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基础教育　01　2020 121

ISSN:2705-0963（Print）　　　ISBN:2705-0955（Online）

浅谈幼儿园游戏化教学的策略探索
刘祖洪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童星幼儿园　云南　曲靖　655100

摘　要：幼儿好动、注意力不集中，对于事物往往新鲜劲一过便很难再集中，并且情绪化严重，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很差。

这将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并阻碍他们的健康成长。游戏教学是幼儿教育的目标，内容被整合到各种丰富有趣的游戏中，将

教学与游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孩子们愿意积极参与游戏活动并获得良好的游戏教育。一方面，要确保孩子们在游戏中获

得有趣的体验，另一方面，达到教育目的也很重要。通过分析游戏在幼儿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提高幼儿教育者的教学技巧，

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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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游戏教学不是简单地做游戏，对学生的身心会产生一
定的影响。游戏是幼儿表现自己的需要，是发展和完善自身
的需要，更是一种情感宣泄的需要。在游戏中，幼儿可以成
为他们想成为的任何一种人，在游戏角色中可以克服他们自
身的缺点，发挥自身的优点，进而锻炼他们进行人际交往的
能力，培养幼儿良好的精神品质。

一、怎样选择幼儿的游戏形式
（一）选择幼儿感兴趣的游戏形式
孩子的兴趣是教育的出发点。只有满足兴趣才能激发孩

子的学习热情，尤其是在幼儿期。有必要适当地发挥游戏的
作用，并使游戏符合孩子的心理，。中国许多教育专家提出了
一些适合儿童的教学课程。当然，作为教学的主要课题之一，
学前班的教师也应在教学中正确利用孩子的个性，调整游戏
内容。游戏要具有可行性，一定不能太难，而且必须激励孩
子。使孩子既可以独立完成，又可以通过伙伴们的相互帮助
完成，总之要以孩子的兴趣为出发点。
（二）选择与教育内容相关的游戏形式
游戏的最终目的是完成教学目标，尽管初期的学习量不

大，但仍需要弄清楚教学目标并选择正确的游戏形式以使其
与学习内容紧密相关。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必须发挥指导和
辅助作用，完成教学过程，促进教学健康发展。同时，幼儿
教师有很多游戏可供选择，应该对它们进行适当的分析，采
用指导性游戏，并采取游戏形式以使其发挥积极作用。

二、幼儿教学中游戏化教学的应用策略
（一）营造良好游戏氛围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是幼儿园游

戏化教学的主体，教师是游戏的引导者，组织者、支持者。
要求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设计趣味性强的游戏，增强幼儿的
好奇性，吸引幼儿积极参与。同时教师还要结合幼儿的特点
营造良好的游戏氛围让每一个幼儿的个性都得到发展。

例如，为了让幼儿体验互相帮助的快乐，笔者在教学中
组织幼儿玩《我们一起检球球》的游戏。笔者首先准备了纸
皮箱数个、游戏场地、报纸球等，让幼儿分成 4 组，每组有
2 个人，每个组拥有一个纸皮箱，笔者把准备好的报纸球撒
到地上，小朋友听老师的口令，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地上的球
球检进纸皮箱，比比哪位小朋友检的最多。这个游戏培养了
幼儿之间的相互合作，互相帮助的能力。
（二）正确选取游戏材料
在游戏过程中，儿童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形成

积极乐观的性格，促进儿童个性的发展。在玩体育游戏时，
教师应根据游戏目的正确取材，以有效地增加幼儿的参与度。

例如，当老师带领孩子玩“越过障碍物”游戏时，他可
以为孩子设置障碍物，使其穿过木板凳，竹竿和梯子等材料。

幼儿通常更喜欢模仿，并且对这种游戏背景非常感兴趣。因
此，在游戏开始之前，老师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环境，使孩
子们可以更好地在现场享受游戏的乐趣，在确保幼儿安全的
情况下，教师可以使用这种障碍游戏来提高幼儿参与的热情。
（三）选择幼儿常见游戏
幼儿熟悉的游戏，能够激发幼儿参与的兴趣，同时能够

较好地开发幼儿的智力，锻炼幼儿的体能。
例如，投球进圈游戏，将幼儿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

计算，一个小组投球，幼儿收纳皮球对面站好，中间画一个
圆圈，隔开几米。老师下口令：“开始”，小朋友们将球投到
圈中，比一比谁投进去的最多。统计得分最多的获比赛冠军。
这样的游戏锻炼了幼儿的眼手统一，促进了动作的协调性。

有的常见游戏还能激活幼儿的思维，促进幼儿智力的发
展。比如，“高个和矮个”游戏，通过幼儿动手操作，发展了
逆向思维能力。游戏前首先准备不同形状的积木，有正方形、
长方形、圆形，再找出高矮差异较大的三个小朋友，老师在
3 个小朋友的脚下垫上准备好的积木，让他们显得一样高，
然后，小朋友计算出每个人垫的木块是多少，从而推算出哪
个身高最高，哪个最矮。
（四）融入健康心理教育
目前幼儿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依赖性强，怕苦

畏难、任性骄纵、自我管理能力差等。因此，加强幼儿健康
心理教育成为当前幼儿教育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幼儿教学中
开展的游戏活动大多数具有竞争性的特点，幼儿参与游戏就
要面对游戏成败的挑战。

例如，“拉小猪走”游戏，目的是练习蹲着走，培养幼
儿的竞争意识。幼儿获得好的成绩后，就会欢呼雀跃，增强
了自尊心，但是成绩不太理想的时候，就会灰心丧气，失去
游戏兴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教师要在游戏教学设计环
节中，有所准备，以缓解幼儿的沮丧心理为目的，通过有效
的游戏策略，比如，鼓励幼儿再来一次等，让幼儿通过努力
取得进步，进而激发积极应对困难考验的信心，培养阳光的
心理。

三、结语
儿童的学习动机和大部分兴趣都来自游戏，因此，如果

缺乏游戏，幼儿的世界将变得黯淡。因此，将游戏应用于幼
儿教学阶段，能在很大程度上开发幼儿的语言、数学、体育
等方面的能力，增强幼儿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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