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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区域中的游戏课程化  
——以大班区域游戏"一棵枯树的故事"为例 

黄佳依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幼儿园） 

摘要：教育游戏化被认为有能力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推动学习和技能获取，并为更可持续的行为创造变化。可持
续行为对于幼儿们初始课程尤为重要。在此，我们以大班区域游戏"一棵枯树的故事"为例，使游戏课程化，增加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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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专家认为，游戏课程化的本质是教育理念的革新，是科学儿童

观和教育观的表达，是陈鹤琴先生“活教育”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因此，幼儿园要想创新课程模式，就要灵活运用“活教育”思想，
改变原有的儿童观和教育理念，一改传统的双核理论，将游戏和课
程有效地结合起来，正如“安吉游戏”一般，五个关键词凝结着“真
游戏、活游戏”的教育理念。 

其次，进行课程目标和课程实施等要素的改革。幼儿园需一改
传统的预设课程模式和班级集体教学模式，教学需建立在教师对幼
儿“真游戏”的行为观察、记录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课程目标
也应“保大改小”。教师要在不改变基本目标的前提之下适时调整
具体的课程目标，以适应幼儿的兴趣和已有水平。 

游戏课程化的基础便是幼儿游戏，因此，幼儿游戏的开展是课
程化的基本前提，而要保证游戏的质量，真实自然的游戏场地必不
可少。有很多的作坊和艺术工作室，以丰富真实的材料和环境培养
幼儿的创造精神和审美品位，同时帮助教师理解幼儿，让教师通过
对比观察幼儿的纵向发展程度，寻找幼儿活动中的成长与变化，并
根据幼儿的自主活动生成教学方案。 

2 游戏策划 
现代社会更注重在游戏中引导幼儿进行探究式学习,促进游戏

课程化的发展。因此,在幼儿教学中,应立足启迪智慧、培育幼儿的
教学目标,给幼儿轻松、快乐的课堂体验。而幼儿园的美工课堂是为
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与创造能力,加强幼儿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丰富
幼儿的想象力。针对此,对游戏课程化教学在幼儿美工课堂的应用进
行探索研究,以期加强幼儿的培育,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 

在游戏课程化的新型课程模式中，课程的发生点在于幼儿的游
戏，最终又回到游戏中。幼儿在真实的游戏情境中不断地操作和实
践，循环“尝试— 错误—再尝试”的过程。在这个试误的过程中，
幼儿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生根发芽，逐渐成为思维跳跃
的创造家。因此，以幼儿的游戏为基点发展幼儿课程遵循了幼儿自
然发展的原则，也打破了“小大人”式的幼儿培养方式，幼儿在这
种新型课程模式中不再被迫成为“小大人” 

故事的起因是把学校门口的一棵枯树放进学校，让孩子们发动
自己的想法，好好地装扮小树，以及陪小树玩游戏。 首先可以让
孩子们分组，然后分成两小组进行团队合作，然后每一个小组都来
装饰小树，轮流装饰，另一部分小朋友给他们打分。让孩子们，充
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小树打扮成一个漂漂亮亮的小树，同时还
练习他们的美工能力，发挥他们的想象力，锻炼他们的创造力，而
且这种游戏可以很好的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乐趣，让
孩子们开动脑筋。然后对他们进行胜利的一组分发奖励，奖励小红
花或者徽章 ，同时，分数较低的那一组也可以进行奖励，获得参
与奖奖励，小零食之类的。老师，还可以带领小朋友们，来一起装
饰树木，比如说用手工纸剪一些爱心装饰，在小树上还可以做成纸
片的小鸟，把她绑在树枝上，放上小鸟，会给小枯树增加灵动的气
息，可以做一颗浪漫充满爱心的树。 

枯萎的树枝，见证着季节的变迁。活动伊始，以树枝为媒介，

讲解四季更替，叶花果的轮回，带领孩子们对材料进行观察、整理，
将大自然的馈赠用特别的方式请进了幼儿园。通过橡皮泥手工制
作，用双手赋予它们第二次生命，只见红红的橡皮泥在小小的指缝
里揉一揉，捏一捏，搓一搓，装饰到枯树枝上，丰硕的果实遍挂满
枝头，好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插入瓶中，
稍做造型，斑驳的枯树摇身一变成了一件件艺术品。 

通过此次活动，提升了同学们对美的认知，激发了同学们心中
对美的探索，也感受到了动手的快乐与满足，更萌发出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希冀。 

3 游戏课程化的意义 
游戏化是利用基于游戏的机制、美学和游戏思维来吸引人们、

激励行动、促进学习和解决问题”，而齐切尔曼和坎宁安将游戏化
定义为“游戏思维和游戏机制来吸引用户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此外，Huotari 和 Hamari 从服务营销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定义：“增
强游戏体验的服务，以支持用户的整体价值创造的过程”。然而，
由德丁、哈立德、Nacke 和 Dixon 提供的最常用的定义是“在非游
戏环境中使用游戏设计元素”。因此，游戏化是一个综合术语，专
注于使用游戏元素而不是成熟的游戏来改善用户体验和非游戏环
境中的参与度，包括教育。与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当学习被游戏化
时，教学实践可以通过娱乐和奖励元素来丰富。尽管游戏化看起来
相当新，但将游戏元素整合到教学中显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工
业时代以来，教育体系就有很高的地位。 

当游戏化环境时，会采用一刀切的方法，假设所有用户对游戏
化元素都有相同的反应。有效游戏化的设计不是一个简单的直接过
程。探索如何最好地实施类似游戏的规则系统和玩家体验是非常必
要的，以便深入了解教育中游戏化的潜力探索在学习环境中实现游
戏化的新方法，因此不局限于外部奖励是特别重要的。当游戏化被
精心设计和正确利用时，它就有潜力提高学习能力。然而，使用许
多游戏化机制并不能保证更好的学习性能。需要进行定性调查来揭
示广泛的游戏元素如何适应不同的学习环境，因为这些研究可以阐
明什么条件使游戏元素能够导致学习。因此，除了文献中的同行外，
本定性研究旨在探讨学生在教师教育背景下对游戏化教学技术和
材料开发课程中一系列游戏元素的整体认知，以有用和有效的游戏
化学习环境，从而创造成功。 

3.1  游戏化和教育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游戏化有潜力激励和激活有针对性的行

为，同时建立对游戏化体验的忠诚度。此外，它有潜力使活动更有
趣，激励人们执行任务，并保持他们在一种流动状态。游戏化已被
视为教育环境中参与和动机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教育中的游戏化
包含了广泛的教学和学习方法。教育游戏化利用类似游戏的规则系
统、玩家体验和文化角色来塑造学习者的行为。 

游戏化的目标是将更多的乐趣和参与整合到教育中，同时提供
积极的反馈，这推动学生更感兴趣、更有动力和更刺激地学习。由
于增加动机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因此要想有效地设计和应用游
戏化体验，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游戏化在学习中的有效应用很
复杂，因为游戏化不仅意味着应用技术分发奖励。游戏化的效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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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现和环境)。游戏化利用了广泛的游戏设计元
素，而游戏化元素（机制、动态和情感）的适当对齐推动了游戏化
的成功（罗布森、普朗格、基茨曼、麦卡锡和皮特，2016）。此外，
这些游戏元素对于更好的游戏化体验非常重要，但尽管用户可以从
游戏元素中获得乐趣，但将游戏元素整合到非游戏环境中可能并不
总是会导致行为的改变。 

3.2  在游戏化过程中使用的游戏元素 
Werbach 和 Hunter（2012）将游戏比作一盒装有不同积木的乐

高积木，它们可以连接起来制作各种物体。类似地，游戏也包含了
一些元素，可以为不同的体验创造不同的游戏环境。它们进一步描
述了游戏元素的类别，如动态、力学和组件。动态是构成游戏整体
特征的最抽象的元素，而机制是游戏中使用的具体元素，它指导玩
家在一个有界的环境中执行特定的动作。因此，正是通过力学，才
能将动力学应用于游戏环境中。另一方面，组件是游戏元素中最具
体和最明显的形式。 

最近，基于游戏的机制在生成有意义的学习体验方面的价值通
过游戏化更加明显(Pesare、罗塞利、科里罗和罗萨诺，2016)。游戏
机制和游戏元素的有效选择更有可能导致游戏化的成功，因为这些
方面可以影响不同的心理需求。在教育设置中添加游戏元素可以带
来一些好处。据报道，徽章积极地影响和促进了学生的参与(Denny，
2013；Ibanez 等人，2014 年)。数字徽章往往会对学习的动机产生影
响，因为它们提供了社区地位，并表明了成就水平（吉布森、奥斯
塔舍夫斯基、弗林托夫、格兰特和奈特，2015 年）。 

游戏机制将课程变成了有趣的，激励学生学习和参与课程主
题。Rapp（2015）通过日记研究和焦点小组会议对游戏化进行了定
性调查，揭示了在线游戏化服务中的游戏元素是如何保持和促进用
户的参与度和参与性的。研究结果显示，他们缺乏四个主要主题：
有意义的奖励、多样性、进展和参与。参与者对指定申请的参与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在研究结束时，参与者的消极想法、感受
和判断变得更加明显。这表明，这些应用并没有成功地维持一定程
度的参与度，而游戏化功能创造了更多的表面参与。 

3.3 提升教师素养 
教师的专业素养包括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以及专业能

力。因此，要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首先就要培养教师的专业理念
与师德，包括对职业的理解与认识、对幼儿的态度和行为等。教师
既要准确认知自身职业特性，提高职业认同感，又要注意幼儿的个
体差异，培养创造型的幼儿，拒绝高控型的教学方式。例如，程学
琴为了将游戏的权利还给幼儿，要求本园的教师“管住你的手，闭
上你的嘴，睁开你的眼，竖起你的耳，发现儿童”，不要“呕心沥
血地误人子弟”。其次是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培养，包括
观察幼儿游戏和开发课程等。为此，幼儿园可以邀请专家对教师进
行培训，加强教师的专业理论学习。同时，教师可在实操中巩固和
反思自己对核心知识的把握。幼儿园要做的是抛开统一的教材和课
表，让教师通过观察、研究，建设、开发、生成自主的课程和综合
活动。正如程学琴所说: “因为当教师成为儿童的研究者和终身学
习者，他们才会在教育的实施、教育的改革中拥有更多的进步、更
多的职业幸福感。 

4 总结 
与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当学习被游戏化时，教学实践可以通过

娱乐和奖励元素来丰富(Sharplesetal.，2013)。尽管游戏化看起来相
当新，但将游戏元素整合到教学中显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大班
区域游戏"一棵枯树的故事"为例，引导幼儿进行探究式学习,促进游
戏课程化的发展。因此,在幼儿教学中,应立足启迪智慧、培育幼儿
的教学目标,给幼儿轻松、快乐的课堂体验。而幼儿园的美工课堂是
为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与创造能力,加强幼儿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丰
富幼儿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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