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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幼儿语言教学活动中的游戏化分析 
◆曾牡莎 

（广西商务厅幼儿园  530021） 

 
摘要：在幼儿园的教育中，语言教学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内容，能够

培养幼儿的健康思想，锻炼幼儿的表达的能力，还能有效提高幼儿的行

为意识。随着社会中对于幼儿教育的重视，对于幼儿教育的研究也逐渐

完善，提出了游戏化的教学方式，并建立了“幼儿园教育教学工作指导

意见”，对幼儿园的教学互动开展树立了培养教学的目标。本文在此基础

上对幼儿语言教学活动中的游戏化问题做出了分析，并提出了有效开展

游戏化语言教学活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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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现在幼儿教育越来越正规化，在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
上都做出了指导意见，但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多幼儿园的
教学活动开展中，对于指导意见的落实不够彻底，造成了对于幼
儿的教育教学效果不好，影响了幼儿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语言
教学活动中，游戏化的进程没有吸引到幼儿的兴趣，在主观上不
愿意参与到语言教学活动当中，也就使幼儿教育失去了效果，同
时也影响了幼儿上学的兴趣，不利于幼儿的各方面成长。 

一、幼儿语言游戏化教学活动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游戏化活动开展太过刻板 
目前的幼儿语言游戏化活动开展中，幼师的开展方式太多刻

板，没有结合实际的情况，活动进行都是以固定的游戏模式在进
行，甚至对幼儿在游戏中的话语都作了详细的安排，这样对于幼
儿来说，打消了幼儿的游戏积极性，在心理上不愿意参与到游戏
活动中。幼儿不能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那么语言教学也就失
去了效果。 

（二）缺少对幼儿的主体考虑 
在教学活动的游戏化中缺少对幼儿的主体考虑，游戏的组织

和开展与幼儿的年龄不符，忽视了幼儿的天性，所以幼儿在其
中也就没有得到有效的教育，自身的意识没有得到有效成长。
幼儿教学活动的开展需要以幼儿的发展为核心，所以要让幼儿
的教学主体性得到体现，保证教学活动的效果，如果在游戏化
的过程中忽视了幼儿的主体性，那么教学活动中的幼儿也就不
会得到成长[1]。 

（三）忽视了幼儿的差异性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幼儿园中有的幼儿活泼开

朗，有的不愿与人沟通，这种差异性在游戏化教学活动中需要得
到尊重，保证每个幼儿都能参与其中。但是实际的活动开展中，
幼师却忽视了幼儿的差异，都是进行统一的安排游戏活动，有些
幼儿就没有融入游戏中，教学也就失去了平等性。 

二、有效开展幼儿语言游戏化教学活动的策略 
（一）尊重幼儿的个人意愿和教学的主体地位 
现在教育教学工作需要落实生本教育理念，在幼儿教育中也

需要幼儿尊重幼儿的个人意愿和教学的主体地位，以此来开展幼
儿语言游戏化教学活动才能保证教学的有效性，幼儿愿意参与其
中，提高了语言教学活动的实效性。游戏化地进行本身就是考虑
幼儿的年龄对于能力的理解较低，通过组织游戏让幼儿参与其
中，从而使幼儿在游戏中获得能力提升，所以游戏化的语言教学
就要让幼儿在其中进行口语锻炼，进行积极的思考[2]。同时在活
动的进行中，幼儿教师还需要观察幼儿的游戏表现，在游戏完成
之后对幼儿提出建议，根据幼儿的游戏表现与幼儿做出合理沟
通，依据幼儿的表现去反思互动的进行，从而逐渐地提高游戏化
语言教学活动的效果。语言教学活动地进行需要使学生进行充分
的锻炼，所以在语言游戏化教学活动中必须要树立学生的主体地
位，保证游戏化的趣味性，提高教学水平。 

（二）依据实际生活来进行角色扮演 
在游戏化的语言教学活动中， 有效的方式就是组织角色扮

演。角色扮演的游戏对幼儿有带入感，而依据实际生活也可以让
教学活动地进行具有实际效果，幼儿得到了实践的练习，可以有
效提高幼儿在活动中的成长。比如，以接待客人为基础，让幼儿

一位扮演主人，一位扮演客人，然后让幼儿进行对话练习，这样
幼儿会感觉游戏地进行与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关系，并在活动中
与实际的生活进行相互参照，从而幼儿的思想和意识都会得到培
养。通过角色扮演的语言游戏地进行培养了幼儿的口语表达能
力，锻炼了幼儿的沟通能力，并保证了活动的有效性，幼儿愿意
参与到游戏当中，在游戏中获得了综合能力的提升，让语言教学
活动可以提高幼儿的行为素质。游戏化语言教学活动中结合实际
生活让幼儿在活动中可以与生活相互联系，对于幼儿的行为素质
培养具有一定的意义，提高了教学活动中幼儿的理解和认识。 

（三）以口语发音为指导组织游戏活动 
幼儿语言教学中，对于幼儿的口语发音教学是较为困难的教

学内容，以往教学中都是以领读的方式进行，幼儿的主动性较差，
在生活中也不去注意，所以教学的效果不好。以培养幼儿口语发
音为指导开展游戏化教学活动，可以让幼儿在主观上注意的自己
的发言，从而就可以使幼儿的发音越来越标准[3]。在组织游戏的
方式上，幼师可以组织讲故事比赛，词语接龙，我是主持人等活
动，让学生在游戏中锻炼口语发音，从而利用幼儿对于游戏的兴
趣，使幼儿在生活中愿意去进行口语锻炼。 

（四）鼓励幼儿参与游戏，勇于与人沟通 
针对幼儿的差异性，幼师在活动中要鼓励幼儿参与游戏，设

置小红花奖项，促使幼儿积极参与到游戏当中，让幼儿勇于与人
沟通，促进幼儿开朗性格的建立。教学活动的进行不能忽视幼儿
的差异性，而游戏的创建肯定不能满足所有幼儿的需要，因此，
幼师就需要在活动中合理设计游戏规则和内容，并参与其中，与
幼儿一起进行游戏，把控幼儿在游戏中的状态，使幼儿可以在游
戏化的语言教学活动中的得到全面发展，愿意参与到游戏中，保
证教学活动的有效性。教学活动地进行需要幼师对幼儿进行鼓
励，以弥补游戏化中的不足，使所有幼儿都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 

结论：总而言之，幼儿语言游戏化教学活动地进行需要以引
导幼儿为主，加强游戏创建中对幼儿的意愿考虑，让幼儿愿意参
与活动当中，并在游戏活动中获得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的提升。
在实际的游戏教学活动中，幼师要转变教学观念，改善活动开展
中存在的问题，尊重幼儿的年龄特点和主体地位，在方法上采用
角色扮演的游戏方式，让幼儿的语言能力可以在实践中得到成
长，作为幼师在游戏的开展中还需要鼓励幼儿，注重幼儿的差异
性，使幼儿在游戏化的语言教学活动中得到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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