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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活动，让小学数学课堂更精彩 
◆田  菲 

（湖南省岳阳县月田镇黄岸小学） 

 
摘要：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的方式总是能够激发学生更多的活力，

让学生更加投入于学习活动中，帮助学生改变成传统学习中，对数学学

习过程、数学知识学习枯燥乏味的认识，让学生爱上数学、产生对数学

学习的兴趣。本文就小学数学教学中，可以采用的游戏教学法展开了论

述，提出了几点精彩课堂构建的方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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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色扮演游戏 
在小学阶段，备受学生青睐的优势便是角色扮演游戏。当参

与角色扮演游戏时，学生也就被赋予了一种使命和责任感，学生
在学习中也将会有更多的热情和动力去探索和学习。对此，教师
也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在
游戏中探索数学规律、发现数学真知。例如，在《认识人民币》
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学会识别人民币、应用人民
币，教师在本节课的教学巩固环节中，便可以开放学习空间，组
织学生开展角色扮演游戏。在游戏中，每个小组的同学变成了一
个小的商店，小组中的同学可以将自己用不到的物品变卖，在商
品上明码标价，供其他同学选购。在此活动中，教师向学生发放
人民币模型，以供小组同学交易，让人民币在流通的过程中，发
挥其价值，也让学生在使用人民币的过程中，逐步巩固自己对人
民币的认识，强化自己对人民币的使用。在此活动中，角色扮演
游戏让学生的参与热情高涨，学生在小商店中选购物品并进行交
易时，既巩固了对人民币的认识，也让自己在使用中巩固了对人
民币找零等计算，可谓是取得了一举两得的教学效果。再比如，
在《平行四边形》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教师在引导学生探索平
行四边形的面积时，可以任命每个小组的小组长作为一个村的村
长，而将教师发放的平行四边形纸板作为自己村子的农田。在游
戏中，教师发放任务：每个小组中都有一块土地。为了更加均
地给村民划分土地，需要先对本村子的土地面积进行计算，然后
再将其平均分割给村民。通村长带领着本村的村民，将本村的土
地的面积计算出来。当学生被赋予了这一角色后，学生变得热情
高涨，主动参与到本村的土地面积计算过程中来，并且每个小组
展开的探索和计算方法不一。有的小组采用网格纸的方式，数出
土地面积共占有多少个格子，然后大致计算出相应的土地面积。
有的“村长”号召力较强，将土地分割成几个部分，将平行四边
形分割成几个三角形或者是三角形和正方形，让村民分工合作，
计算出每块土地的面积，然后对其相加。也有“村长”发挥了自
己的智慧，将本村的土地通过切割、割补的方式将其转变成为一
个长方形，一步就将本村的土地面积计算出来。在以上教学过程
中，学生的探索欲望高涨，以“村”的形式划分土地的教学任务，
让学生对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求解不再看作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
使命和责任。在这种教学游戏的引导下，学生的学习效果必然得
以提升，学生也必然更加投入。 

二、设计游戏 
数学知识也有其独特的美感和审美价值，学生在学习中对数

学的美的感知应当在教学活动中凸显，应当在学生的感知活动中
培养。为了丰富学生对数学的美的感知，让学生体验数学规律和
数学知识学习的乐趣和审美价值，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通过组织
学生开展设计游戏的方式开展学习活动。例如，在《图形的运动》
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感知数学图形给自己带来的
美的体验，丰富学生的数学美感，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引导学生
开展设计游戏的方式开展教学。在活动中，教师首先给学生提供
一些生活中由几何图片元素进行的标志设计，如奥运五环的设
计、奥迪车的设计、可循环利用的标志、信封的图标等等，让学
生认识到：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图形，是组成大千世界图形的重
要元素，生活中的很多设计元素都是来自于几何图形，并通过对
结合图形的平移、对称、旋转等方式，也能让几何图形变得更具
创意，让数学也发挥美观的价值。随后，教师引导学生：今天就

请同学们转变一下身份，承担小小设计师的角色，为新推入市场
的矿泉水绘制商标，要让商标的绘制更加美观。在这一设计活动
中，学生将会主动应用自己所学的图形的运动的知识对几何图形
进行加工，借助一些尺规工具对图形进行处理，从而有效应用新
知、巩固新知，提升对数学知识的美的体验。 

三、估测游戏 
数学教学中，应当培养学生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知，应当培

养学生对现实生活的数感，了解一些量的单位，帮助学生提升数
学观念。对此，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引导学生学会估测自己的实际
生活，对实际生活中的时间、空间进行有效的预估。对此，教师
在教学工作中也可以通过估测游戏的方式帮助学生培养这一素
养。例如，在《时、分、秒》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
生感知时间、预估时间，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十秒
游戏”。在游戏中，教师向学生发放秒表，然后由学生两两组合，
一个同学操控秒表，另一个同学发号施令，说出开始和结束。在
活动中，要求学生准确估测十秒，然后对比自己的预测和实际的
秒表时间上的差距，看谁估测的准确。在活动中，学生一次次的
估测游戏，既体验到游戏的乐趣，也从中逐步客观认识了时间、
学会估测时间。整个活动中，学生兴致盎然、课堂氛围也变得愈
加浓厚。此外，为了帮助学生学会估测长度和时间，教师也可以
引导学生开展长度或面积估测活动，为学生发放测量工具，让学
生先对其进行估测，然后通过测量检验自己估测的结果和实际的
差距，从而逐步帮助学生建立对长度和面积的理性认识。 

总结 
游戏活动的引入，让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变得精彩万分，这是

利用了学生对游戏参与热情高、兴趣浓厚的特点。对此，教师在
教学中便可以通过组织角色扮演游戏、设计游戏和估测游戏等方
式开展教学，结合教学内容逐步创建更加丰富的游戏形式，让数
学知识在游戏活动的方式下为学生探索，从而帮助学生建立对数
学知识的浓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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