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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析幼儿园大班语言游戏教学中的问题及对策 
◆王桂芳 

（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城北公办幼儿园  341900） 

 
摘要：3—6 岁是幼儿语言发展的最佳时期，这段时期的他们对这个世界

充满了好奇，渴望了解得更多。幼儿园大班的时期孩子们也具有极强的

模仿能力，他们看到任何东西都会去模仿，因此做好幼儿园大班语言教

学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游戏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通过游戏

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学习和进步，这需要教师们的共同努力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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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认为游戏是一切人和动物生活需要产生的有意识的
模拟活动。幼儿园大班，对于孩子们的成长和发育是一个黄金阶
段。这段时间的孩子非常喜欢模仿和学习。这时候用游戏的方式
来引导和诱发他们的语言学习是一种非常不错的方法。古人常以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话语来教导
孩子们要刻苦读书，但是这种方法不能用于幼儿的语言教学当
中。他们的年龄太小，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世界观，这种严格的方
式对他们可能适得其反，会让他们产生厌学的念头。游戏是种特
殊的教育方式，不仅可以让孩子锻炼语言的能力，还可以让孩子
们学会合作，学会沟通，甚至还可以开发他们的大脑。因此游戏
的方式是非常有利的，希望各个学校可以实施创新性设计游戏，
开发多渠道的游戏方式，尊重幼儿，理解幼儿，创建一种富有游
戏精神的幼儿园文化氛围。 

一、幼儿园语言教学中游戏运用的优势 
传统教学中带有刻板的模式，要求幼儿追求功名利禄，大大

降低了孩子的求知欲望。让他们甚至产生厌学的心理，不利于他
们身心的健康发展。这种模式对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都不利，游
戏教学则不会产生这样的弊端。许多学者研究发现，以游戏为基
础的实践活动是对幼儿社会性的开发，通过游戏来学习知识，更
有利于幼儿吸收。语言教学也是这样的，通过游戏式教学开发孩
子们的语言能力，甚至开发他们的大脑，了解更多的社会常识。
并且幼儿的情绪需要释放，他们不能像成年人一样自己解决或者
压在心底，通过游戏可以让孩子们获得情感上的弥补，并且这种
情感的释放在现实世界是无法完全实现的。虽然幼儿并不是有意
识地在游戏中学习寻求发展，但是却具有先天的发展功能。 

二、幼儿园语言教学中遇到的几个问题 
（一）语言教学游戏资源过少 
我国当前对于幼儿语言游戏教学的渗透并不是很充分，可以

运用到教学中的游戏不能完全满足幼儿语言学习的需求。这些游
戏主要来自于书籍或者网络，或者模仿借鉴外国的游戏，并且都
是相对固定的。教师缺乏创新性和游戏的自主性，从而也造成了
语言教学中游戏资源的缺少。我们也希望可以改变现状，增加游
戏的数量和质量，促进我国幼儿的健康成长。 

（二）游戏时间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现在幼儿园大班孩子们一节课通常是 25 分钟左右，真正属

于孩子们参与到游戏的时间则更加少，仅仅只有几分钟。这样孩
子们所能学习到的东西就会大打折扣，不能真正实现游戏的价
值，这也是因为教师对于游戏在幼儿语言教学中的影响力认识不
足而造成的。其实游戏在幼儿的教学中才是处于主要地位的，教
学内容则是辅助完成的。 

（三）语言教学游戏过于刻板、模式化 
语言教学游戏过于模式化，缺少创新，大多数都是一个模式

的游戏。这样就会限制幼儿的学习范围，影响他们的成长和发育。
其实这种模式化的状况主要是由于语言教学游戏资源太少的缘
故。例如：在《小蝌蚪找妈妈》这一文中，在这一篇课文中讲述
的是一群小蝌蚪出生之后就找不到妈妈了，没有人告诉它们妈妈
是谁，于是它们就自己出去找妈妈，一路上遇到了各种动物，都
不是它们的妈妈。最终它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找到自己的妈
妈，这个时候它们也已经成长为一个个小青蛙了。这篇课文教师
一般都会让幼儿们模仿小蝌蚪与各种小动物进行对话，并且这种
游戏在幼儿园大班语言教学中是一种常见的游戏项目，基本都维

持这种千篇一律没有革新的方法。这样会让幼儿产生厌倦的情
绪，不想再参与到游戏中了，他们更愿意自由活动。 

三、幼儿园大班语言教学中游戏运用的改进对策 
（一）理解幼儿，以幼儿为活动的标尺 
幼儿园语言教学游戏制定应该以幼儿为主，这样才能真正促

进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让孩子们充分发挥他们想象的空间，更
多地了解这个世界，这才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根本依据。幼儿
们通常喜欢生活化的情境，这一阶段，教师们要了解幼儿对于游
戏的需要，提供幼儿适合他们身心发展的游戏，要经常与他们对
话，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心中所想，还要及时地给予孩子表扬，
让他们觉得得到了教师的肯定。总而言之，幼儿园大班是幼儿身
心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学习，对他们以后的发展有重要
的作用，教师们要主动改进游戏，同时抛弃一些规则，以幼儿为
主，多与幼儿交流，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也促进我国幼儿园教
育的进步。 

（二）避免过于重视规则 
幼儿园大班语言教学活动中，游戏才是孩子们的主要的学习

对象。幼儿尚未形成完整的世界观，对事物的认知都有限。如果
过度强调规则，幼儿们则无法理解，甚至会让幼儿产生厌学的行
为。教师们在游戏中，应当适当地抛砖引玉，剩下的内容让孩子
们自己自由地进行。教师们只需要保护孩子不要发生危险即可，
让每一个孩子有足够的时间充分参与到游戏中，真正地喜欢上游
戏，才能将语言知识有效地吸收，这样游戏才会发挥它应有的作
用。 

（三）创新游戏的模式，革新教学方式 
幼儿教师不仅要成为游戏的开发者，还要成为游戏执行者。

幼儿在游戏中充满好奇，需要转变教学思路，整合多种语言教学
方式，开发孩子们的兴趣和好奇心。语言教学具有渗透性，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无处不在依赖着语言，各种教学活动也依
赖于语言，可以说语言在教学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语言教学
不拘泥于仅有游戏，要打破这个僵局，给孩子们一个广阔的思维
空间。其次，我们还可以根据日常生活中的情境来创新游戏方式。
例如：有一些商家的店面门前冷冷清清，教师可以引导孩子们对
物品进行描述来吸引顾客。这样孩子们卖出了东西不仅会增加他
们的成就感，还可以从中开发他们的语言能力。因为孩子们都喜
欢过家家、医院等角色扮演类的游戏，教师就可以根据幼儿们性
格的需要，大胆地设计台词，鼓励孩子们大胆想象，勇敢地表达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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