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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游戏教学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侯兰花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又兰镇联家初级小学） 

 
摘要：游戏教学的方式允许更多的儿童投入其中，切身感知游戏中的乐

趣。所以，游戏是儿童 喜欢的一种学习方式。为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帮助儿童在游戏中感知学习的乐趣、体验数学的乐趣，教师可结合教学

内容并组织丰富多样的、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形式帮助学生学习，以优

化游戏教学，提升学习兴趣。本文就小学数学教学中，游戏教学的措施

展开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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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益智游戏，强化计算能力 
低年级阶段，学生数学学习任务之一便是要学会数值之间的

计算，计算能力也是低年级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当着力培养
的。但是，不少学生对计算的过程较为排斥，更是对机械训练产
生枯燥乏味的认识，更是被不少学生看作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在
这种消极的情绪和认知状态下，教师对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也存
在较大的困难。对此，教师需要改变教学形式，将学生的计算训
练套上游戏的外衣，让学生在游戏形式的引导下，主动积极地投
入其中，在不需要学生刻意的意志努力的基础上主动融入学习
中。针对计算能力的培养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教师可以组织学
生以游戏的方式进行训练。例如，在《20 以内的进位加法》这
一节内容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向学生呈现一张网格纸，在网格纸
上将 20 以内的数字打乱并随机在网格纸上排列，将其发放给学
生，并告知学生本游戏的规则：两个同学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
圈画数字，要求圈画的数字相加的和为 20，不论圈画数字的多
少，只要是相邻的数字即可。在这种游戏教学的方式下，探索
20 以内的加法的问题被转化为学生两者之间的游戏， 后以圈
画数多的学生取胜，则是帮助学生训练了敏锐的计算能力，让学
生学会熟练应用 20 以内的加减法进行基础的加减训练。如上方
式的教学，促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大脑高速运转，思维活跃
程度急速提高，要求学生要有准确度的同时，更要一定的计算速
度，学生在基础训练中的计算能力质量稳步提升。 

二、估测游戏，提升学生数感 
学生在生活中所积累的生活经验和对数的感知，是一种感性

的，甚至是存在较大偏差和的认识，更是对生活中的一些长度、
质量、面积、体积等量毫无理性确切的认识。对此，以上量的引
入和教学中，都要求学生对生活中常见的量进行估算，如桌子的
高度、课本的厚度、一瓶水的质量，课桌的面积等等。对此，为
了强化学生的数感，提升学生的估算能力，教师在教学中还可以
引入估测游戏，有效提升学生对生活中事物的理性认识，让学生
在游戏实践感知中逐步成长。例如，在《角的初步认识》这一节
内容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总结角、
估测角，教师可以先给学生呈现一张 10°的角度，引导学生以
此作为学生估测的参考，小组中的学生两两结对子，画出不同角
度的角，让学生以此为参考并进行估测，两个学生分别估测并写
下自己估测的数值，然后对画出的角进行测量，以 接近测量值
的学生取胜。在此基础上，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寻找生活中的角，
并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对角建立的感知，引导学生估测生活中的
角。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学生在估测和测量中逐步建立了对角的
理性认识。再比如，在《长度单位》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教师
同样可以通过如上游戏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活动。在活动中，教师
给学生准备参照物纸条，并给学生提供的一条长绳，让学生随意
截取，并将其作为自己估测长度的 基础性的材料。随后，要求
学生进行估测，以 接近者取胜。通过如上估测游戏，学生的数
感有效提升，对生活中的一些量的认识必然更加科学合理。 

三、竞赛游戏，强化计算敏捷性 
在教学中，适度的紧张感既能帮助学生体验游戏的趣味性，

更能释放学生的学习活力，提升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活跃性。对
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有效引入竞赛游戏，让学生在紧张有序的
竞赛游戏中，逐步提升计算的敏捷性。例如，在《乘法口诀》这
一节内容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有效强化对乘法的计算，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开展如下竞赛。首先，教师给学生呈现迷宫图，在
迷宫图的路径上设置数个数学乘法问题，当学生答对了相应的数
学计算问题后，则可以按照迷宫图中对应的向前走的步数向前行
进。而一旦答错了，则只能按照迷宫图中的问题对应的要求，保
留在原地或向后退几步。整个游戏中，两个学生从同一起点出发，

终 先到达终点的学生则成为整个游戏的赢家，获得迷宫 终
的奖品。整个游戏中，学生在迷宫行进速度的激励下，逐步期待
着向迷宫的下一步行进。整个游戏过程紧张而有序，学生计算的
敏捷性随之增强，学生更是在游戏中逐步感知到了游戏的乐趣、
体验了数学独特的魅力。再比如，为了调剂学生的学习生活，教
师也可以引导学生在课堂学习中通过即时游戏的方式对学生进
行训练，借助多媒体教学的方式随机向学生推送两个 10 以内的
数字，要求学生在出现数字之后对其乘积进行抢答，从学生的强
大中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促进学生学习热情的迸发。 

总结 
游戏这一形式的引入，让课堂变得活跃起来，课堂教学氛围

也就变得更加浓厚，学生的学习热情高涨。借此形式，教师可结
合教学内容并丰富教学形式，发挥游戏教学的 大优势和 大功
效，让学生从中体验精彩，感知热情。对此，教师可通过组织益
智游戏、估测游戏和竞赛游戏的方式展开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游
戏中逐步成长，感知参与的乐趣，减弱机械训练学生所带来的枯
燥感、改变传统教学中因循守旧教学方式的低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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