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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幼儿园语言教学活动游戏化探索研究 
◆高买利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冯庄乡第二中心幼儿园  712600） 

 
摘要：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幼儿时期是重要的成长期，在这个时期，幼

儿的认识和实践能力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为了更好的保证幼儿认识

外部世界，幼儿教育人员应该将教学活动游戏话，这不仅提升幼儿的认

识事物的兴趣，同时满足了幼儿的好奇心等需求，提高学生的语言和思

维能力。本文阐述的主要内容是幼儿园语言教学游戏的特点，同时重点

阐述了幼儿园语言教学活动游戏化的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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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幼儿语言形成的关键时期是三岁到六岁之间，幼儿语
言能力的形成有助于其身心健康的发展，在幼儿教学中有重要的
作用。尤其学龄之前是重要的时期，也是“游戏期”，在游戏的
作用下能够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同时游戏教学也是尊重儿
童的一种教学理念。此外，游戏教学对幼儿语言的形成也具有重
要的作用。本文重点阐述了幼儿教学活动中游戏化教学的方式和
手段。 

1 幼儿园语言教学游戏的特点 
第一，语言教学游戏主要智力游戏，如猜谜语游戏和讲故事

等。语言游戏定位为智力游戏的原因是幼儿语言能力的形成需要
以语言游戏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在一些地区，幼儿教师将语言
游戏作为训练幼儿智力的方式，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第二，语言游戏是规则性游戏的一种。幼儿对语言信息的获
得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之后才能对语言进行理解和使用，进而
开发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此外，幼儿在语言游戏中获得了美好
的体验，如欢乐、自由和满足等。 

第三，语言教学游戏和其他的教学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其是
一种耳听口说为主的智力游戏。在进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将游
戏作为重要的教材。通过游戏教学能够促进幼儿思维能力的发展
和身心的享受，因此，教师应该重视用科学的方式组织和指导语
言游戏。 

2 语言教学活动游戏化存在的问题 
2.1 教师的游戏观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实际的及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师没有将游戏化的理念应用

在教学中，而是停留在观念上面。一些幼儿教师认为游戏化教学
虽然对提升幼儿学习语言的兴趣，但是并不是重要的教学内容，
不能体现成绩。因此，对游戏化教学的重视度不够，也不重视游
戏教学的实践。 

2.2 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存在程式化的倾向 
在进行游戏化教学的过程中，一些教师应该提前设计语言游

戏化教学的内容，然而许多教师不能做到这点，进而导致在教学
的过程中常常出现教学和内容和游戏环节不符合。此外，一些教
师即使认真进行了准备，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程式化的
倾向，也就是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一些教师忽视实际教学过程中
存在不可控因素。 

2.3 教师在游戏的过程中过于强调秩序 
幼儿阶段的孩子具有一定的特点，即多动性，教师在教学二

十分钟之后，幼儿将出现精神不集中和乱动的情况，教师在这样
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纪律来约束幼儿的行为，进而保证教学的顺
利进行，这就导致一些教师过分的强调课堂纪律，从而影响了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造成语言效果学习情况的不理想。 

3 幼儿园语言教学活动游戏化的优化对策 
3.1 更新游戏观念，重视课堂的效果 
在教学的过程中，除了需要达到游戏教学的效果，还应该重

视游戏的本来面目，在教学中给游戏更多的自由。在教学的过程
中，游戏的真正主人是幼儿，应该让幼儿真正的投入到游戏中，
并且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在游戏开始之后，教师不能进行过多
的干预，同时也不需要关注游戏的对和错。如果幼儿在比较民主
平等的环境中成长的话对其今后人格的形成非常的重要和有意
义。 

3.2 尊重幼儿，合理指导游戏 
教师可能是游戏的设计者，也可能是游戏的指导者，无论是

哪一种角色，教师都应该注意给幼儿留有发展的空间。在游戏的
过程中，教师不能将游戏看做脚本课程，因为脚本课程将给一些
幼儿带来紧张和拘束的感觉。如果幼儿不能再游戏中获得兴趣的
话将不会主动的去探索，这样游戏的价值将大大削弱。语言教学
具有一定的特点，即教学性和游戏性，因此，在进行语言教学游
戏的过程中，教师应该能够及时的介入，同时也能及时的退出。
美国著名的学者曾经提出，在游戏的作用下，儿童的认识能力将
提高，同时也能促进儿童语言和社会性的形成。然而需要注意一
些问题，即教师如果要介入的话需要有一定的尺度，尤其不能对
游戏过程进行过多的干预，同时不能随意决定游戏的去向。 

3.3 善于观察思考，多渠道开发语言教学游戏资源 
在进行教学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教师应该不断拓展自身的眼

界，不能被网络和书籍中的游戏资源所限制，应该将语言教学和
实际的生活相结合，同时让生活成为语言教学素材的重要内容。
生活具有一定的分丰富性和多彩性，结合生活进行语言教学会增
加课程的生动性和真实性，从而更好的使幼儿容易接受。幼儿教
师为了寻找素材，应该善于观察生活，实现对游戏课程的开发，
不能照搬原有的教学活动。所以，教师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不能
拘泥于教案和教材，而是重视生活这门课程的学习，使之成为更
好的教材。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为了提升教学的效果，通过游戏的形式进行语言

教学活动能够帮助幼儿很好的接受。教师应该引导幼儿主动的学
习语言，在多听、多看和多想的基础上积累语言的经验。通过语
言游戏教学的效果能够体现设计者和组织者的努力，即语言教学
活动能够成为真正适合儿童学习语言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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