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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有效性分析
盛国利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第一幼儿园　江苏　东海　222300

摘　要：随着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地改革，幼儿园教育教学的形式也进行了一定地创新。由于幼儿阶段的学生，他们的思维能

力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所以他们不能有效地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这就要求相关的幼儿教师要将游戏教学模式在实际的

教学过程中应用，不断地去激发幼儿对教育活动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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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实际的幼儿园教学的过程，教师们为了对学生进行更

好地教学，开始将游戏教学活动应用到了幼儿教学的过程中，

利用游戏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同时，游戏在幼儿园教育

教学中的应用，不仅培养幼儿良好的情感态度，还加强了幼

儿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所以，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

对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进行分析，从而为促进幼

儿的全面健康成长提供基础。

二、游戏精神对幼儿园课程游戏化的促进作用

（一）能够促使教学质量得到提升

在幼儿园课程游戏化的过程当中，通过对于游戏精神进

行应用，其能够更好让教学质量得到提升。课程游戏化的过

程当中，其需要依据幼儿园的时机，资源情况和幼儿的年龄

特点和学习特征来进行开展，这样才能确保游戏化符合幼儿

的发展需求，并且具备一定的特色。幼儿阶段的孩子，他们

活泼好动，并且自身的自我控制能力不强，注意力不够集中，

行为相对随意，这对幼儿教育活动开展而言会产生一定的困

难。而通过倡导游戏精神，对于幼儿园的课程游戏化进行更

好的落实，其能够为一线教师的教学活动提供更好的帮助，

提升教学效率和效果。

（二）能够更好的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倡导游戏精神，其能够更好的利用不同的游戏形式，对

于幼儿的参与兴趣进行激发，这样就能够把教师的督促让幼

儿自身的主动性得到激发，并且深入的参与到知识内容的钻

研当中，拓展幼儿自身的知识面，提升他们的成长效果。

三、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一）不断加强游戏的趣味性

幼儿园的教师要想满足幼儿发展的要求，加强教育的质

量，就要对游戏教学的模式进行不断地分析，不断地增加游

戏的趣味性。同时，由于幼儿具有好奇心强等特点，所以相

关的教学可以根据学生的这一特点，在幼儿本身出发让游戏

与学习有效融合，这让不仅能够激发幼儿对游戏教学活动的

兴趣，还能让幼儿在快乐中学习。

例如，教师可以在上课之前，根据教学的目标和幼儿所

感兴趣的点，去设计一个“猜图片”的游戏，让幼儿根据图

中不同的水果和图像，加强幼儿对生活中事物的认识，这样

的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激发幼儿对游戏的参与性，还能增强游

戏教学的趣味性。所以，在我国教育体系不断改革的今天，

要想培养幼儿的综合素质，就要利用游戏教学方式有机融合

教学内容，不断地去增强游戏的趣味性，激发幼儿对教育教

学活动的兴趣。

（二）创设科学游戏环境

1. 开放式科学角
每班活动室开辟出一个科学角，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投

放适宜的游戏材料。科学角材料摆放是开架式的，材料使用

是开放式的，幼儿可以根据需要拿取活动室和资源库的任何

材料；科学角的游戏时间相对开放，可以在入园后、离园前

的任何时间里自由游戏。

2. 互动式科学廊
利用幼儿园的大小走廊创设互动性强的科学廊道：有用

各种生活物品布置的触摸墙，幼儿在上下楼时可以感知各种

材质的软、硬等特性；有布置在墙面上的科学玩具墙，幼儿

可以玩磁力、热感涂鸦、哈哈镜、温度体验等各种有趣的科

学游戏。

3. 体验式沙水园
利用幼儿园直角角落，建立体验式沙水园。直角一边用

PVC 管自制了户外玩水玩具，还买了雨伞、雨衣、雨鞋和玩
水玩具，天晴时，幼儿穿上小雨衣接水、玩水、打水仗；下

雨时，看雨、听雨、踩水……在水的乐园中欢呼、行走、观

察、探究。直角另一边建一个沙池，接上水管，收集各种玩

沙玩具，让幼儿通过堆、挖、捏、拍等感受沙、水的各种物

理特性。

4. 童趣化科发室
首先在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多数幼儿的喜好添置了科发

室主材，再邀请部分家长根据孩子的兴趣，亲子制作科技玩

具，供幼儿游戏。还将科发室根据功能进行划分，请大班幼

儿给游戏材料做好标记、分类摆放。此外结合幼儿的学习特

点，对部分游戏内容制作了步骤图示卡；对科发室活动要求

以图片形式加以说明；把幼儿游戏过程拍照展示在环境中，

这样幼儿看了步骤图、照片就能自主地进行科学游戏了。

（三）选择正确的培养方式

在当前的幼儿教育中，教师一般都是通过讲故事、说教

等方式，对幼儿行为习惯进行培养，如此很难充分凸显幼儿

的课堂主体地位，导致其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无法养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鉴于上述情况，教师一定要提升对幼儿行为

习惯培养工作的重视程度，将游戏教学作为主题，改变传统、

落后的教学方式，确保幼儿能够在游戏的过程中，其主体地

位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例如，幼儿园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为强

化教学的趣味性，教师可根据一些寓言故事，组织幼儿开展

角色扮演的活动，使幼儿在活动的过程中，（下转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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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教师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学生敞开心扉的同教师进行感情

上的沟通。此外，良好的师生交流还可以为教师更进一步的

了解学生创造有利的条件，通过不断的交流，教师可以找到

留守学生当前主要的心理现状，以及他们需要怎样的关爱。

所以，笔者认为，要在幼儿教育中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

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

（五）“代理家长”

我们呼吁全体教师与校内、园内留守儿童结对，成为了

孩子们的“代理家长”。我们签订了《“代理家长”爱心承诺

书》。通过“一对一”结对帮扶，填补亲情空缺、干预学习成

长，为留守儿童提供积极有效的物质帮助和“精神食粮”，为

孩子们带去更多“家”的温暖，引导他们以积极、乐观、向

上的态度面对困难，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同时，通过开展心

理辅导、爱心捐赠、法制教育、社会实践、亲情陪护等活动，

进行有效的关爱和保护，从源头上减少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

罪，基本上达到了“结对一个孩子，改变一个家庭，影响一

片社区”的社会效应。

（六）展开多种帮扶活动

留守儿童产生一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亲情的缺失，想要

实现他们在心理上的健康发展，幼儿园可以设置留守儿童之

家，对园中的留守儿童提供多种多样的帮扶活动，既可以提

供心理健康辅导，也可以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从而为“留守

儿童”打造出健康、快乐、平等、和谐的成长环境。

例如，可以设计游戏，如“父母不在家”“家长的苦衷”

等，让幼儿理解自己父母的难处，并且有效排除自身的孤独

感；还可以在幼儿和幼儿之间组织“小手拉小手”的互动活

动，让幼儿的心结逐步被打开，让其缺失的亲情慢慢地弥补

回来。

四、结论

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需要社会各方力量齐抓共管，要让

关爱教育形成合力，形成体系，统筹规划，持续关爱。这样，

留守儿童联动共育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留守儿童问题，让农村留守儿童不再“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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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36 页）选择自己所喜欢的角色进行扮演，如此不仅

可帮助其更加深入的了解故事的内涵，同时还能帮助幼儿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例如，教师可将《丑小鸭》作为范本，

在课堂上开展角色扮演的活动，如有的同学扮演丑小鸭，有

的同学扮演其他的鸡鸭和牧人，从而使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自尊意识、自爱意识以及爱心。此外，教师也应在

活动过程中进行正确指导，对幼儿的错误行为进行及时指导，

以此促进幼儿的全面健康发展。再如，在以“环保活动”为

主题的幼儿游戏中，教师可在活动场地中放置一些垃圾，但

要注意的问题是，这些垃圾一定是无毒无害的物品，不会对

幼儿身心造成损害和影响，接下来将幼儿分成不同的小组进

行环保活动，主要是引导其将活动场地中的垃圾拾起，并统

一放置到垃圾箱。通过类似的实践教学活动，可大幅度提升

幼儿的参与兴趣和学习兴趣，同时还能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

帮助其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提升其社会责任感，从而也能

在生活中更加自觉的履行好自己的义务。

（四）让幼儿在游戏中占主导地位

由于受到应试教学模式的影响，部分幼儿教师在具体的

教学活动中，还没有意识到培养幼儿的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这样严重影响了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因此，在

这样的背景下，幼儿教师一定要采取措施导入游戏，在游戏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明白幼儿作为受教育者和主体的地位，

让幼儿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不断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激发他

们对相关游戏活动的参与性。

例如，教师可以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开展玩拉小猪走

游戏的游戏，让全班幼儿分成两队，找出一个幼儿扮演“拉

猪人”拉着藤圈向前走，另一个幼儿戴上小猪头饰蹲着走。

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要进行适当的指导，主要是让幼儿参与到

整个游戏过程中，这样不仅能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和方向感，

还能加强幼儿之间的合作交流，从而为幼儿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础。

四、结论

总而言之，在我国教学体制不断改革的背景下，幼儿园

要想培养幼儿的思维能力，就要对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

的应用进行不断地分析，根据幼儿实际发展的特点去设计游

戏，不断激发幼儿对游戏活动的兴趣，从而为促进幼儿在教

学过程中的综合发展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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