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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戏中引发幼儿深度学习的策略新思考
窦心涓

苏州高新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　江苏　苏州　215011

摘　要：深度学习是指学习者的目标是发展高级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全面整合知识及其相关内容，主动进行学习，批

判吸收新知识与新理念，并将其融入到原有知识体系中，并进行优化和调整，实现丰富知识储备和提升认知的学习方式。利

用游戏活动，让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捕捉关键信息，通过加工和处理信息内容，在深度研究和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实现对游

戏规则、学习对象、知识情感等的科学而有效地理解和把握，在快乐学习体验中，使深度学习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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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各种新型的

教学方式也被广泛的应用于教学过程中。目前课程游戏化教

学作为一种炙手可热的教学策略更是获得了教师以及家长们

的关注。但是在当前学前教育状态下，过于重视幼儿游戏化，

轻视教师的教学的发展，如何使二者在教学中实现均衡并增

强幼儿的深度学习是当前学前教育的重点。

一、创新与实践促进幼儿深度学习的游戏样态的基础

首先应该理解幼儿深度学习的游戏样态的意义。幼儿游

戏与深度学习相互结合形成新的游戏样态，很多教师对此不

够理解，认为深度学习主要是理解性的抽象性学习，需要具

有丰富的知识经验与较强的思维能力，但是由于幼儿的认知

能力有限，无法进行深度学习。教师首先应该摒弃这种理解，

认识到幼儿的认知能力只会影响深度学习的复杂程度与学习

深度，不会影响深度学习中的分析、探究与解决问题的过程。

所以教师应该留下更多的时间、引入丰富游戏素材、创设

良好环境，引导幼儿自主参与到游戏中，在游戏中进行深度

学习。

其次是尊重幼儿的想法、选择与行为举止，不要过度干

预幼儿深度学习的游戏师的状态。幼儿游戏教学中，需要更

好发挥幼儿的积极主动性，凸显幼儿的真实想法，引导幼儿

自主进行知识迁移，让幼儿通过游戏实践进行思考与探究，

以此进行深度学习。这样幼儿可以自主选择或者自由组合游

戏材料，自行组建游戏小组，并根据游戏情况来进行交流与

探讨，比如主动寻求同伴和老师的帮助等。

二、情境游戏激发幼儿深度学习的兴趣

幼儿阶段的孩子们，对游戏活动充满着积极参与体验的

兴趣。因为在游戏活动中幼儿的心理是最放松的，思维是最

活跃的，他们通过对游戏中的各个关键要素的分析和思考，

能够在游戏活动体验的过程中，通过自身主观能动性的激发，

展开对游戏活动的充分参与、体验和思考。在情境中，幼儿

能够根据情境的发展动向而提出问题，能够根据问题的导向

展开对待情境或处境的积极分析、探究和实践。所以，在生

动活泼的情景活动和环境等的作用下，幼儿更加能够根据自

身的知识和经验，展开基于学习对象的深度学习和探究过程。

例如，在当下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背景下，幼儿几个月

没有来幼儿园。他们家庭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改变，孩子能

深刻体会到与原来活动的不同。再次来到幼儿园，参与幼儿

园的相关特色活动，能够更加进入情境，提高兴趣。比如，

不同年龄段的幼儿活动中，小班设计了家庭特色卫生防御，

中班设计了当地特色卫生防御演习，大班设计了中国卫生防

御。让幼儿从他们的生活实际入手，通过对身边的人、身边

事、身边情、身边景等的丰富感性经验的观察积累，形成对

个人安全卫生、集体安全卫生等的科学认识体验。通过家庭

中、生活中人们佩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等活动，幼儿能

够发现，注意个人卫生是预防病毒、保证个人身体健康的重

要手段。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容易滋生细菌、

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大家注意防御。教师创设生动活泼的生活

化的游戏情境，让幼儿在游戏情境的氛围驱动下，积极地行

动起来，在轻松愉悦的心理体验的驱动下，主动地加入对身

边的病毒隐患的观察、探究和实践。

那么，在探究的过程中，孩子了解到：仅仅做好个人卫

生防护就能够预防病毒了吗 ? 病毒是无处不在的，长时间放
置的水果蔬菜、剩饭剩菜、烂掉的瓜果、动物的尸体、生病

的猪牛羊肉、带病毒的鸡、鸭、鱼……现实生活中，病毒的

来源真的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除了做好个人防护以外，

小朋友们还能够想到的、能够做到哪些自我防护、家庭防护

呢 ? 在个人卫生的基础上，孩子们进一步提出家庭防护、社
会安全防护、全民共同防护……，在积极的价值观建构过程

中，实现幼儿对卫生安全防护工作的科学而全面地认识，在

他们对卫生防御活动的积极认识交流活动中，实现幼儿的安

全卫生意识的有效培养和发展，实现幼儿在交流活动中的科

学研究能力、行动实践能力等的积极发展。

三、多媒体帮助幼儿深度学习探究游戏

为了更好地促进幼儿积极参与到各项游戏中，以及通过

游戏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让幼儿通过参与游戏有所

发现和有所创造，教师可以适当的运用多媒体深度加工，进

行辅助教学，以弥补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来激发幼儿的兴

趣，促进幼儿在活动中更好地探究游戏，从而促进幼儿进行

深度学习。

例如，教师可以先引入一些游戏主题，并运用多媒体展

示形象生动的学习情境：与之相关的图片与视频等，从一开

始就激发幼儿参与游戏的兴趣。从而使幼儿产生心理需求，

进而主动参与游戏和学习的活动。从最初的内容模仿，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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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优化和创造。然后教师可以提出一些

问题让幼儿进行探究和实践，让幼儿探索之后再通过多媒体

进行讲解，帮助幼儿形成表象，同时将学习的原始信息不断

优质化，并转化为幼儿“个人化”的东西。从而帮助幼儿更

好地探究游戏，实现深度学习。

在“魔幻手影”的游戏中，主要是利用光源与变换手部

的动作演示各种动物的造型，比如像老鹰、小狗、小羊、长

颈鹿等都可以通过变换各种手势演示出来。在教学中开展这

个游戏，能够提高幼儿的手部灵活性，培养幼儿的思维能力

与创造能力，同时对于启发学生科学思维，让幼儿探究光影

基础知识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可以先用多媒体展示一些

变化手势演示各种小动物形象的视频，比如：通过交叉双手

和对准大拇指演示老鹰的形象，通过做出“yes”的手势演示
兔子的形象等。之后教师可以让幼儿模仿这些动作做手影游

戏，然后让幼儿探究手势动作、影子方向与大小、清晰程度

与演示形象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内容运用多媒体展现出来，

从而帮助幼儿更好探究游戏，实现深度学习。

综上所述，教师想要引导幼儿进行深入学习，必须要读

懂幼儿的内心想法，从幼儿的思维角度出发引发游戏，适时

介入、干预、引导、退出游戏。选择有效的教学办法，给幼

儿建设性的支持，来引导幼儿学习积极性的提升，逐步促进

儿童在思想思维上的成长，向更高的水平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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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40 页）的语言环境，可诱导幼儿进入轻松愉快的学

习状态，让幼儿有话想说，有话可说，有话能说，从而在提

高语言水平的同时，他们的合作能力也会得到初步的发展。

在读开展“可爱的动物”的主题活动中，孩子们对小兔子特

别喜欢，在读故事《小兔乖乖》的活动中，我为孩子们创设

了丰富的情景。制作了小兔子的家，布置了一块萝卜地，又

提供了大灰狼能躲藏的大树，孩子们在这样的场景中表演得

十分自在。他们尝试了角色分配，在老师的引导下开展了合

作性表演，有的扮演三只小兔，有的扮演兔妈妈，有的扮演

大灰狼。在扮演中孩子们的合作意识有了初步的养成。

（二）激发幼儿产生合作意识

小班孩子年龄小，他们容易受一些故事的思想内容的影

响，为其中的情节所打动。因此，在选择故事内容时，常以

合作性强的内容为教材来促进幼儿合作意识的初步形成。

例如，故事《拔萝卜》是个合作意识比较强的活动，在

老公公拔不动大萝卜时，老婆婆、小姑娘、小黄狗、小老鼠

都来帮忙，这为幼儿提供了合作的机会，从故事情节中幼儿

感悟到了“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在故事中，我为幼儿创设

了一些情境，制作了“大萝卜”，提供了老爷爷、老奶奶、小

狗、小猫等动物头饰，这为幼儿提供了故事表演的机会，在

听、讲、演中，孩子们感受到了合作的重要性，体会到了合

作的愉快。

五、遵循语言学基本规律

摸清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制定与之相对应的语言学习

策略，重点在幼儿语言表达方面持续“发力”，将幼儿语言

学习规律化、系统性作为幼儿语言优化的行为指针，促进幼

儿语言表达能力提升果有计划、分步骤的进行。从教学方法

和手段运用的角度看，培养幼儿语言能力必须从教学内容设

计上做文章，改善和优化常态性教学活动布局，严格按照语

言学发展规律“办事”，选择适宜的教材，突出教学方案的生

动、形象，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语言表达欲

望，从而主动说话、踊跃表达，教师借机施以精心的引导，

帮助幼儿在生动、活泛中快乐的认知事物，并能用简单的口

语将其做主观描述，大大促进幼儿语言思维的发展。

六、结论

总之，语言情境的创设对幼儿语言能力和合作能力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语言环境也是隐性的教师，只有通过多种

途径为幼儿创设适宜的、发展性的语言情景，才能使幼儿的

语言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促进小班幼儿合作意识的初步

形成。

参考文献：

［1］马毓雯，白雪祺，孙紫阳 . 不同种类儿童文学作品

对儿童语言发展影响的策略研究［J］. 课程教育研究，2018
（30）：25-26.

［2］黄夏梅 . 幼儿文学对幼儿语言发展的影响［J］. 沙
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88-89.

［3］金珠 . 探讨幼儿文学在幼儿园语言教育中的应用现

状及对策［J］. 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3）：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