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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阶段的数学课程是一门具有一定抽象性、概括性的课程，小学学生在理解这些知识时普遍存在着搞不懂，搞不透状况。部分教

师的教学方式不符合小学学生的认知特点，学生的数学学习过程缺乏主动性。教师应基于数学教学现状进行课堂改革，探寻小学数学游戏化

教学策略。本文基于小学数学游戏化教学方案展开论述，提出了课前导入游戏化、课中探究游戏化、课后巩固游戏化等教学策略。努力加强

游戏教学与数学教学的结合发展，由此提高小学数学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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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教学是借用游戏开创数学教学，帮助学生完成数学知识理解的

一类教学模式。游戏是推动学生进行健康成长的有力助手，它能够帮助

学生集中对于知识学习的注意力。教师可在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数学运

算方法与运算定律之后，结合游戏教学开展数学课堂。在符合学生年龄

认知的情况之下，提升学生学习数学的主动性。由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

进行课堂多样转变，由此提高数学课堂的实效性。 

1 课前游戏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数学高效课堂构建的秘诀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应在导入

环节做好游戏准备，让学生的学习注意力能够被教师的细节设计所吸引。 

例如在教学“位置的认识---如何区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这

一知识点时，教师在教学的导入环节就设计了一个“小明寻宝游戏”。这

一游戏的具体开展规则是这样的，教师可以在小明同学向东、向西、向

北、向南的地方分别设置不同的宝藏，过后让小明向东、向南、向北、

向西分别进行寻找。学生会在趣味游戏参与过程中认识到东、南、西、

北方向的不同，教师此时还可以对学生进行提问：“同学们，你们知道还

可以向哪些方向寻找宝藏吗？”这一问题的提出有效推动了新课的开展，

教师也可以借此帮助学生认识到东南、西北等方向的不同。在妙趣横生

的游戏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应做好课前导入环节的发展奠基。又如在

教学《大数的认识》这一课程时，教师在课前导入环节就应该结合多媒

体工具先展示学生常认识的数如一百、一千、一万。这些数都不属于大

数，学生在认知这些数字时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困难。教师可以借由多媒

体的切换功能，接着增大数的位数，由学生能够理解的三位数转变成四

位数、五位数甚至八位数。在展示完这些数字之后，教师可以开展一个

“我说大数”游戏。让学生举手回答，随意应用数字构建一个大数。借由

此类游戏，帮助学生认识大数。在课前导入环节融入数学游戏可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数学课堂的教学质量也会随之得到显著提升。 

2 课中游戏融入，要求学生了解数学知识 

在小学数学教学课堂上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可借助于学生对于数学

知识的认知，在探究过程中将数学游戏进行融入。注重课中环节游戏活

动的开展，由此激发学生的求知主动性。 

例如在教学“会看简单的路线图”这一知识点时，教师在教学时就

可以举办一个“小小旅游家”游戏活动。其具体内容是这样的，教师在

教学时可以先挑选出几名学生，让其站在讲台上。过后随机选中一名学

生担任导游，而其他的学生则担任游客。导游可以借用现代的电子地图

向游客讲解各景点所在的具体位置，在描述景点位置时应用好所学习过

的路线图知识。学生会跟随这名小导演的讲解不自觉地认识到路线图知

识，他们也在课堂游戏参与过程中熟练掌握了地图知识学习的要点。教

师在数学课堂开展过程中应将游戏活动有效地融入其中，让学生亲身经

历学习过程。又如在教学《三角形》这一课程时，教师在教学三角形知

识时不妨通过游戏“我说三角形”让学生依次举手说出自己对于三角形

的理解。一些学生回答说，三角形的三个角加起来是 180 度。一些学生

回答说，三角形的三条边有着一定的大小关系。还有学生回答说，三角

形的面积公式为 s=1/2dh。不同学生对于三角形认知的要点是不同的，

教师通过此游戏有效地将本节课程教学的重点总结了出来，让学生了解

到了三角形知识的学习关键。通过游戏教学扎实学生的知识学习基础，

打牢小学数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3 课后游戏巩固，扎实学生的知识基础 

熟能生巧是学生对于知识点了解的 终目标，教师在教学完知识点

之后也应该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这些知识点。在反复操练过程中，以游戏

模式要求学生去应用所学习到的数学知识，由此摆脱传统的机械巩固状

况。教师在设计游戏活动时要了解到数学作业的连接性，让学生乐此不

疲的参与到游戏活动中。 

例如在教学《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这一课程时，教师在教学完除

法的基本操作步骤之后可以在课后设计一个光头强砍树的游戏。这一游

戏活动的背景是学生熟悉的动画片《熊出没》，学生在参与游戏时也明显

显示出了较强的热情。教师可以光头强与熊大、熊二的趣味故事作为引

发点，提出一些口算除法练习题目。让学生以光头强的身份去计算这些

题目，在计算题目过程中认知一位数除以一位数的一些要点。在这样的

游戏模式下，学生的知识掌握会变得更为牢固，教师也借此强化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在课后巩固环节，教师应合理的应用游戏教学扎实学生

的知识基础，进而起到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质量提高的目的。 

教师应巧妙地利用学生熟悉的数学知识展开教学，将游戏教学模式

融入数学课堂的始终。借用游戏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探究

游戏教学在课前、课中、课后的应用要点，让学生聚精会神的探索新的

知识。教师在游戏融入过程中同时也应该关注学生对于知识学习的敏感

度，基于学生的认知做好游戏教学平台的搭建。由趣味性的游戏完成学

生数学学习兴趣的激发，打牢学生的数学基础，提高数学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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