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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数学游戏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价值
宋  悦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24000

【摘  要】:皮亚杰认为人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他把人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小学和初一上学期的学生正处于前运

算阶段和具体运算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在学习数学时会遇到各种困难，对数学产生恐惧心理，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理解抽象的数学知识，数学游戏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本文借此讨论了数学游戏对学生学习数学的好处并总结了数学游戏

的种类 ,并借此提出了数学游戏运用的一些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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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教育的主体都是发展中的人，为了达到

培养人的目的，教育必须要考虑主体的发展规律，只有

这样，教育才能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教育

主体作为发展中的人，其生长具有一定的规律，这种规

律包含认知发展规律。教育工作者要重点关注被教育者

的认知发展规律，尊重被教育者的心理发展规律，这样

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关于认知发展的规律，很多

教育工作者都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

的理论。对于学习，很多教育者都希望被教育者能够达

到“乐学”的境界，实际上，能达到好学且爱学的境界

的学生少之又少，在理论上，我们一直强调尊重被教育

者的认知发展规律，实际教学中我们是否能够做到？教

育者达到“乐学”的境界，早期开始学习的体验非常重要，

游戏教学是尊重被教育者的认知发展规律的一种早期尝

试，具有一定的价值。

1 人的认知发展理论
皮亚杰把人的认知发展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感知

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

皮亚杰认为个体认知发展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个体与环境双向影响，个体的内部心理结构也在

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即带来了知识的增加，也带来了思

维的成长变化。儿童在数学游戏时，不断与外界环境互动，

教育者可以通过游戏的设计，巧妙地、有意图地影响儿

童思维发展，从而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指出，儿童的认知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前运算阶段，这个儿童的年龄大概在 2-7

岁，这个阶段的儿童，已经初步开始应用符号，这一阶

段他们开始能运用语言或较为抽象的符号来表达，比如

说可以用马的图片 ,马的单词来表征一匹并非真正出现

的马在实际数学教学中。

这个时期的儿童常以自我为中心，其思考对于逆向

思维活动和重新组织活动都是困难的，尚不能进行归纳

和演绎推理；第三阶段是指具体运算阶段，这一阶段的

儿童的年龄是在 7-12岁，这个阶段的儿童能够按事物特

征对事物分类，思维具有可逆性，能够进行逆向运算，

开始进行归纳和演绛推理 ,但其判断能力和逻辑推理能

力并未完全发展，理解抽象词语的意思仍有困难，他们

能够进行复杂的运算，如可逆、代换、交集和并集，以

及对具体对象的序号安排，但是离不开具体事物的支持。

学龄前儿童和小学儿童正处于前运算阶段和具体运算阶

段，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我们可以掌握 0-12岁

儿童认知发展的规律，因材施教。

2 数学游戏的教育价值
数学是一门高度抽象的学科，不如语文那般感性，

是一门理性严谨的学科。和其他科目相比，数学显得格

外单调乏味和难以理解。在前运算阶段和具体运算阶段，

小学生处于具体思维向形象思维的过渡阶段，这也是数

学概念初步形成的关键期，抓住关键时期的教学是我们

教育者要关注的。数学游戏可以给我们教育工作者提供

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数学游戏给

儿童提供了直观的感性材料，使得数学知识更容易被学

生接受，为儿童的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概念的数学思维

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纽带，避免了儿童时期的学习的

负反馈，影响他们今后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态度和能力。

纵观数学教育史，数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

数学教育里引进数学游戏对与数学教学具有极大的参考

价值，具体说来数学游戏在小学数学教育中的作用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数学游戏能够为小学生提供直观的感性材料，

能让抽象枯燥的数学内容生动起来，引起学生强烈的兴

趣，集中学习的注意力，在生动的教学情景，让学生主

动攻克数学教学中的难点、重点。

（2）数学游戏是沟通具体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桥梁，

在有趣的数学游戏中，游戏充分调动学生的思考，有利

于学生的思维发展。参与游戏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记

忆能力和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这些能力能帮助儿童顺

利完成思维的过渡。

（3）数学游戏可以寓教于乐，让学生从兴趣出发，

热爱学习。有趣的数学游戏规则激发学生的探索欲，为

了完成游戏学生积极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

使得学生在游戏中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

因此，关注数学游戏在小学教学中的影响，在课堂

中引入数学游戏，符合儿童这一阶段的认知发展的规律。

对于这一阶段学生的数学学习，思维发展，好奇心的培养，

学习态度、各项能力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帮助。

3 数学游戏的类型和在教学中的应用
数学游戏的类型有很多，数学游戏是帮助学生掌握

数学知识的，因此可以大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算

术类游戏、几何类游戏、代数类游戏、逻辑类游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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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游戏、逻辑游戏、概率游戏等。数学游戏适用于课堂

教学、数学活动课、校本课程及课外活动等广泛领域，

适用范围广，实用性强。在教学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数学游戏开展的目的要明确，游戏设计既要从

教材出发，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游戏练习和

环节一开始不应太难，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数学游戏

并不同于一般的游戏，数学游戏是一种教育手段，其主

要目的是教育目的，而一般的游戏主要目的在于趣味性。

我们在设计数学游戏的时候可以参考一般游戏的设计，

但是一定要注意数学游戏的主题还是儿童获取数学知识。

引人入胜的数学游戏和抽象的、枯燥的数学知识要有机

地结合，这样既不失数学的原汁原味，又考虑到了学生

的接受能力，教学游戏的目的是“教学”，手段是“游戏”。

(2)数学游戏的设计离不开精心的设计。平铺直叙

使得游戏乏味，因此要在脑海里多加构思，让学生感受

到新奇的刺激，探索的欲望。一个内容引人入胜，形式

令人目不暇接的数学游戏才算得上是一个好的教学游戏。

所以，游戏的设计要新颖，要打破常规，不能总是一种

游戏构思去讲一本书的内容，要多去参考不同类型的数

学游戏的构思，设计新颖的数学游戏，给儿童耳目一新

的感觉。如果数学游戏总是千篇一律的东西，不但不能

引起儿童的注意，还会使儿童产生疲劳感。

(3)实施数学游戏教学时，要组织严密。光有好的

构思设计，没有好的执行规则，那么数学游戏的开展也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根据数学游戏任务，教学任务制定

数学游戏规则。执行时每个游戏参加者必须要遵守规则。

游戏规则是教育者保证游戏顺利进行，达到既定目标的

有力保障。

(4)游戏的成功开展离不开全体学生的参与，数学

游戏不能作为一种表演式的教学，让好学生成为游戏的

主体 ,将游戏变成少数学生的专场。这样即打击了别的

同学的参与积极性，达不到我们预设的教学效果，长此

以往，学生对于数学游戏不再好奇，导致这种教育手段

失灵，这是得不偿失的。

4 小结
总之，数学游戏对于处在前运算阶段和具体运算阶

段的儿童而言，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教育手段，对于学习

数学的教育价值和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在小学数学

教育中，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心理特点及求知需求，

精心设计数学游戏 ,按照游戏规则的指导开展游戏，可

以帮助学生领悟到数学知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寓学

于乐，发展思维，获取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让学生不再厌倦、畏惧学习数学，培养学生数

学学习的乐趣。关注数学游戏，对于小学数学教育有着

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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