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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园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赵　琴

（苏州市工业园区斜塘街道中心幼儿园，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课程游戏化是幼儿教育改革重要发展方向，利于实现幼儿全方位发展。基于此，在全新教育背景下，幼儿教师应积极转变自

身教育思想，在开发游戏的过程中结合幼儿教育目标以及任务，以幼儿综合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全面实现课程教学改革，为孩子们的健

康成长构建良好环境。本文就课程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园课程教学改革进行探索，并对此提出相应看法，希望为幼儿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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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课程教学改革意见》中明确指出，现阶段幼儿教育改

革持续深入，课程游戏化已经成为幼儿教育的重要方式，其对于

促进幼儿教育发展有积极影响。基于全新教育背景下，幼儿教师

应积极顺应教育时代发展，深入探究现阶段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随后结合幼儿综合能力发展需求，进一步明确课程游戏化背景下

集体教学改革的侧重点以及优化方法，以此来确保幼儿更好地发

展，为孩子们的成长以及学习构建良好环境。

一、课程游戏化概述

结合实际进行分析，课程游戏化的内涵并非教师将幼儿课

程教学活动转变为游戏，而是在教学中确保幼儿游戏时间，将

游戏理念和精神渗透到课程实施的活动中。借助游戏的有效引

导，使幼儿课程内容更为丰富，从而实现幼儿认知、能力以及

素养的全方位发展，利于教师进一步实现新时期下的教育改革

目标。

除此之外，游戏课程化的关键在于教师创设良好教学环境，

使幼儿能够自主加入游戏过程，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游戏课程

化在幼儿教学中是重要课题，游戏不仅是课程教学的内容，同时

也是教师实施课程的背景以及手段。基于新时期下的幼儿教育，

游戏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自发性，这一全新的教学形式能够对幼

儿认知、技能发展等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为了确保幼儿教育的有

效性，并充分体现课程游戏化的引导价值，教师在开展相应的教

学活动时，应从上述几方面进行探究，侧重幼儿身心、社会情感

以及技能的培养。同时，考虑到幼儿阶段是孩子们成长关键时期，

教师在自主游戏环境创设过程中需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在活动

中为幼儿提供充足空间以及材料，确保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以及针

对性；自主游戏的观察与记录，则是指幼儿通过游戏表达自己的

情绪，宣泄自己的情感，并展示能力。对此为了确保相关教学活

动的顺利开展，幼儿教师应当明确幼儿游戏的行为，并客观地观

察和记录，便于为幼儿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发现自主游戏的

价值也是集体教学改革中的重点，幼儿的自主游戏过程中探究的

方式和领域往往超出成人的预测。

二、目前幼儿园集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教学方式相对单一

当前教学中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依旧采用知识讲解的方式开展

教学活动，也就是直接将相关知识进行讲解，随后让幼儿掌握。

此种方法虽然确保了教学进度，但是并不利于幼儿主动加入游戏

过程，同时这一方式也与现阶段教育教学理念相违背，也限制了

幼儿自主学习意识，难以实现新时期下的教学目标，不利于幼儿

多元化发展以及综合能力提升。

（二）教育改革不彻底

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幼儿教育体系逐渐完善，不同的教学

理念以及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幼儿教育发展，为幼儿教育教

学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了充分保障。因此现阶段很多教师开始重视

游戏课程化，开始围绕幼儿综合发展积极开展相应的幼儿游戏教

学活动，但是很多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并不重视游戏活动的设计，

教师主导的形式，导致幼儿难以主动加入课程教学中，这并不利

于教师构建高效课堂。特别是现阶段幼儿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

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过于单一的户外活动方式

导致幼儿不爱学、学不会、不理解，新时期下的幼儿教育改革目

标难以实现。

三、课程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园课程教学改革必要性

首先，课程游戏可以帮助教师与孩子们建立良好关系。对幼

儿教育来讲，幼儿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教

学效果，是影响教学进度、质量的关键所在。在传统的幼儿教学中，

主要是教师结合教学内容开展相应教学活动，且很多教师态度较

为严肃，这会导致一些孩子产生畏惧感，这并不利于教师构建有

效课堂。而在全新教学游戏的支持下，教师通过构建良好教学环

境，能够让孩子们会主动加入学习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

文化知识、技能知识的趣味性，同时教师的讲解过程也更为生动，

课堂氛围十分活跃，孩子们的能力也得到发展。其次，进一步强

化幼儿学习兴趣。一般情况下，游戏主要是以幼儿主动加入的方

式进行，同时很多教师积极创新，在教学中积极创新游戏，这些

教学方式更具趣味性，这使得文化知识教学更为生动且带有较强

的趣味性，这样可以进一步激发幼儿参与兴趣，通过让幼儿自主

加入的方式促使其整体素养以及能力的发展，利于教师实现新时

期下的教学目标，构建全新的幼儿教育体系。

四、课程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园课程教学改革方法

针对当前幼儿教育中存在的限制性因素，笔者认为幼儿教师

应转变自身教育思想，侧重幼儿全方位发展，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构建生活情境，强化幼儿感知

通过开展课程游戏教学活动，可以使幼儿的集中性以及稳定

性不断发展，不过其依旧容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发生注意力涣散

的情况。基于这一视角进行分析，幼儿教师在开展课程游戏的过

程中，可结合幼儿能力发展需求构建生活化教学环境，将游戏活

动贯穿在教学，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情绪氛围中主动学习。为了实

现这一教学目标，笔者认为教师需立足实际，充分分析教学内容

中隐藏的游戏化元素，之后结合幼儿的兴趣点、生活经验等构建

良好游戏化教学课堂，切实推动幼儿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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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笔者发展近期以来班级中很多孩子将汉堡、薯条等带

入教室，一些没有尝试过“快餐购物”的小朋友对此抱有好奇心，

对此笔者开展了以《快餐购物》为主题的生活化游戏课程活动。

本次活动以自主游戏为主，笔者在课前将教室作为游戏区域将其

装扮成华莱士餐厅情境，随后笔者参考了实地情境，将课堂布置

为售卖餐点游戏情境，并准备了可乐、奶昔、圣代和薯条等游戏

模型，也摆放了桌椅。在此之后，笔者开始选择售货员、顾客、

保洁员和店长等，一共需要十个人物角色，考虑到孩子们参与兴

趣较强，笔者采用了轮换制，每隔十分钟由其他幼儿轮流扮演角色。

在游戏过程中，其他幼儿可坐在场景空间的椅子上等待，或者按

秩序排队购买食物、充分体验顾客的角色。在孩子们准备好之后，

笔者为他们详细讲解了购物流程以及注意事项，之后让孩子们开

展学习活动，其中几位工作人员扮演者，随着幼儿教师进入了工

作区域，而其余幼儿有的坐在座椅上耐心等待，有的按照自己意

愿在售卖档按秩序排起队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幼儿教师结合实

际创设生活化教学环境，利于提升幼儿参与意识，使其掌握生活

化技能，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其应用意识以及秩序意识，整体教

学效果极佳，新时期下的教学目标也进一步实现。

（二）体现童真童趣，发展幼儿综合能力

童真童趣是教师开展游戏化教学活动的重要前提，游戏内容

以及形式符合幼儿认知，方可提升其自主参与意识。例如，在每

次吃饭前笔者带领孩子们洗手，笔者发现很多孩子用肥皂洗手总

是花费很多时间，经过观察笔者发现很多孩子对泡泡产生极大兴

趣，每次洗手都会搓很多泡泡，于是笔者问道：“宝贝们，你们

是不是对泡泡很感兴趣呀？”“是的老师，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泡泡是彩色的，圆圆的，你可以告诉我吗？”“好，但是现在我

们要乖乖吃饭，等休息完了老师带大家探索泡泡的秘密好不好？”

基于此，笔者以孩子们对泡泡的喜爱和渴望为依托，尝试设计幼

儿游戏环节，力争让孩子们能够主动加入游戏过程，使其在游戏

中分享，在游戏中获得成长。

待孩子们醒来之后，笔者带领孩子们开展了相应的游戏教学

活动。第一，笔者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工具，让他们用洗手液搓泡泡、

用玩具吹泡泡。随后他们发现，洗手时会有泡泡搓出来，可以搓

出不一样的形状；泡泡水可以吹出大大小小的泡泡，随后笔者让

孩子们分享一下自己眼中的泡泡，他们有的说泡泡是圆的，有的

说泡泡是五彩缤纷的，有的说洗手液可以搓出就很多泡泡，借助

这一方式孩子们对泡泡有了一定了解。第二，为了培养幼儿自主

学习能力，笔者尝试让孩子们自主进行泡泡制作游戏。笔者让孩

子们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分享哪些材料能够制作出泡泡，经过分

享与讨论，孩子们认为洗发水、肥皂、沐浴露等可以制作出泡泡，

之后经过大家讨论，明确了本次自主游戏制作泡泡的材料为肥皂。

第三，笔者给孩子们提供了本次制作泡泡水的原材料，随后在确

保游戏安全的前提下，笔者让孩子们尝试制作，之后笔者为孩子

们提供了吹泡泡的材料，看到自己制作的泡泡水可以吹出泡泡，

孩子们十分开心。这样，幼儿教师在游戏化教学中开展趣味化教

学活动，利于激发幼儿内在学习兴趣，使其在游戏中成长，在成

长中不断提升。

（三）围绕绘本故事，开展角色扮演活动

绘本是幼儿教育阶段重要教学材料，其能够帮助孩子们掌握

枯燥的知识，并树立正确认知。因此，借助绘本故事教师同样可

开展游戏化和角色扮演活动，但是在绘本支持下的角色扮演活动

中教师要尝试让孩子们自主加入、设计，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进

一步激发其学习兴趣，促使其创新能力的发展。例如，笔者为孩

子们呈现了《苹果与蚂蚁》这一绘本封面，封面上主要内容是苹

果上有很多蚂蚁，针对这一内容，笔者并未第一时间让孩子们了

解绘本材料，而是引导他们尝试说一下可能出现的故事情节，如

为什么苹果在地上？尝试编排游戏，体会小蚂蚁之间的合作、小

蚂蚁怎样才能搬动苹果呢？在此之后，笔者给孩子们充足地学习、

探究时间，他们在小组内探讨游戏方案、可能涉及的故事情节等，

随后笔者为孩子们提供了小蚂蚁头套、小皮球，让孩子们模仿与

小组成员一同搬运苹果，体会合作的乐趣，随后笔者结合“合作”

这一主题，开展深入教学活动。在他们完成游戏之后，笔者让孩

子们打开绘本阅读故事，之后笔者让孩子们尝试说一说自己的看

法，很多孩子表示自己体会到了团队的力量，也有的孩子说自己

会讲故事、编故事了，笔者则是给每位孩子一朵小红花，帮助他

们建立学习信心，使其感知游戏的快乐。

（四）应用体育游戏，促使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体育游戏是幼儿教育阶段重要的游戏形式，其能够实现幼儿

身体素质以及心理健康的发展。例如，笔者以孩子们喜欢的《猪

猪侠》动画片为契机，开展了相应的体育教学活动。首先，笔者

在教学中引出活动主题。在教学中讲到“自然环境保护”这一内

容时，对孩子们提出疑问：“孩子们，大家对猪猪侠这部动画片

是否有较为深刻的印象呢？”在问题提出后，孩子们积极回答问题，

他们踊跃回答问题，说出自己喜欢的人物，之后围绕游戏内容笔

者继续引导，“孩子们，在这部动画片里，猪猪侠和他的小伙伴

为什么要开启一系列的冒险活动呢？”“因为那样的话会破坏环

境的，”“回答得非常正确，那今天我们进行一个保护环境的小

游戏好不好？”在笔者的带领下，孩子们的参与主动性被激发。

其次，游戏主题的确定以及规则的制定。在活动前将活动场地布

置好，用纸筒作为大树，笔者将孩子们分组，每个小组中有五人，

他们分别扮演动画片中不同的角色，活动前中两个小组需要指派

两名角色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而“反派角色”则是在规定时间

内砍伐、搬运树木、生产“工业污染”，为了确保公平性，反派

砍伐三棵树木极为获胜。最后，笔者组织孩子们开展游戏，在这

一过程中他们的身体素质、运动能力和正确认知得以发展，利于

教师开展针对性、科学的体育教学活动，从而实现新时期下的教

学目标。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全新教育背景下，幼儿教师围绕课程游戏化背

景开展教学活动，能够进一步提升教育效果，促使幼儿多元能力

和素养的全方位发展。因此，为了切实推动幼儿教育发展，幼儿

教师应结合当前教育中存在的不足，结合幼儿认知能力开展有效

游戏教学活动，引导孩子们在游戏中提升、在提升中树立正确认知，

从而深化幼儿教育改革，为孩子们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

参考文献：

[1] 张乐 . 基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推进幼儿课程游戏化

和生活化的策略研究 [J]. 新智慧，2021（21）：48-49.

[2] 徐荣 . 看见儿童	以趣为眼——苏式教育观下幼儿课程游戏

化的开展对策探究 [J]. 考试周刊，2021（86）：160-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