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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游戏在幼儿园活动中的运用 
◆张应丹 

（遵义市汇川区幼儿园  贵州省遵义市  563000） 

 
摘要：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活动工作中占有者很重要的位置，同时也是幼

儿园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幼儿园活动中利用好、发挥好游

戏的作用，不仅可以提高幼儿对学习的兴趣，同时也可以让幼儿在参与

游戏活动的过程中学会如何与人相处以及提高幼儿的组织协调能力等。

本文就游戏在幼儿园活动中的运用进行了探讨，以为广大幼儿园教育工

作者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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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学观念的不断创新和活动方法的改进提高，学前教育
的指导思想和活动方法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一变化和提高
的过程中，游戏活动广泛应用，使传统的幼儿园活动方法发生着
深刻的变化。因此，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来讲，要紧紧抓住幼儿
的年龄性格特点，探索创新游戏在幼儿园教学中的应用，提高活
动效率，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 

一、游戏在幼儿园活动中应用的意义 
游戏对幼儿来说，是一个放松、快乐、富有创造性和趣味性

的活动。在幼儿园教育中，教师根据幼儿学习和成长的特点组织
幼儿 展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使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学到知
识，提高能力。一方面，通过游戏有助于激发幼儿学习兴趣。游
戏活动的趣味性、探究性能有效激发幼儿学习和探索自然事物的
兴趣。所以，要求教师了解幼儿的性格、认知情况，科学去设计
游戏内容，激发学生好奇心、求知欲，让幼儿主动参与进来。另
一方面，通过游戏有助于培养幼儿创新思维。教师可根据幼儿好
动、好奇心强、乐于探索的特征，引导其参与操作性游戏，让幼
儿动手、动口、动脑，对科学知识和生活常识产生兴趣和求知欲，
满足幼儿对知识的探求需要。此外，在游戏过程中，教师鼓励幼
儿把身体器官充分调动起来，引导幼儿思考游戏中现象，提升启
蒙教育质量。 

二、幼儿园开展游戏活动的方法 
1.科学设计游戏项目，提高游戏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幼儿对

游戏有着天生的热爱，对参与游戏更有着很高的积极性。但是从
另一方面讲，幼儿喜欢游戏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游戏都很愿意参
加，如果教师在设置游戏的项目时，长时间的组织 展某一项目
而没有对游戏的项目内容进行创新和改进，时间一长，幼儿就会
对游戏失去兴趣和热情，转而不愿意参加游戏。为了避免这种状
况的出现，教师需要勇于突破现有的游戏限制，努力提高游戏活
动的趣味性， 展一些全新的游戏活动类型，比如在 展喜羊羊
与灰太狼的游戏过程中，灰太狼每次都在抓小羊，而且永远都抓
不到，这样的活动方式在长期地持续以下，幼儿也会感受到较高
的无趣性。教师可以对它进行创新，如在灰太狼的阵营当中，增
加一定的成员红太狼，然后由它们共同完成抓羊的任务。在这样
的游戏改善下，幼儿的参与积极性能够迅速地彰显出来，相应的
活动 展也会凸显出更高的趣味性。  

2.积极融入道德教育，使幼儿在做游戏的过程中加强道德教

育。德育是教学活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学前教
育阶段，幼儿正处在思想形成的初始阶段，对今后正常人格的形
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在组织幼儿 展游戏活动时，
要将德育的内容有效的融入到各种游戏活动当中，让学生在娱乐
中达到一定的德育水平。例如：现如今的幼儿家庭中，多数以独
生子女的情况存在，这样的家庭结构在成了幼儿从小养成了自
私，霸道，不懂得分享的坏习惯。因此在游戏活动中，教师可以
为学生设定一定的游戏情境，有的主题可以是以“互帮互助”、
“相互分享”、“懂得尊重”等主题，让幼儿在游戏中尽情的表现
自己，在游戏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针对于此次的游戏的表现
进行自评和他评，进而让学生能够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同时也促
进学生能够有效的改善自身的缺点。  

3.丰富游戏形式，为幼儿创造更多户外活动的机会和方式。
一些幼儿园在组织 展游戏活动时，会因为幼儿年龄到不便于组
织、场地限制等原因，把游戏活动教学的安排在室内 展。但是
作为幼儿来讲，一方面好动，在室内 展游戏活动难以满足其愿
望，时间一长就不愿意参加游戏；另一方面，室内游戏活动场地
有限， 展游戏活动的条件也难以充分具备，难以达到预期的教
学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幼儿教师可以对游戏环境进行革新，
应该多设计一些室外进行的游戏，根据游戏类型的不同来确定适
合在室内还是室外 展。比如那些创造性强的小游戏适合在室内

展，而一些体育运动类的游戏就应该选择在室外，教师要重点
研究适合户外 展的游戏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亲近大自然的机
会，或者也可以邀请学生家长来 展一些亲子游戏，提升幼儿的
生活体验能力；游戏环境的设置也应该考虑到幼儿心理特点的差
异，比如对于小班幼儿可以 展家庭主题类的游戏，让他们感受
到父母长辈的关爱。  

三、结语 
游戏既是幼儿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幼儿

园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教学方式。各种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让
幼儿在玩的同时充分的展示其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让幼
儿有一个释放内心世界的空间和时间。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要
把游戏与教学充分结合起来，两者并重，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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