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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论幼儿园数学教学游戏化的实践 
◆李潇潇 

（重庆市合川区大南街幼儿园  401520） 

 
摘要：伴随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社会各界对教育的关注度日渐增高。

幼儿启蒙教育，不仅对孩子的一生影响深远，更将为其小学教育奠定基

调，使孩子形成对学习的初步印象。尤其是数学学科，具有较强的逻辑
性、体系性。在幼儿园开展数学教学游戏化实践，不仅有助于促进幼儿

认知，树立其数学意识，更是寓教于乐的重要表现方式。基于此，笔者

结合自身实践，谈谈关于幼儿园数学教学游戏化的具体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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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学教学游戏化概念 
新课改背景下，更加注重提升教育的有效性。特别是随着社

会各界对学前教育的广泛关注，创新幼儿教育形式，全面培养学
生认知能力显得尤为关键。数学教学游戏化，即将数学教学目标、
内容、方式等融入至各种游戏中，让幼儿可以在直观体验、感知
中积累有关数学的知识，从而激发起幼儿对数学学习的兴趣，促
进幼儿的思维发展，让幼儿成为活动主体[1]。因此，作为幼儿老
师要根据其身体、心理发展规律、特点，创设一定游戏环境并提
供相应的游戏材料，以此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积极性，培养他们对
数学的兴趣与好感，为其高阶段的数学学习做好奠基。 

二、开展幼儿园数学教学游戏化的必要性 
2.1 能够充分调动幼儿的兴趣，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学前幼儿年级小，认知水平有限，心智比较懵懂，因此更需

要讲究教学教学的开展方式。数学知识的学习具有很强的逻辑
性，平铺直述的教学孩子难以理解，也不利于集中幼儿的注意力。
借助游戏活动将数学知识的学习巧妙地融入其中，保证幼儿在玩
耍中学到数学知识。 

2.2 可充分发挥幼儿主体性 
幼儿教育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夯实数学教学基础，对于孩

子的未来成长和学习具有重要意义[2]。在游戏活动中，能够积极
发挥幼儿主体性，强化其实践感受，使得幼儿的智力和非智力都
得到有效发展。运用游戏化教学，能够营造出轻松愉悦的环境和
氛围，可以帮助幼儿提高积极情绪，不断加深幼儿对数学知识的
感受和体验，体会到玩耍中学习的乐趣。 

2.3 利用游戏化的方式，可以帮助幼儿树立良好的情感态度 
在具体的游戏活动中，幼儿需要调动自身的各个感官，参与

交流和互动，从而培养幼儿良好的理性认识[3]。例如：在组织小
朋友进行“积木数一数”教学中，教师就可以把不同的积木隐藏
在活动区域内，设置“找积木”的游戏，组织幼儿一个个找出带
有序数的积木，同时仔细观察，然后回答序号几的积木在哪里发
现的。以动手、动脑、动嘴相结合，便使幼儿形成对序数的正确
认识，强化幼儿的观察力，培养幼儿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表
达能力。 

三、幼儿园数学教学游戏化的具体策略 
3.1 创设生动有趣的游戏教学环境 
数学知识的学习，是数字和图形的有效结合，这种图形在日

常生活中很常见，教师就需要利用这些物体，激发幼儿参与游戏
的兴趣。例如：幼儿活动的教室，其周围就有各种各样的数学图
形。在具体组织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可借助悬挂材料。在进行“雪
花片造型”的教学中，设置一群“雪花片宝宝”找“亲人”的游
戏。将教室中挂满不同形状的雪花片，促进幼儿对雪花片形状、
大小、颜色差异性的认识。给予小朋友不同的雪花片，让其进行
分类，使其具有归纳总结的能力，能将同样的雪花片分在一起，
并发挥想象，阐述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此其中，有的小朋友将同
类形态的最大的命名为妈妈雪花，其次是姐姐雪花、妹妹雪花。
教师鼓励小朋友说一说自己的分类经验和技巧，每家雪花都是几
口之家，培养学生感知物体特征的能力，并促进学生的数学思维
发展。 

3.2 根据教学目标，设计不同生动形象的数学游戏 
幼儿园的数学游戏化教学中，教师需要始终围绕教学目标，

结合幼儿的兴趣，设计多种多样、形象生动的数学游戏，激发幼
儿的参与度，引导学生形成数学概念的初步认知。例如：在“宝
贝牙齿旅行记”的数学游戏活动中，教学目标就是引导幼儿了解
乳牙脱落、恒牙萌出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字的加减计算
教学。具体操作时，教师可以结合讲解和演示的方法，通过“认
一认，摸一摸，算一算”的方式，把不同的知识点结合，使幼儿
能够在建立保护牙齿的意识中，具有数字概念，在换牙经历中练
习小朋友的加减法能力。 

3.3 将数学游戏活动与幼儿的生活结合起来 
为了促进教学的生动性，教师可以根据幼儿不同的兴趣和认

知规律，将数学游戏活动有效融入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例如：
可以设计“值日生”游戏活动，教师组织幼儿回想，在每天吃饭
时，值日生是怎样为大家分发餐具的。使幼儿结合以往的生活经
验，融入在问题情境中，回想“值日生都是怎样分发餐具的”“每
个人都有几个勺子和小碗”，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幼儿将数学知识
融入到日常生活运用中，还可以培养幼儿运用数学知识解决日常
问题的能力，帮助幼儿实现形象思维逐渐向抽象思维的过渡。 

3.4 结合不同的数学游戏特点和形式，教师要进行针对性和
灵活性的指导 

在幼儿数学教学中，由于年龄和认知限制，幼儿的自我控制
和调节水平比较低，就需要教师灵活地、针对性地对数学游戏活
动进行指导，保证游戏过程的有序性。另外，在不同的数学游戏
活动中，教师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例如：在进行幼儿个体游
戏时，教师更多的是要在旁边观察幼儿的表现，不过多干涉游戏
活动的过程；在集体游戏中，教师需积极参与，指导和带领幼儿
做游戏。在一些小组练习的活动中，教师经常要扮演的角色就是
“裁判”，分析和评价几个小组的表现，引导幼儿参与到讨论中，
使其能够在游戏过程中，学到越来越多的数学知识。 

四、结语 
综上所述，开展幼儿数学教学游戏化的实践，培养幼儿良好

的数学意识，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工作。作
为一名幼儿教师，不仅具有对孩子具有耐心、爱心、责任心，更
需要具有引导、寓教于乐的能力。只有通过升级教学方式，使学
生在游戏中学习、关注、吸收数学知识，才能有效培养小朋友的
数学认知，促进其具有良好的数学意识，进以循序渐进的提升其
数学能力，具有抽象思维能力，体现幼儿教育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吕翔远.幼儿园数学游戏化教学策略论析[J].新校园旬

刊，2016（11）:24. 
[2]周春华.对培养幼儿分享行为的思考[J].科教文汇，2017

（4）:39. 
[3]相晴静.幼儿园数学教学游戏化的方法与作用探究[J]，

早期教育，2017（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