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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科学是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课程，而小学科学这门课的教学方式也应该顺应时代变化，需要充分结合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心

理特点。基于此，采取游戏教学这种更加轻松、活泼的教学方式，更能够提高教学质量。本文主要介绍了教育游戏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 小学科学；教育游戏；实践和应用 

中图分类号：G623.6  文献标识码：A 

 

部分教师与家长对游戏活动的错误认识，导致游戏教学的方式得不

到应用和普及。实际上国外教育早已将游戏教学作为一种主要的教学方

式。在我国的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也应该尝试应用这一较为有

效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进而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1 教育游戏的具体应用概述 

以《植物》这一节课为例，探讨教育游戏的应用方法。 

1.1 明确教学目标 

明确的教学目标是开展教学活动的第一步，小学科学教学的主要目

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让学生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植物》

这一节课主要是让学生认识不同种类的植物，例如灌木植物、草本植物

等。有了确定的教学目标，教师就可以设计教学活动，充分激发学生的

潜力。 

1.2 要对教学对象有清晰的认识 

在开始教学前，教师还要了解学生的学习能力、认知特点等要素，

这样设计的教学活动会更加有针对性，也方便教师在教学中融入生活经

验，将抽象难懂的知识变得具体形象，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例如在讲解《植物》这节课时，对于三四年级的学生，教师应该考虑到

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认知能力，比如很多学生都喜欢图片、动画等教学形

式，教师就可以在教育游戏中穿插这些教学素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能够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 

1.3 教育游戏的设计方法 

教育游戏的设计，包括游戏内容、游戏目标以及具体的游戏过程和

形式等内容，教师要恰当设计每个部分并将其整合起来。在设计前要先

确定主题，主题也就是整个教育游戏的框架，是引导游戏进行的线索；

对于游戏形式的设计，应该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喜好来确定，常见的有

角色扮演、冒险游戏、模拟游戏等。例如在《植物》这节课的教学中，

教师就可以将整个游戏分为不同的场景，有校园场景、植物园场景、植

物博物馆场景等，教师可以为不同的场景设计不同的游戏内容，通过逐

个完成游戏任务来引导教学活动的开展。同时，不同形式的游戏也大大

减少了课堂教学的枯燥感，让学生可以长久地保持兴趣，并在教育游戏

中获得知识和技能。 

2 如何在小学科学教学中应用教育游戏 

2.1 设计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内容 

教育游戏的一大作用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应该有着

自己独到的设计思维和方式，结合教学需求和学生自身的特点来设计游

戏内容。同时，教师还要尽力了解每位学生的认知特点，让每个学生都

能参与到游戏活动中。游戏应该难易适中，游戏时长也不应过长，这样

每个学生都能在遵守规则的基础上参与游戏活动，让游戏为学生带来乐

趣和帮助。例如在《动物》这节课的讲解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先阅读教

材，熟悉本节课将要学习的内容。然后教师可以结合不同动物都有着独

特外形的特点，设计猜谜的游戏，教师提问学生猜谜，同时教师要给予

鼓励和帮助，让学生敢于说出答案，即使是错误的也应该给予鼓励。另

一种游戏形式就是教师在一些小纸片上写上不同的动物后让学生抓阄，

学生要用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动物，然后让教师猜是什么动物。这种角

色互换让学生感受到了新鲜感，参与游戏活动的兴趣高涨，整堂课的效

率都比较高。 

2.2 让游戏成为学生的兴趣之源 

小学科学虽然难度不大，但是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这对于学生综

合素养的提高非常有利。如果教师能够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学生就

会主动去探索和发现，此时教师应该是引导者，让每个学生都参与游戏

活动。例如在讲解“摩擦生电”时，这节课让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显然

比教师做演示实验效果更好。因此，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准备实验材料，

这些实验材料很容易找到，然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用不同的物体相互

摩擦，然后去吸附纸片、棉絮等物体，验证一下两者摩擦是否真正产生

了电。学生自己动手，显然会让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更加深刻。 

2.3 小组合作让游戏活动更富乐趣 

小组合作学习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学习方式，在小学科学教学中，有

的知识靠学生自己去探究难度较大，这时教师就可以组织小组合作学习，

通过小组共同的努力来降低学习难度，同时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

比较常见的就是小组成员进行角色扮演的游戏，通过表演小故事的形式

来体验知识，验证结论。小组之间可以进行比赛，大大提高了学生参与

游戏活动的积极性。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育游戏是培养学生兴趣、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教学方

式，教师应该结合具体情况去设计和开展游戏活动，让学生在欢快的氛

围中获取知识和技能，强化自身的综合素养，为后续学习打下良好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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