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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课堂游戏，提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效率
司雪丽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师寨镇中心小学）

摘要：因小学生年龄较小，因此对于课堂游戏多存在强烈的参与兴趣，针对学生此特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便可将课堂游戏
引入至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语文学科自主学习意识，促使学生可主动参与至语文学习过程中，推动学生语文学科学习效
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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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多以灌输式教学作为主要教学模

式，此对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将会产生一定遏制。学生在语文课

堂中，无法对语文学科的魅力加以感知，学生面对语文学科的学习

活动多采取消极态度，此对于学生学科综合素质发展而言产生一定

不利影响。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借助课堂游戏的引入，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感知语文学科魅力，提高学生语文学科

素养。

一、小学语文游戏化教学内涵
学生的最好教师即为学习兴趣，学生在兴趣的指引下将会产生

强大的学习动力，促使学生自主展开知识的探索活动及学习活动，

尤其为针对小学生而言，此阶段小学生多存在自控能力较差等问

题，多以自身喜好为依据再决定是否学习某学科知识。因此，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仅有帮助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的乐趣加以感知，方可

促使学生全身心投入语文学习过程中，提高学生语文学习效率。语

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以学生特点为依据，设计游戏化教学活动，

实现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激发，促使学生可愉快的参与语文学习活

动，提高教学效果。教学过程中，教师所采取的游戏化教学策略即

指以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为指导，通过具备趣味性活动的设计，将

教学内容以更为形象化及生活化的方式呈现于学生面前，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促使学生可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语文知识，提高语文素养。

二、小学语文游戏化教学策略
（一）拼音游戏

拼音为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此也为一项教学难点，同学

生的口语发音密切相关。而针对小学生而言，拼音教学内容较为枯

燥、乏味且韵母、声母二者间关系较为复杂，学生针对此部分知识

难以产生学习兴趣，使得拼音教学效果差强人意。教师针对此教学

现象需重视拼音教学课堂趣味性的提升，激发学生拼音学习兴趣，

借助一系列游戏活动的设计，促使学生可在游戏过程中接收拼音知

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设计“你比划我猜”此课堂游戏活动，由

教师负责比划，学生负责猜测，可通过教师口型的观察、读音的猜

测，或生活中物品的描述，让学生猜测。课堂中，教师讲述道：“弯

弯的月亮。”此时，学生分析教师口型可发现为拼音 G。而教师在学

生猜出拼音后，便可组织学生展开拼音搬家活动，即将韵母及声母

填入正确的地方。教师借助此类课堂游戏的设计，可有效调动学生

语文学习兴趣，并积极参与语文学习过程中，借助思考及分析，掌

握拼音知识。

（二）课本剧表演

分析低年级学段学生特点发现，多存在表达能力薄弱的问题，

且自身认知多以声音、感觉或色彩感知获得。因此，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可引导学生展开课本剧表演活动，促使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身

临其境，对文本中所讲述的内容形成真切感知，课本剧表演即将课

本故事作为主要依据，通过文章中抽象文字的分析，将此设计为艺

术情境，促使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对文章中所表达的人文情怀加以体

会，以此除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学生潜能的挖掘外，还可有助于课

堂教学氛围的活跃，打破呆板、僵硬的课堂教学氛围，还可对以往

的死记硬背学习方式加以转变，以实现课堂教学娱乐性的增强，促

使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完成语文知识的获取。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

《小壁虎借尾巴》此篇文章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先将学生展

开角色分工，每位学生均扮演不同角色展开分组合作活动，由学生

在组内探讨自身所扮演角色的语言及神态等，此任务发布后，学生

均产生强烈的参与兴趣，并积极参与至此学习活动中，对自身角色

展开积极探讨。教师可先选择一个小组展开课本剧表演活动，教师

在学生结束表演后，对此组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指出，同时引导其他

学生展开分析，并探讨此角色更好的诠释方式，如小鱼姐姐、黄牛

伯伯、燕子阿姨此类角色所具备的特点有哪些，应如何处理不同角

色的动作及语言，形态应如何表现等。学生经分析后对自身不足之

处加以了解，并不断完善。随后，教师再邀请第二小组展开课本剧

表演，表演效果提升明显。角色扮演过程中，学生可对文章中所传

达的中心思想加以了解，并在潜移默化中对于文章的中心意义加以

体会。此外，学生通过课本剧表演，还可对语文课堂的乐趣加以感

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在此过程中，得以提升，推动高效语文课堂

的打造。

（三）播放电脑动画

分析小学阶段展开语文教学活动的一项重要目的，即为培养学

生想象力，并促使学生在脑力劳动中，对学习所具备的乐趣加以感

知。实际上，此阶段学生年龄较小，并未形成强烈的主观意识。因

此，对于学习活动也并未产生强烈的自主学习愿望。教师需对此点

形成充分认知，以学生兴趣爱好作为出发点，借助游戏活动的设计，

帮助学生针对所学习内容形成深层次记忆，如教师引导学生学习

《桂林山水》此部分内容时，教师应结合文章内容，将优美的电脑

动画、图片向学生展示，促使学生可结合动画、图片中的内容对文

章中所描述的意境加以体会，实现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为后续语

文学习活动的展开做好铺垫。再如，学习《桂花雨》这一课时，学

生对于“摇花乐”这一部分没有具体的体验，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借

助电脑动画的方式，让学生通过视觉效果体会到作者儿时在树下摇

花的快乐，为学生理解整篇文章以及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垫定基础。

结束语：综上所述，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借助课堂游

戏的引入，可有效激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促使学生积极参与至语

文课堂学习活动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借助电脑动画、课本剧

表演及拼音游戏等教学策略的采取，增添课堂教学趣味性，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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