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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游戏的幼儿园活动开展策略
王凤艳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华舍管墅幼儿园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游戏活动是幼儿的娱乐本性，在教育教学中合理运用游戏教学环节，可以有效提高幼儿的思维能力，促进幼儿大脑

健康发育。通过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运用与融合，可以完善幼儿教育方式，改变幼儿教育环境，提高幼儿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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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整体的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教育的
要求和期望越来越高。教育要从小抓起，而幼儿园则在启蒙
儿童教育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代幼儿园的发展建
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将从现代幼儿园的游戏活动
设计入手，分析幼儿园游戏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在游戏活动
设计中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注重的方面，旨在通过分析得出如
何更好地通过幼儿园游戏活动的设计和开展，满足幼儿的发
展需求。为了贯彻落实《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
神，因地制宜、科学有序地开展区域活动，使幼儿园的区域
为了贯彻落实《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因地制
宜、科学有序地开展区域活动，使幼儿园的区域活动更好地
发挥教育作用，更好促进每个幼儿更有个性地发展。

一、明确游戏活动主题，开展趣味游戏导入
以正确的态度看待游戏活动以往很多教师在开展游戏教

学时，没有对游戏过程形成正确的认识，认为游戏环节仅仅
是让儿童通过游戏获得快乐，却忽略游戏所具有的教学作用
以及教学价值。游戏并不是单纯让幼儿通过游戏消耗时间，
而是要找到游戏对幼儿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要意识到游
戏是集体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能让幼儿通过游
戏来完成与他人交流合作，提高团队沟通的能力虽然游戏活
动是以游戏为基础模式，但其必须要有明确的主题和目的，
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让幼儿在游戏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
育，所以在幼儿教育工作中，游戏是活动的外在形式，而主
题是活动的内在核心。实际上，从幼儿教育角度来看，游戏
活动本身就是基于幼儿教育所存在的，所以，我们在进行游
戏活动设计时必须围绕幼儿教育主题予以展开。例如，为了
培养幼儿的种植技能，我们会在园区中专门开设种植区，让
幼儿去种植西红柿、黄瓜等蔬菜，由此来帮助他们了解植物
成长过程，并学会如何种植和照料植物。考虑到幼儿的心智
发育水平，我们在进行种植游戏活动设计时，必须先做好趣
味游戏导入，以多媒体技术为基础的动画 Flash 导入方法由
此得以应用。在导入时，我会先为学生播放动画 Flash 视频，
通过农民伯伯播种、浇水、施肥让它们一点一点长大，并通
过黄瓜、西红柿的动画拟人效果，来完成对幼儿的兴趣激发，
让他们基于动画产生动手操作的欲望，由此来提升他们对种
植游戏活动的参与积极性，为提高游戏活动的教育效果提供
助力。

比如激发幼儿参与特色活动兴趣，积极建立师生融洽关
系幼儿园开展特色篮球活动时，教师要积极与幼儿成为朋友，
在具体的活动中只有不断地鼓励幼儿才能让孩子们产生更多
的参与篮球运动的欲望，幼儿通过积极参与特色篮球实践活
动，不仅能够有效提升自身的身体机能，更能对运动产生美
好的认识，因此可以在幼儿园的学前班特色篮球活动中设置

边走边拍的动作，在小班的篮球特色游戏中可以多设置一些
游戏环节，通过趣味的游戏来引起更多的幼儿参与篮球特色
游戏并逐渐喜欢上篮球特色游戏。幼儿教师也需要积极为幼
儿营造欢乐轻松的活动氛围，这样更有利于孩子们掌握活动
的动作要领，从而实现最佳的活动效果。

二、更新资源创新游戏模式
幼儿教师要明确任何一个事物，其本身都具有一定的生

命周期；在不同环境下，事物的适用性也会出现改变，游戏
同样如此。如果在实际开展幼儿教学时，教师所选用的游戏
模式过多的重复、反复这种方式，就会促使幼儿产生一种对
游戏的厌倦心理。教师可以采用活动量比较大 . 但是危险性
较小的游戏，比如让幼儿对图案进行绘制、制作小裙子、小
报纸等等，既可以快速提高幼儿在游戏中的动手能力以及读
写能力，也能让幼儿通过这些行为来获取相关的知识和经验。
角色扮演更是幼儿十分喜欢的一种游戏方式，让幼儿去扮演
不同的童话故事中的角色，既可以鼓励幼儿主动发声，也能
提高幼儿的语言交际能力以及与他人沟通的能力。这些方式
对于幼儿教幼儿教学而言所带来的影响都是十分积极的。

三、尝试创建内外结合的游戏方式
幼儿教师可以采用室内与室外相结合的游戏模式，或者

采用亲子游戏的教学模式，要加大幼儿与教师的沟通，让越
来越多的幼儿了解教师在实际教学中的辛劳，让教师与幼儿
的关系变得更加良好。教师也可以采用活动量比较大 . 但是
危险性较小的游戏，比如让幼儿对图案进行绘制、制作小裙
子、小报纸等等，既可以快速提高幼儿在游戏中的动手能力
以及读写能力，也能让幼儿通过这些行为来获取相关的知识
和经验。角色扮演更是幼儿十分喜欢的一种游戏方式，让幼
儿去扮演不同的童话故事中的角色，既可以鼓励幼儿主动发
声，也能提高幼儿的语言交际能力以及与他人沟通的能力。
这些方式对于幼儿教学而言所带来的影响都是十分积极的。

四、结束语
游戏本身带有趣味性、娱乐性，可以调动幼儿学习的热

情，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中，合理融合运用游戏，可以促进
幼儿学习效果的提升，提高幼儿的智力水平与思维能力。不
断完善幼儿教育模式，发掘游戏本质精神，提高游戏教学意
识，不仅有利于幼儿教学模式的提升，更有利于促进幼儿的
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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