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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游戏化的有机结合策略探讨 
◆何含姣 

（河套学院  内蒙古巴彦淖尔  015000） 

 
摘要：由于幼儿时期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孩子在

幼儿园时期的教学活动进行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幼儿年纪尚小，生活

经验欠缺，人们越来越注重采取科学合理的教育方式来促进他们的身心

健康发展。游戏是幼儿园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科学实践活动

的结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将幼儿园课程与游戏进行结合，用游戏的形

式组织课程能够极大地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能够有效的提高教师

教学效率。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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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实际教学出发，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促进儿童的身心全面发展是在幼儿时期进行教学的最终目

的。这一目的要求教师在展开实际教学过程中通过课程游戏化的
有机结合设置出科学、切实可行的课程，以满足幼儿园教学的实
际需求。这要求授课教师在尊重各个幼儿差异的基础上，通过观
察分析幼儿生理和心理上的特征，为其提供良好的活动环境，让
他们在自主活动中获得自我感悟和提升。因为幼儿个体间存在着
差异，教师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在设计游戏内容时，要充分考虑
到游戏内容是否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例如，对于尚未形成
自律意识的低龄幼儿，更适合简单的集体性活动，教师在设计课
程和区域活动时，都应该充分考虑到幼儿这一特点，使用简单的
表达方式，小范围内开展符合低龄幼儿的简单活动。而对于年龄
稍大点的幼儿，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自律性，在教师和家长的引
导教育下养成了一定固有习惯，因此在课程的游戏设计上则更加
倾向于益智性游戏。因此可采取大范围的区域活动以达到调动幼
儿积极性的教学目的。此外，由于幼儿间存在着性格差异，教师
在设计游戏和区域活动时要有所区分。对于性格活泼外向的幼
儿，应考虑参与积极性高的游戏和区域活动；对于性格内向腼腆
的幼儿，则应考虑相对静态的游戏和区域活动。例如，引入游戏
《赶猪入栏》，游戏前期需准备小凳子 6-8 个，皮球 2 个，木棍
2 根。把小朋友分为四个小组。每两队进行竞争，相对而站。教
师发号口令，小朋友传递木棍击动皮球向前。小朋友之间交替木
棍，循环击动皮球，直到所有的小朋友都交替完毕，然后队伍交
换场地，速度最快的小队赢得比赛。这个形式简单的游戏充满了
趣味又极具针对性，充分锻炼小朋友的合作能力以及判断能力。
又如在引入游戏《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设计环节，教师可设计性
格外向的幼儿扮演老鹰角色，性格内向的幼儿扮演小鸡的角色，
同时又要不断鼓励幼儿进行角色扮演的转换，感受不同角色带来
的游戏体验，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有效性的目的。在结合设计游戏
和区域活动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区域规划的合理性，区域划分
的不同会在课程中带来不同的影响，不合理的设定会导致活动开
展过程出现各种混乱问题。 

二、游戏模式多元化，提高教学活动效果 
由于幼儿对待新鲜事物常常保持强烈的好奇心，如果教师在

教学活动中频繁采取单一的游戏模式，往往会导致幼儿的好奇心
下降，从而失去游戏兴趣，游戏与区域活动的教学效果达不到理
想状态。因此，教师在设计课程时应当将多元化的游戏模式与教
学内容相结合。如在数字教学的课程中，改变以往的顺序数字游
戏模式，以圆形活动区域游戏取而代之。设计游戏《不能说的数
字》时，以数字 5 为例，所有含有数字 5 的数都不能说，以拍手
次数方式表达数字 5，淘汰出现错误的幼儿，这样教学就变得更
加具有竞争性和趣味性，而不再是单调无味的课堂。教师还可以
提高游戏的难度，充分调动幼儿积极性，锻炼幼儿的注意力，以
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还可以设计《数字跨步游戏》，选取
一块空地，在二十米外划线，每两名幼儿参与一轮游戏，同时说
出 10 以内的数字，说出数字大的幼儿可前进一步，若两人说出
的数字相同，则两人都不前进，反而都向后退一步。教师也鼓励
游戏外的小朋友积极思考，为参与游戏的小朋友出谋划策。幼儿
不知不觉地在游戏过程中增强对数字的理解，在收获游戏乐趣的

同时，对数字大小比较也会更加清晰明了。 
三、注意课程游戏化的生活性 
由于幼儿教育的教学内容很大一部分与生活息息相关，这就

要求教师的授课内容和生活密切结合。因此，教师在展开课程游
戏化活动时，常常将生活化的问题融入其中，以达到培养小朋友
的良好生活习惯的意识。在幼儿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在兼顾教学
内容游戏性和生活性的基础上，将生活中幼儿们不易理解的现象
和活动加以利用到区域活动和游戏中去。但由于幼儿的认知体系
构建尚不完全，在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时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
应，教学过程中采用结合生活化的游戏能够有效的帮助小朋友适
应新的环境，学会新的生活技能。例如，为训练幼儿的独立吃饭
的基本生活能力，教师可以设计模拟喂小动物吃饭的游戏，让幼
儿在游戏中学会自己吃饭。游戏前期准备不同的食材模具，分为
可食用和不可食用，游戏过程中引导幼儿辨别哪些食物可以食
用，哪些食物不可食用。这个游戏教学不仅可以锻炼他们的辨别
能力，还有利于提高幼儿独立吃饭的基础生活能力，逐步养成独
立吃饭的好习惯。例如，在瓜果的教学课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设
计观察瓜果浮沉的游戏，让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反复试验，
与小伙伴讨论，通过自己的观察瓜果的生熟度对浮沉造成的影
响。这样在增加幼儿生活经验的同时，也提高了幼儿的游戏参与
度。借助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物，融入到游戏教学内容中，
引导幼儿在游戏过程增长见识，对他们潜移默化的产生影响。课
程游戏化过程中不仅锻炼了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创造性思维以
及自主思考能力，还提高了幼儿新事物的探索能力和兴趣。良好
的促进了幼儿的身心全面发展。 

总结： 
由于幼儿在幼年时期的受到的教育在他们未来成长过程中

占据不可撼动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人们密切地
关注幼儿园的教学活动水平的提高，这也成为了社会讨论的热点
之一。经过探究发现，提高幼儿教学水平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加
强课程游戏化的融合。在具体运用这一策略的过程中，为达到教
学效果有效化，幼儿教师应在设计课程游戏的准备阶段以及实际
展开教学活动的时候注意以下几点：以结合实际教学作为出发
点，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提高幼儿的游戏兴趣，使他们在游戏中
学会知识促进其身心全面发展；设计多元化的游戏模式，达到提
升区域活动的效果，充分利用小朋友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在游戏
过程中学会知识；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结合游戏与生活的联系，
将游戏活动内容与生活常识相结合，让幼儿们将在游戏中学到的
东西运用到生活中，有利于幼儿学习生活常识，并且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地将幼儿园课程与游戏相
结合，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达到促进教学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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