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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幼儿游戏在教学中的运用 
◆张成靖 

（广南县莲城镇法棚幼儿园） 

 
摘要：在幼儿教育中，游戏教学是教学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文章结
合课程游戏化如何在五大领域中的开展，以《纲要》为指导思想，游戏
和教学作为促进幼儿发展的教育途径与手段，二者的整合是当前学前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要求。实践证明，幼儿的游戏教学对于促进幼儿的
身心健康发展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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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作为学生接受教育的启蒙阶段，它的教学目标是
对幼儿实施全面发展教育，来实现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的目标。
教学实践证明，在幼儿园教育中适时的开展游戏教学活动，它对
开启学生的智力、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游戏是幼儿最基本的活动。游戏和教学作为促进幼儿发展的
教育途径与手段，二者的整合是当前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
要求。游戏与教学整合的实现路径包括游戏教学化和教学游戏
化。同时《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
动”，在游戏的过程中，孩子们是自己的主人，可以自主能动地
活动，发表自己的看法。而现在不少幼儿园为了迎合许多家长“求
知”的需求，长期以来存在着“重教学、轻游戏”的现象，认为
游戏就是孩子单纯的玩耍，这些观念显然不符合现代教育理论。
我们知道幼儿园的课程与游戏是密不可分的，作为课程实施重要
活动之一的游戏，应该充分发挥孩子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
幼儿参与多种游戏，鼓励幼儿在游戏中反映生活，为幼儿在游戏
中运用的知识及能力提供机会和条件，从而实现让幼儿在愉快、
自主中全面健康发展。 

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说过：“游戏是儿童的心理特征，游
戏是儿童的工作，游戏是儿童的生命。”作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
师应该主动转变观念，从尊重幼儿发展和需要出发，认识游戏在
幼儿园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寻求其在幼儿园课堂教学中的特殊作
用，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 

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园把游戏融入运用到教学当中，
并作为课题开展研究，发现将游戏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引入到课堂
教学中，能够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一、数学教学游戏化 
科学领域的数学活动相对有些抽象和枯燥，如能将数学知识

融入游戏中，让幼儿在玩中学，既可满足幼儿游戏的需要，又可
以很好地完成数学教学的目标。如：小班幼儿由于年龄较小，不
能保持长久的注意力，对于枯燥的数学更是喜欢不起来，注意力
也集中不起来，在教学中，情境中的数学游戏就是解决这一难题
的有效方法。如：在上感受“1”和“许多”的数学课时，我就
采用了分小鸡、分蛋、拾蛋的游戏。先请幼儿帮鸡妈妈分小鸡，
跟小鸡做游戏，然后帮鸡妈妈分蛋，再到草地上一个一个地拾蛋。
由许多小鸡到一只一只的小鸡，再由一个一个的蛋到许多蛋。在
这个游戏中幼儿的注意力都非常集中。他们在游戏过程中自由自
在，没有负担，充分理解了“1”和“许多”。幼儿在学习过程中
融入在游戏的愉快情绪中，游戏使数学教学不再抽象、枯燥、乏
味，而是充满了游戏的童趣、充满了想象的活力。我们也可以这
样说，数学的学习方法有很多种，课堂不是孩子学数学的唯一地
方，只要我们老师用热情的心去思考，让幼儿在游戏中寻找答案，
相信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兴致勃勃地走进五彩斑斓的数学王国。 

二、语言教学游戏化 
《纲要》指出：“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支

持、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或其他人交谈，体验语言交流
的乐趣”，强调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自主“建构”。游戏促进幼儿
语言发展的机制在于游戏为幼儿创造了真的交流情境，同伴之间
不断发生的社会性相互作用能为幼儿的语言学习提供“支架”。
如在《拔萝卜》故事表演中，孩子们通过学习故事、学习对话、
熟悉理解故事的基础上，配上一个个简单的动作，一句句简单的
对话，以及丰富的表情，使人一目了然，表演的十分逼真。这个
故事生动有趣，孩子们都十分踊跃的表演，在表演的过程中，不
仅学会了讲这个故事，而且同伴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也促

进了幼儿运用语言的能力。 
三、社会教学游戏化 
社会是个大课堂，孩子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会不知不觉地反映

到他们的游戏中。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没有人教，他们就尝试
模仿别人的言语表情行为。1 岁以前的婴儿就能模仿成人的脸部
姿态，2 岁的孩子会在娃娃家互相打电话，模仿着母亲给婴儿喂
奶……这就是简单的社会角色游戏。他们在游戏中可扮演在生活
中接触最多的父母、老师、司机、医生等熟悉的人物，通过模仿
人物来进一步认识这些角色，在模仿母亲的过程中，了解母婴之
间的关系，再打电话过程中，了解电话的用途、学会使用电话，
这使孩子对社会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能力;
在扮演医生角色中给病人打针、哄劝病人不要哭，从而消除了对
医院和医生的恐惧心理，让孩子学会自我控制。当孩子的游戏过
程中有更多人参与时，孩子逐渐学会了与人相处、协调人际间的
关系。现在的独生子女在家一个人玩游戏，到了幼儿园与同伴一
起玩，首先要得懂谦让、合作、分享。以及解决游戏过程中的问
题和同伴间矛盾不统一的问题，这种不统一来自幼儿家庭环境、
幼儿想象力、创造力和个别差异，那么游戏就可以帮助幼儿摆脱
自我为中心，向社会合作型发展。 

四、艺术教学游戏化 
艺术教学更需要游戏活动的支持，无论是舞蹈、音乐，还是

绘画，要掌握这些技能需要反反复复的练习，孩子易出现厌烦情
绪，采用游戏的方式进行教学，孩子会很乐意接受。 

例如：音乐游戏《小猫捉蝴蝶》。根据我爱春天的主题内容
中，教师选择了孩子们喜欢的蝴蝶，让孩子模仿小动物——小猫，
为了让孩子充分体验春天的美，春天阳光的温暖，教师把活动场
地选择在户外进行。活动开始，教师以“猫妈妈”的身份出现，
带领孩子(小猫)一起到草地上和猫妈妈学本领；边听歌曲《小猫》，
边学一学小猫走路，学一学小猫叫（喵呜），学一学翘翘尾巴等；
然后引出一只大蝴蝶飞的旋律，让孩子感受旋律，听一听是谁飞
来了；再引出一只大蝴蝶在飞扬，孩子马上被蝴蝶吸引，是蝴蝶
飞来了，再放出《小猫》音乐，孩子们又开始学习猫的本领；第
二遍蝴蝶音乐响起，孩子马上就听出蝴蝶飞来了，然后再和蝴蝶
一起做游戏，去捉蝴蝶，去拍一拍蝴蝶，整个活动在师生互动中
进行和结束。在活动中孩子自然学会辨别音乐和不停旋律，还能
边唱边大胆、夸张的和老师模仿小猫的动作。 

在活动的过程中让幼儿体会到游戏的快乐，在游戏中孩子们
了解到蝴蝶飞舞的声音，教师让幼儿自己充当小猫的角色，使幼
儿对这一次的活动内容更加深刻，掌握的知识在记忆里能保持的
更加长久，而这些都需要教师好的组织才行。 

五、健康教学游戏化 
让孩子参加体育锻炼，如果将健康活动与游戏有机结合，孩

子将会更加愉快地接受。例：为了提高孩子参与的兴趣，在设置
活动项目时，以孩子感兴趣的游戏形式出现，如“小兔跳跳跳”、
“过小桥”、“大家来跳绳”等，游戏的介入使原本枯燥而单调的
体育锻炼变得有趣了，大大激发了幼儿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使孩子们在快乐的游戏中强健了体魄。我们也将健康教育的内容
编成有趣的儿歌，如，洗手：“拧开水管淋湿手，擦上香皂搓一
搓，手心手背出泡泡，再用清水冲干净，水池里面甩三下，摘下
毛巾擦干手”；穿衣：“抓领子，盖房子，小老鼠，出洞子，吱溜
吱溜上房子”。孩子们在说说、讲讲、做做、玩玩的基础上，明
白了道理，学习了生活的本领。在早期教育中，游戏的课程生成
功能是游戏整合幼儿园课程中五大领域的前提和条件，游戏自然
生成的课程涉及所有领域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儿是在游戏中成
长的，游戏对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当前学前
教育中采用“教学游戏化”，强化游戏手段，让教学内容融合于
游戏中，使幼儿在游戏中学到知识。游戏教学是促进幼儿发展的
教育途径与手段，二者的整合是当前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
要求。所以，只有游戏与教育真正达成立体而有机的融合，幼儿
园才可给予幼儿一个真正的游戏童年、快乐童年和成长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