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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教学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有效应用
李　洁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实验幼儿园　262300

摘　要：每一个孩子都喜欢游戏，游戏对于幼儿而言就是快乐和趣味的象征，幼儿喜欢玩耍，而且也善于从玩耍中学到一些

细节的知识。为了改变目前幼儿游戏教学僵化，对游戏教学创新度不够的现状，应实现幼儿教育教学过程中新颖的游戏教学

法，并根据幼儿在学习和游戏间的平衡，达成教师和幼儿之间的良好互动，实现游戏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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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需要不断地更新与改进，让孩子们在幼儿园

阶段就能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让孩子们对学习留下好的印

象。幼儿园教育要抛弃原本传统的教学理念，要与时俱进。

孩子们正处于活泼好动的年纪，喜欢游戏活动，所以在教学

过程中，可以将游戏活动运用到幼儿园的教育当中，让孩子

们在游戏中学习，在游戏中开发智力，也能够有效地集中孩

子们的注意力。

一、当前幼儿园游戏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游戏教学未能被充分利用

游戏教学的利用度不足，在现代游戏教学过程中是一个

很常见的问题。当代幼儿教育常常忽略了幼儿的游戏天性，

认为游戏只是幼儿教学的辅助环节，对于幼儿有一定的启发

作用，但是却难以真正让幼儿掌握更详尽的知识点。很多幼

儿教师在布置幼儿游戏教学的时候，常常只是利用幼儿园的

一些基础游戏设施，幼儿在千篇一律的游戏过程中难以快速

成长，幼儿教师也没有找到与幼儿课堂教学内容相一致的游

戏类别，因此幼儿的游戏活动实践没有针对性，很多幼儿游

戏是重复的，也没有激发出幼儿的游戏热情。幼儿游戏活动

的热情不够就难以达到预期的幼儿教育效果，这对于幼儿来

说是比较大的时间损失，幼儿的一日游戏活动安排时间不严

谨，使幼儿无法达到教师预期的教育效果，往往是为了游戏

而游戏，自由游戏时游戏的创造性和针对性弱化，与幼儿园

建立游戏项目的初衷背道而驰。

（二）游戏教学的设计缺乏新颖的创意

多年来许多游戏教学时教师都忽视了游戏的优化设计，

使幼儿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随着游戏的进行而逐渐消退。很

多幼儿都表示游戏课程有很多是自己已经玩够的，很多游戏

的确曾经给自己带来快乐，但是随着游戏内容幼儿对于游戏

中的兴趣也会渐渐淡化，甚至会因为多次的游戏而觉得枯燥

无味。儿童游戏设计时如果不掌握游戏的趣味性，就不能增

加乐趣。没有经过细致开发的、没有针对性的趣味游戏，常

常会成为幼儿兴趣学习的“绊脚石”，使幼儿对于游戏的兴趣

逐渐降低，也就使其学习的乐趣逐渐减弱。幼儿因此而缺乏

学习的积极性，在增强学习能力的学习活动中，也对游戏教

学提不起兴趣，没有办法把游戏知识充分地理解掌握并内化

成自己的知识结构，使幼儿的知识学习能力和信心都受到了

影响。

二、游戏教学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有效应用

（一）强化教师的游戏教学能力

幼儿园教师是幼儿启蒙教师，幼儿园教师特别擅长对于

游戏教学的应用，为了能够实现游戏教学进一步地发展，应

该对于幼儿教师的基本游戏创设能力加以推进。对于幼儿的

发展而言合理布置游戏才能够调动起学习的积极性，幼儿教

师必须要能够理解幼儿心理发展变化的特点，充分发挥自主

形象，引导幼儿学习和玩耍。针对幼儿教师开展培训，使其

对游戏的组织和设计都能逐步提升。随着幼儿教师的职业素

质不断提高，幼儿教育和幼儿游戏都能迅速发展到幼教工作

者手中，针对幼儿教师的职业能力入手，开展集中培训，开

展专题讲座，多种培训方式相结合，亲自指导幼儿教师多学

幼儿游戏。在幼儿教师遇到游戏教学困难的时候，可以采用

集体讨论和反思的方式，帮助幼儿教师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题

进行思考，并且集体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

（二）构建多元化的幼儿游戏推进机制

为了能够使幼儿游戏更加具有实际意义，可以在平常针

对教师的游戏教学，展开一系列的评比和比赛，如知识竞赛，

并且将知识竞赛的荣誉与幼儿教师的绩效考核相结合，充分

引发游戏教学的重视。幼儿园和其他的幼儿园相联合，定期

组织知识大赛，使得幼儿教师能够在游戏知识竞赛中有新的

感悟。幼儿教师和其他教师通过知识竞赛相互交流，了解了

幼儿在知识竞赛过程中的一些多样化需求。比赛形式非常灵

活，有的时候是笔试内容，有的时候是小型辩论赛，有的时

候是专题知识抢答，甚至还可以以公开课的形式加速幼儿教

师对于游戏推进的深入理解。幼儿也可以参与到幼儿教师的

游戏活动和设计之中，按照幼儿喜好的方式进行方案规划，

才能够使幼儿教师的游戏活动意义更显著。一系列的知识竞

赛和对话的比赛形式令人应接不暇，幼儿教师也在游戏教学

的过程中达成了深厚的友谊，在平时教学时也可以相互交流、

互相促进、分享知识、提供知识分享的渠道等等，让原本非

常单调和枯燥的幼儿教学过程变得更加立体化，更加有趣。

幼儿游戏教学知识竞赛的活动能够定期鼓励教师，并提醒教

师幼儿游戏教学的重要意义，强化其对于幼儿游戏教学的理

解，并且促使幼儿教师形成独特的团队合作意识，能够在平

时的教学活动中发挥非常显著的作用。

（三）注重提升幼儿游戏设计的科学性和教育性

由于幼儿游戏活动的来源非常广泛，大部分来自生活实

际内容，因此，游戏的最初样式是比较粗糙的，人们的思想

意识和生活实践发生变化的同时，游戏也发生千变万化。游

戏教育课程未必能够及时跟上生活实践的变化速度，而教师

在选择游戏的时候，如果对游戏内容进行仔细地筛选，就能

保证游戏的精准性，去掉游戏原始形式中一些不太实际或者

不太健康的内容，在选择游戏的时候，既要考虑到游戏的科



2021　10　新时代教育·基础教育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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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性，还要考虑到游戏本身的趣味性以及其能发挥的教育意

义。还可加入一些民间游戏的内容，有助于在幼儿生活中得

以传承一一体现，在幼儿良性选择的基础上，好的游戏才能

发挥真正的教育意义以及科学的游戏设计和游戏观念，能帮

助幼儿达到更好的游戏教学目的。教师因此应着重培养幼儿

在游戏选择、游戏设计、游戏使用过程中的实际技能，选择

积极有用的游戏，并以更积极的姿态加以运用，以达到更好

的幼儿教育效果，这也是当前幼儿教师和幼儿园开展的大型

教育课题中十分普遍的教育内容。

（四）运用角色游戏，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让孩子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描绘文章所要表达的意

义。想象力是解决一切疑问的前提，是探索新事物的开端。

老师们要想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可以通过与孩子玩角色扮

演的游戏，让孩子们模仿别人，通过孩子自己对人物的想象，

加以自己的理解，去将人物诠释出来，这样会有效地培养孩

子的想象力，在角色游戏中，孩子们会通过对角色进行不断

的观察和模仿，潜移默化地提升观察能力的同时还能够培养

孩子们的想象力。

例如，扮演“一家人”的游戏，由于孩子年龄过小，还

没有“家”这个概念的形成，所以老师可以通过角色扮演让

孩子有“家”的意识，可以将孩子们集中在一起，分发角色

身份卡和颜色标记卡，由角色身份卡决定是爸爸还是妈妈，

由颜色标记卡决定是哪一个家庭。老师可以随机提问，比如

“请阳阳同学说一下你是哪个家里的，你是家里的谁呀 ?”，
阳阳可以回答说“我是黄黄家的爸爸”。老师可以让每一个孩

子都回答一下自己属于哪一个家庭，是家庭里的谁，久而久

之孩子们就会形成“家”的概念，也有利于孩子们之间的互

动与交往，也可以在这个游戏中增加一些每个家庭的互动小

游戏，这样孩子们就会回想自己的爸爸妈妈的举动和平时的

习惯进行表演。角色扮演就是通过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来展现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实例，也可以让孩子们满足好奇心

去探究新鲜事物。在上述例子中，角色扮演不仅能够让孩子

们培养丰富的想象力还能够让孩子们逐渐地认识自我。角色

扮演在满足孩子们好奇心的同时，也发挥了孩子们的主观能

动性，让孩子们对学习新知识保持空前的热情，让孩子们不

断地尝试新鲜的事物，学习到更多的新知识。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能够让幼儿学到更多的知识，凸显教育

的多样性，幼儿教师应该在平时注重多多实践，意识到幼儿

游戏教学被引入到教育过程后的重要意义，并且落实教育的

目的和多样性，实现幼儿全面、健康、快乐地成长。每个幼

儿教师都希望幼儿能够更好地完成学习目的，积累更多的幼

教经验，为了能够让幼儿在游戏中收获更多，幼儿教师应该

精心设计游戏，并且结合生活实践，让幼儿的游戏更加天真

烂漫，体现幼儿的实际年龄特点，同时又强调突出教学目标，

不能弱化教育过程，把幼儿教育的技术化和幼儿全面发展的

目标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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