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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活动促进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效果的思考 
邱平 

（广州市天河区沐陂小学） 

摘要：儿童游戏天然地承载着丰富的德育资源。游戏教学活动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游戏教学活动可以

点燃学生学习热情，助力教师课堂管理，有效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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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提倡教师从“教书”转向“育人”，教育理念需更新，

教学方法需转变。新课标指出，道德与法治课要“丰富学生实践体

验，促进知行合一”，“注重活动化、游戏化、生活化的学习设计”。

游戏是儿童接触世界、形成认知的基本方式，是儿童生活的高阶形

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通过做游戏的方式进了解孩子的

天性，进行道德教学”。我国教育家陈鹤琴曾说“儿童生来好玩的。”

《教育大辞典》中定义游戏教学是一种依据教学大纲，将教学内容

和生动趣味的游戏结合起来的一种教学方法。小学道德与法治课中，

教师采用游戏式教学法，设计符合情境主题、与学生成长认知相适

应的游戏活动，让学生沉浸式地参与体验，在“玩中学”、“玩中悟”，

通过亲身参与、亲自实践及自我展示等游戏活动过程进行道德辨析、

情感体悟，从而达到建构综合素质能力，培育正确价值观、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游戏式教学有效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的“让思政课亲起来、活起来”的精神。 

一、有意思的游戏教学活动：点燃学习热情 

兴趣是 好的老师。趣味性是游戏活动的灵魂。相对于传统的

知识讲授型教学模式，游戏式课堂教学显然更加灵动、活泼，富有

生机，更受师生青睐。游戏教学活动能将相对枯燥或者相对简单的

知识，以游戏体验的形式组织呈现，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

快速唤醒学生的情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迅速点燃学生的

学习热情，提高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如一年级《可爱的动物》

一课的导入环节，设计“动物朋友  你说我猜”游戏活动：教师准

备 10 张动物卡片，分别邀请学生上台拿卡片做动作，只能做动作不

能讲话，请台下的学生猜是什么动物。又如一年级《上学路上》一

课中“交通信号要知道”环节，教师先带领学生到室外进行角色扮

演游戏，在操场上布置好交通信号场景图，邀请学生扮演交通警察、

公交车司机、路人等不同角色，在游戏中了解各种交通信号；再设

计飞行棋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体验中，轻松愉悦地了解到遵守交通

规则给自己带来的各种便利，反之不遵守交通规则需接受“退格”

惩罚，而闯红灯则需直接退回到原点，再继续进行游戏。又如一年

级《让我自己来整理》一课，教师借助多媒体课件虚拟儿童生活场

景，包括客厅、卧室、卫生间、教室等，设计“虚拟空间整理魔法”

游戏活动，引导学生通过多媒体课件进行圈圈、画画、连连、移动

等操作，体验整理的过程带来的成就感。再如一年级《我想和你们

一起玩》一课设计“踩报纸”游戏，学生在小组活动中真切地体会

集体游戏的乐趣。二年级《装扮我们的教室》一课，教师设计“寻

宝行动”游戏活动，请学生在限定时间内从操场中不同位置寻找到

提前藏好的装饰物品，带进教室，再合作探讨如何将教室布置得更

温馨美丽。对于人人有话可说的话题，教师设计“击鼓传花”游戏，

调动全班学生的参与热情。对于需要识记的知识点巩固环节，教师

设计“有奖竞猜”游戏活动，引导学生在游戏竞赛中巩固新知。对

于需要调查了解生活现象的话题，教师设计“小侦探”主题游戏活

动，鼓励学生带着兴趣积极参与调查探究。 

游戏活动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将静

态、客观的知识转变为灵动的、主观的游戏元素，极大地激发学生

的学习内在动机。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内在动机作用非常强大，它

能有效激励人们的某些行为。因此，教师在认真研读新课程标准和

教材内容的基础上，把握教学内容，结合日常生活丰富游戏素材，

有选择地进行游戏教学设计。这需要教师更加留心挖掘多样的游戏

教学活动，既关心教材中的、生活中的游戏资源，又要了解传统的

游戏，还要关注新的游戏形式，还要学会创设、编制新型的游戏教

学活动。 

二、有秩序的游戏教学活动：帮助教学管理 

有趣的游戏教学活动顺应了儿童爱玩的天性。美国著名心理学

家劳伦斯·科恩在《游戏力》系列书中提出“孩子旺盛的生命力与

天生的好奇心，很容易演变成‘无理取闹，惹是生非’”。具体明晰

的游戏规则，是保障游戏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因此，游戏活动中，

引导学生明白游戏规则是非常有必要的。 

以《和风儿一起玩》一课为例，教师设计“和风儿一起玩”户

外创意游戏，将全班分为泡泡组、风车组、纸飞机组、风筝组、木

棉棉絮组等几个小组，在学生制作完成与风儿玩的玩具的基础上，

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走到操场，充分调动各种感官，在大自然

中感受风的自然现象。在游戏 展之初，安排专门的环节，师生共

同明确具体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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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游戏活动采取“好行为游戏”对课堂进行有效的管理。“好行

为游戏”是由 Brarrish 和 Saunders 等人于 1969 年提出的、以团队为

基础的课堂行为管理策略，是一种相互依赖的群体应急管理程序。

通过对好行为的奖励，改善课堂的不当行为；在操作中，课堂规则、

小组成员、监控行为和强化是其核心环节，是其有效性得以发挥的

关键。老师和学生都避 去批评和指责学生的“说话、坐不住、打

闹”等课堂问题行为，而是用正面奖励的方式激励能主动遵守游戏

规则、能在合作中愉快地参与小组游戏的学生。老师设计《乘风破

浪  我 棒》的小组综合评价表，通过积分评比的方式奖励小组学

生的正面课堂行为，小组之间的互动也遵循这个管理规则，通过邀

请其他小组秩序良好、合作愉快的小伙伴参与跨组间的游戏探究，

即只有遵守纪律、认真聆听、积极举手、踊跃发言的其他小组的组

员，才能被邀请参与自己本组以外的游戏体验环节。反之，学生个

体出现不当行为的后果由个体转嫁到群体分担，如个别学生“ 小

差、讲小话”等，则他所在的小组被扣分，由此导致在本游戏环节

这个小组会丧失被邀请参与其他小组互动游戏的“特权”。纵观课堂

实施效果，孩子们玩得淋漓尽致，合作得有条不紊，分享得从容大

方。有秩序的游戏活动，依靠师生的多元评价，有效引导学生遵守

规则，学生能感悟规则的“认同感”，在参与中顺应自身被肯定、被

邀请、被分享的“需求感”，在互动中提高“协同感”。清晰的规则

有利于游戏活动井然有序，课堂氛围热烈有趣。 

无规则不游戏，缺乏规则的游戏活动无法到达预期的效果。游

戏教学活动需兼顾自由与规则，在明晰的规则指引下，学生自在学

习、自主探究，教师有效引导，共同参与，能很大程度地达成成本

和时间的双重效益，在课堂管理中具有积极的效果。游戏有序，课

堂更有趣。 

三、有意义的游戏教学活动：培养核心素养 

明确的教学目标是整个课堂的方向盘，游戏活动需具有清晰、

可操作的教学目标。杜威的游戏教学理论指出，“将游戏与教学相结

合，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寓教于乐，让学生在快乐的游戏活动中

“学有所获、玩有所得”，“发展品德、提升能力”，“玩出点名堂”。

道德与法治课以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导向，学生通过课程学习逐

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如“和风儿一起玩”

户外创意游戏，老师带领学生走出课室进行探索风、和风儿一起玩

的户外游戏，通过观察、探究、合作、参与等方式，引导学生亲近

大自然、探索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培养生活情趣，锻炼生

活技能，培养责任意识。如“交通信号要知道”一课中的“飞行棋”

游戏，学生在体验中深化理解交通信号传递的交通规则，增强在交

通行为中的规则意识，初步树立法治观念。动手操作类的游戏活动，

学生既动手又动脑，能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意思维，发展学生的综合

能力。调查类游戏活动，能帮助学生关注生活、学会思辨，培养怀

疑精神，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游戏活动中，由

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多维度参与学习体验，全身心融入课堂

活动，在实践体验中理解知识、巩固学习、发展能力。实践证明，

有着高品质游戏生活的儿童，通常更加乐于交往、善于沟通、更加

积极乐观、更加宽容大度、更加耐挫坚韧。新课标指出，道德与法

治课要“坚持教师价值引导与学生主题建构相统一”。聚焦核心素养

的培育制定教学目标，围绕教学目标设计游戏活动，以彰显教师的

价值引导，学生参与游戏过程就是学生亲身参与的主题建构，游戏

教学活动丰富学生实践体验，寓教于乐，在游戏参与中学习知识、

发展思维、建构道德认知体系，形成核心素养，促进知行合一。 

游戏教学活动中，教师作为儿童游戏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

指导者，从容、优雅地协助、支持学生 展游戏活动，参与学生活

动，评价学生游戏活动 展的情况。而学生作为游戏的小主人、课

堂学习的主体，能自信、大方地参与游戏体验，能热情、主动地进

行小组间的互动。有序又有趣的游戏活动，不经意地点燃了学生生

活的热情，在默化潜移中，游戏规则助力了学生自我调节的心理品

质的塑造，在乐此不彼的游戏体验中深化了学生的学习。有趣、有

序、有意思、有意义的游戏教学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打造了共

同提高、有效发展小组团队，形成了一个积极向上、快乐相随的班

级学习共同体。游戏教学是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全面培养人的

有效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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