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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戏中成长——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改革探究
李江涛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胜利科技新村幼儿园，山东 东营 257000）

摘要：教学课程游戏化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到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中。这一教学模式比较符合幼儿的心理特征，能够让幼儿以轻松快

乐的心态融入教学节奏中。对此，教师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合理、灵活地运用各种教学方式，将游戏化教学理念进一步融入

课程教学中。本文就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改革的相关内容做了简单研究，主要阐述了游戏化教学在幼儿教育中的优势，并对现阶段幼儿园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做了简单分析，最后提出几点优化策略，以期对幼儿园的教学活动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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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教育尤其独特性，与其他学段的教学重点不同，需

要注重培养幼儿的内在情感和基础的认知。此外，教师需要将教

学过程进行适当的优化，让课堂教学保持活跃状态，使其符合幼

儿的身心特点。在现阶段的幼儿园教育活动中，课程游戏化越来

越被深入的应用到教学活动中，在此过程中也表现出其在幼儿教

学中的优势地位。因此，作为幼儿教师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方法进

行深入研究，使其更好地服务幼儿教育事业。

一、课程游戏化在幼儿园阶段教育中的优势

（一）课程游戏化具有趣味性，符合幼儿的身心特征

课程游戏化能够给幼儿园的教学活动带来极大的趣味性。这

样的教学方式符合幼儿的身心特点，不仅能够启迪幼儿的认知能

力，还能够起到吸引幼儿注意力的作用，发挥其具有的趣味性，

使教学活动能够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此外，在教学活动中将课

程进行游戏化设计，有利于教师融入更多的教育元素，达到丰富

课堂内容的目的，充分整合鲜艳明亮的色彩、想象力丰富的场景

以及童趣化的模仿等，有利于幼儿在游戏中以快乐的形式获得知

识。

（二）教学游戏化具有激发性

将教学活动游戏化，能够让幼儿自发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实现游戏化教学的真正目的。即挖掘幼儿的内在潜力以及提升

幼儿已表现出来的能力。教师在设计游戏化教学内容的过程中，

通常会将教学内容做生动化、形象化处理，有利于幼儿沉浸在

其中，跟随教师的引导逐步吸收其中的知识。此外，在游戏化

教学过程中，幼儿参与的积极性比较高，能够自主地跟随教师

的教学思路，逐步吸收具有一定难度的知识，体现出游戏化教

学所具备的启发性。

（三）教学游戏化具有互动性

游戏的开展需要以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为基础。将幼儿园的教

学活动游戏化，能够充分调动幼儿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进而

形成良好的课堂互动关系，有利于为幼儿创造良好的身心成长环

境。这样，能够让幼儿园阶段的教学活动体现其教育意义，调动

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在交流沟通中提升他们的交际能力。此外，

这样的学习氛围，有利于幼儿形成发现问题的能力，并敢于向教

师寻求解答，在良性互动中探索生活。

（四）教学游戏化具有可操作性

幼儿园所需要的教学方式必须具备课操作性，这样才能让教

学改革真正落实到教学实际中。此外，幼儿园阶段的学生，自主

能力还比较欠缺，而且活泼好动，没有清晰的逻辑可言。但是游

戏化教学正好迎合了幼儿园阶段的教学活动，同时其具备的可操

作性，也为教师提供了多种教学思路，比如可以通过调整游戏的

难易程度，实现提升幼儿某种能力的目的。与此同时，幼儿教师

可以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况，适当地改变游戏内容，让幼儿更加自

由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

二、幼儿园班级游戏化教学存在问题的原因

游戏化教学活动尤其自身的应用优势，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

程中，依然表现出了一定的问题。

（一）游戏材料存在较严重的卫生安全问题

在游戏化教学过程中，难免会适当增加玩具数量，借此辅助

幼儿教师的教学活动。这样就增加了清洗消毒的工作量，此外在

对玩具进行清洗的过程中，难免会遗漏一些缝隙，导致清洗工作

做得不彻底。除此之外，教师在准备教学的过程中，也会使用一

些废旧材料，而其卫生状况也成为一个问题，难以保证材料的卫

生情况。大部分的幼儿园，在教学过程中，会做好保护工作，避

免幼儿跌倒、碰伤等，当对玩具以及教学设备的关注力度较低，

这样也使得游戏化教学存在一定的欠缺。

（二）在游戏环节中疏于管理

在课程游戏化教学中，幼儿很容易投入到其中，让自己处于

情绪高涨的状态。这样一来就容易让教学秩序处于失控状态，让

游戏化教学难以处在正常教学秩序下。此外，游戏化教学如果没

有较好的秩序，就容易让教师分心，一旦细节不被照顾到，就容

易出现一些事故，难以保障幼儿的安全。比如，在跑跳环节，幼

儿的鞋带松弛；在小朋友追逐的过程中，被异物或其他小朋友绊

倒等。如果教学活动能够有效地被组织和管理，教师就容易照顾

到这些细小的环节，保证幼儿的安全。

（三）幼儿没有意识和能力来保护自己

幼儿的注意力比较简单，当他们关注某一点时，就难以照顾



226 Vol. 4 No. 12 2022课程研究

其他的点。幼儿的这种情况，就导致他们比较容易沉浸在游戏化

教学中，不能在活动过程中，下意识地保护自己。同时，在开展

游戏化教学的过程中，除了需要教师保护幼儿之外，幼儿自身也

需要具备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这样才能保证户外活动的安全性。

然而，幼儿所处的年龄段以及其身心特点，就导致一些户外活动

受到限制。

三、课程游戏化在幼儿园阶段教育中应用策略

（一）注重发挥幼儿的学习主体性

现阶段的教学活动，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性，逐渐将学生放

在教学的中心位置，而教师更多的进行引导和教育。对于幼儿园

阶段的教学活动来讲，也需要将幼儿放在主体位置，这样才能更

好地释放他们的创造力，并且在充满趣味的游戏教学中，丰富他

们的想象力。此外，这样的教学次序，才能让幼儿主动地参与到

教学中，在自主意识的推动下学习课堂内容，将游戏化教学的作

用发挥到极致。

比如，在培养幼儿动手能力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积木丰

富的可塑性，让幼儿组装自己心目中的玩具。在这一教学活动中，

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组装任务，也可以让学生自行组装自己喜欢

的玩具。这样能够给学生充足的自主空间，让一些一时没有想法

的幼儿能够参照老师的任务进行组装，而一些有明显爱好的学生，

则可以组装自己心目中的工程车、城堡以及各种堆积等。教师可

以在幼儿组建的过程中与他们进行交流，了解幼儿的想法，进行

适当的鼓励和认可，让他们更好地进行自由创作和想象。

（二）落实游戏化教学评价的改革

游戏化教学相比于其他的教学方式来讲，更加灵活、更具趣

味性，而且整个教学过程更需要幼儿的共同参与。这些优势正符

合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为幼儿创造更加温馨、活跃的氛围。而

其他的教学方式，在侧重点和教学内容上，都有所不同。因此，

幼儿园在课程游戏化改革的过程中，还需要对教学改革管理和教

学评价机制进行优化处理，促使教师更加注重在教学过程中运用

游戏理念。这样才能保证课程游戏化教学获得更长期的发展，并

且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不断适应幼儿园的实际教学情况。

比如，不能很好运用这一教学方法的教师，可以通过观看其

他教师的教学录像，对其课堂安排、内容设计、教学管理做仔细

观察，在此基础上反思自己的教学模式。此外，新上任的教师可

以邀请经验丰富的教师，对自己的课堂教学进行旁听，之后给出

改进建议，共同讨论教学方式，让自己能够学习和引用老教师的

教学思路。除此之外，教师自身也需要意识到教学活动是随着社

会的进步不断提升的，需要注重自身对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的认识，能够在时代变化中不断创新游戏化教学活动，提升课程

游戏化改革的渗透效果。

（三）注重构建良好的沟通氛围

在游戏化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想保持课堂秩序，需要注重构

建良好的沟通环境。在良好的沟通环境中，不仅有利于教师调整

课堂节奏，还有利于幼儿的思维能够跟上教师的安排。在良好的

沟通氛围中，师生之间能够保持一定的有效沟通，让教师充分发

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将幼儿的积极性放到学习活动中，而不是处

在无目的地打闹游戏中。而幼儿之间的良好沟通，能够让幼儿们

形成配合教学的合作力量，丰富游戏化教学的内容，有利于他们

之间增进友谊。

比如，在教导幼儿认识颜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组织一场小

游戏——说说身边的颜色，有意识的引导学生说一说身边小朋友

衣服的颜色，给幼儿提供交流互动的机会。当教师带领幼儿认识：

红色、黄色、黑色以及棕色之后，可以先让幼儿的注意力集中在

教师这里。之后再让他们之间进行交流，这时候课堂氛围就比较

活跃了，幼儿们开始指着身边小朋友衣服七嘴八舌地说着颜色。

这个时候，教师可以先不用管幼儿说的是否正确，只要与幼儿保

持沟通，在自然而然的交流中带领幼儿认识颜色。比如，在交流

过程中，有的幼儿就会问：老师，为什么他身上的红色与老师讲

的红色不是一个颜色呢？这个时候教师就可以回答：因为某某小

朋友衣服上的颜色不是红色呀，而是粉色。借助讲课程游戏化，

构建更多的对话机会，在这样的对话中渗透正确的知识，带领学

生形成正确的认知能力，而不是一味地直接纠正。

（四）注重创建良好的学习环境

幼儿园在开展课程游戏化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教学活动

的核心不能变，依然保证课程的教育功能，让游戏化教学真正成

为服务于幼儿学习的优质教学方式。这就需要幼儿教师一方面注

重对幼儿进行有序的引导，使他们注重地参与到游戏化教学活动

中，通过调整教学内容和安排提高幼儿参与的主动性。另一方面，

幼儿教师需要注重维护整个教学过程的纪律，使幼儿在游戏化教

学过程中，能够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学习。创建良好的学习

环境，需要幼儿教师注重把控细节，比如当幼儿处在过度兴奋状

态时，教师需要适当的放缓教学活动，避免幼儿过度的解放天性，

使课堂处在无序的状态；当课程教学活动超出教师预想范围时，

教师需要及时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让教学活动重新回到正轨上，

保证教学活动是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否则会难以渗透提前设计

好的知识内容，使教学活动失去其自身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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