案，如可一同设计一个“水果大拼盘”的居家

语言类亲子游戏，让家长挑一些水果，然后和孩子们一同认识

其中的颜色、特征或者是作用等内容。与此同时，我们还可让

家长将这些教育过程录制成一段视频，最后比一比谁的作品最

棒等。通过这一举措来进一步发挥家庭在幼儿教育过程中的补

充作用，让教学效果得到有力提升。

总之，以游戏教育为中心来推进教学设计和模式的革新工

作，已经成为幼儿园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新时期，我们有

必要正视游戏教育的促进效能，从幼儿的成长需求以及学习特

点着手，积极设计有效的游戏教育框架，进而发挥该模式的教

育效能，在保证教学有效性的基础上，为幼儿身心的健全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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