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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小学数学的游戏化教学 
◆杨  波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郡小学）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无法适应现代

化教学的需求。而小学数学作为小学教育中的重点和难点，教师如何使

其教学变的更为有效，成为了一线教师关心的重点。而游戏化教学的出

现，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还受到了越来越多教师的喜爱，并将

游戏化教学广泛的应用到了课堂教学中。本文从小学数学入手，对如何

在小学数学中运用游戏化教学进行了探究，希望籍此为小学数学教学研

究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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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开展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如何在课堂中运用游戏化教

学，是每一名小学数学教师共同关注和关心的问题。我们实际教
学中，可以设计趣味性游戏，提高教学质量；设计互动性游戏，
提高学生参与度；捕捉生活现象，开展生活化的数学游戏；围绕
教学目标，开展游戏化教学这几方面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游戏
化教学。以下结合我的实际教学经验，分别进行介绍。 

一、设计趣味性游戏，提高教学质量 
趣味性是游戏化教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教师在小学数学教学

过程中，设计富有趣味性的游戏，不仅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游戏
参与性与积极性，还能提高小学数学教学质量。基于此，教师在
教学活动中，可适当地增加一些趣味性的游戏元素，通过科学合
理的设计提高游戏活动的趣味性，使学生在游戏活动中获得愉悦
的学习体验，进而提高学生数学学习兴趣。例如，在教授《认识
人民币》一课时，为了使学生认识小面值的人民币，知道人民币
的单位元、角、分，以及能掌握人民币之间的关系 1 元等于 10
角，1 角=10 分，并能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渗透应用意
识，养成爱护人民币的好习惯。上课之初，我将备课时准备的铅
笔、橡皮、尺子、胶棒、文具盒、本子、胶带等等物品展示到学
生们的眼前，并引导学生进行玩买卖商品的游戏，并在学生游戏
中加入收到假钱等有趣的情节，考验学生的临场反应能力，引导
学生合理处理突发事件。这样的教学，不仅使单一的知识变得具
体生动，还增强了学生知识的应用能力，加强他们对人民币的认
识，从而使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二、设计互动性游戏，提高学生参与度 
在小学数学游戏化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游戏活动的

多样性，尽可能使所有学生都能积极地参与到游戏中，而互动性
强游戏活动不仅能有效地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还能使他们在互
动交流中增进情感，获得快乐，进而提升小学数学教学效率。在
具体教学中，教师可组织一些团体性的小游戏让学生参与，以营
造良好的游戏互动氛围。如在学习《6-10 的认识和加减法》一
课时，为了使学生能正确熟练地数出数量是 6、7 的物体的各数，
会读写 6、7，掌握 6、7 以内的顺序、大小，以及能体会 6、7
的基数及序数含义，并能体会数学符号的价值和作用。上课之初，
我将学生们按照学习能力、性格、性别、课堂综合表现等等条件
分成了 10 人一组的学习小组，并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游戏，如，
我出数学题 10-6=？学生在下面思考后，得出答案是 4 后，组内
4 名成员抱在一起。这样的游戏互动性强，既能培养学生的应变
能力、默契以及计算能力，还使学生在游戏中更好地理解所学知
识，提高学习效率。 

三、捕捉生活现象，开展生活化的数学游戏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会发现部分学生对自己熟悉的

生活情境和感兴趣的数学知识，课堂上的积极性与参与性就会特
别的高涨。鉴于此，教师可以将生活中的一些数学现象与教学目
标相结合，以此作为教学活动的切入点，使学生能迅速进入 佳
的学习状态，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例如在教学《可能性》一课时，
为了使学生初步体验有些事件的发生是确定的，有些事件的发生
是不确定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有大小的，以及培养学生的表
达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并能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上课之初，我说：“同学们，你们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去超市买东
西，是不是也在超市抽过奖，请问你们中过奖吗？”学生们纷纷
说抽过奖，但没中过。听到学生们的回答，我说：“明天我们班
要举行班会，老师想让大家表演节目，每个人都会有机会表演，
但是节目不能重复，每个类型只能有一个节目，我们应该怎样确
定每个学生演什么节目呢？”。我话音刚落，学生们纷纷说抽签，
通过这个问题学生们懂得了所占数量的多少与总数有关，在总数
中占的数量越多，摸到的可能性就越大，占的数量越少，摸到的
可能性也就越小。这样的教学设计，既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
还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了教学中。 

四、围绕教学目标，开展游戏化教学 
小学游戏化教学不是单纯的玩乐，而是既定的教学目标创设

小游戏，使得学生在游戏过程中掌握教学知识。在游戏化教学过
程中，教师可以在开展游戏化教学活动前创设一些与数学相关的
知识小游戏，使学生在游戏过程中，掌握课本中的数学知识，从
而实现游戏教学目标的 终目的。例如在教学《角的初步认识》
一课时，为了使学生初步认识角，知道角的各部分名称，以及会
初步比较角的大小，能辨认角、能用尺子画角，并能直观的理解
角的大小与边的长短无关。上课之初，在教学完毕后，为了使学
生加深对角的印象，我组织学生在班级寻找“角”游戏，找到
多的学生，将会获得小红花一枚。这样的教学设计，不仅使学生
发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知识，还培养了他们的观察能力以及思考
能力。 

结语： 
总而言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明白我们教学生数学知识

并不是只为了让他们考试，还是为了培养他们综合素质的提升，
促进其身心发展。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突破传统的
教学模式，更新教学理念，积极地采用游戏化教学激发学生数学
学习兴趣，从而使小学数学教学效率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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