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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游戏的教育模式下，幼儿能够更加轻松的学习和成长，游戏让幼儿学习知识和掌握生活技能的过程变得充满趣味性。在当前的教
学环境之下，在幼儿园开展课程游戏化一直以来都是各大幼儿园所关注的方向，本文对课程游戏化的改革措施做出相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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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兴趣是孩子 好的老师。”而游戏便是启迪幼儿兴趣的钥匙，

身为幼儿园教师，能够深刻体会游戏对于孩子兴趣的引导作用，当教师

采用游戏的形式进行课堂教学，每一位幼儿积极主动地配合教师完成教

学任务，在游戏中学习儿歌，在游戏中明白故事道理，在游戏中掌握生

活技能、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等等。但是在现阶段的幼儿课程教学中，

许多教师在教学中并未将游戏与课程很好的结合。幼儿不仅难以理解与

接受新知识，更是对学习失去了兴趣。借此，幼儿教师应明白课程游戏

化改革的教育意义，将课程游戏化改革真正落实，做到寓教于乐，让幼

儿快乐的学习与成长。 

1 游戏的特点与价值 
1.1 游戏具有主动性和自愿性。 

游戏是幼儿自主自愿的活动，幼儿正处于身心迅速发展的阶段，肌

肉组织发育明显，骨骼系统生长迅速。幼儿的思维和想象均有一定的发

展。特别是幼儿的思维具有具体形象性和不随意性，游戏中的动作和玩

具材料的形象性能使幼儿易于接受，并乐于从事游戏活动。因此，游戏

能适应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符合其身心发展的特点。 

1.2 游戏具有社会性 

游戏的内容、种类和玩法，受社会历史、文化、习俗等影响。幼儿

在游戏中会感受到快乐和满足。通过控制所在的环境，表现自己的能力

和实现愿望，从成功中获得愉快和满足感。游戏是轻松的活动，不需要

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而感到过分紧张和压抑，因此，幼儿在游戏活动中

总是现出轻松和愉快的情绪。 

2 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教学策略 
2.1 创设合理游戏情境，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我们在开展游戏教学的过程中， 为主要的要考虑的就是为幼儿创

设一个游戏教学情境，让幼儿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这种游戏情境应当

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能够帮助幼儿获得情绪体验，以一种直观的方式

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只有这样幼儿才能够不断激发自身的学习动力，

促进幼儿的成长发展。为了帮助幼儿更好地融入其中，教师创设游戏情

境应当注意一下几点内容，首先，教师应当遵循幼儿的成长发育特征，

巧妙地设计游戏情境，幼儿教学中，遵循幼儿的成长发育特征，能够激

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让幼儿更好地融入其中。例如，我们在开展游戏教

学时，教师根据幼儿的不同年龄特征，对幼儿设计出具有一定难度的提

升性游戏以及较为基础的游戏，让幼儿可以参与其中，既可以获得基本

的知识又可以提高自己的参与意识，不断向前发展。其次，游戏情境的

创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趣味性，这种趣味性是能够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为

主的，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多多关注幼儿感兴趣的点，从幼儿感兴趣

的事物出发，为幼儿创设更加丰富多彩、具有趣味的游戏情境。 后合

理的游戏情境需要教师的引导，并不是主导，教师应当将与幼儿一些自

由的游戏空间，在带领孩子们熟悉了基本的游戏规则后，教师适当的放

手，让幼儿能够自主进行参与，获得良好的学习体验以及情感体验。例

如我们开展画圈圈游戏时，教师可以带领班级内的孩子进行示范如何进

行游戏，然后让幼儿进行模仿以及自主发挥，然后教师给予孩子一定的

活动空间，让幼儿能够与同伴一起参与到画圈圈游戏，从游戏的体验中

获得更加丰富的知识。 

2.2 构建良好师幼关系，培养幼儿学习积极性 

我们发挥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有效性，一定要重视起对幼儿游戏活

动过程的指导手段，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常常发现，孩子们都是

十分活泼的，并且十分愿意参与到游戏中来，教师可以利用孩子的天性，

通过多种游戏指导手段，帮助幼儿更好地参与游戏互动，这样一来教师

与幼儿构建了一种良好的关系，孩子更愿意听教师的指导，游戏也会进

展的更加顺利。具体而言我们的游戏活动指导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首

先是利用多媒体，采取音乐的播放形式，给予幼儿一定的感官刺激，让

幼儿可以快速的集中课堂注意力，例如，我们在开展认识动物的教学中，

教师开展游戏教学，让幼儿扮演各种不同的动物，教师可以在课前为幼

儿播放有关动物的歌曲。如：两只老虎等，熟悉的音乐，动人的旋律可

以让幼儿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幼儿在游戏中也能够感受到动物是

人类的好朋友，从而增强对于保护动物的认识。当然教师还可以给予幼

儿一些实物展示，让幼儿的的思维更加具体。这种实物教学就是遵循了

幼儿对于事物先产生具象认识，在产生抽象思维的基本规律，开展实物

展开游戏，可以让幼儿更加直观的认识世界，增强与社会的联系，促进

幼儿的成长发展。 

2.3 开展科学合理评价，树立幼儿学习信心 

游戏教学活动是一个组合名词，是以游戏为主要教学手段的教学活

动。这种教学活动，需要 后的总结评价，尤其是在幼儿进行游戏活动

结束后，对幼儿及时评价，可以让幼儿的学习体验获得一个升华。这种

评价是针对当下游戏活动展开的，能够在游戏教学后及时的让幼儿进行

反思，可以让幼儿建立起一种更加具象的思维，促进幼儿正确的认识自

己。当然针对一些较为害羞的幼儿，教师多多进行鼓励，可以让幼儿树

立起自信心，积极地参与游戏活动。教师应当认识到正确的评价更加有

助于幼儿的健康成长，游戏不仅是培养幼儿的自主学习能力的阵地同时

是帮助教师塑造幼儿良好的情感世界的主要阵地。教师发挥游戏评价的

作用更加可以帮助教师及时调整自身的教学中的不足之处，让教师认识

到在对幼儿的游戏教学中一些不利的因素，更好地发挥游戏的教学作用。

另外，教师要发挥幼儿的评价作用，往往有些教师认为幼儿年龄过小，

不存在合理性的建议是错误的，这是教师忽视了幼儿的主观能动性，过

多的强调教师的作用，教师在游戏整个过程中只是一个引导作用，辅助

作用，不是主导，因此在游戏互动的 后也要发挥幼儿的自主评价，帮

助幼儿更好的树立学习自信心。 

3 结语 
游戏教学活动顺利开展需要教师合理的设计游戏情境，帮助幼儿更

好地展开游戏活动，帮助幼儿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及时构建良好的师幼

关系，引导幼儿参与， 终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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