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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中的一项重要部分，对幼儿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幼儿这一阶段，在学习中往往会存在自制力以及认

知能力相对较弱等情况，但同时有着容易被新鲜事物吸引的特征，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幼儿的这些心理特征，将游戏教学融入幼

儿教育中。本文就此展开探讨，主要分析游戏在幼儿园教学中的运用以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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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中，游戏是一项 基础的形式，通过参与游戏，

幼儿能够将自身的本性充分展现出来，而且通过游戏也能有效激发幼儿

的各项潜质，让其身心都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所以探究游戏在幼儿园

教学中的运用，让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非常有必要。 

1 合理选择游戏 

要使得游戏教学发挥出 大的作用，需要教师深刻领会素质教育的

内涵，据此选择合理的游戏，在素质教育下在素质教育下要求凸显学生

的主体地位，具体到幼儿教育中，教师也应该将幼儿当做教学的主体，

不断向其提供指导，启发幼儿的思维。在选择游戏时，应该以为教学服

务为宗旨，同时应该满足以下几个要求，第一，能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

游戏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要让幼儿真正参与进来，这样才能在

游戏中完成知识教学，并且实现对于幼儿各项能力的锻炼，所以教师需

要不断发掘各种新的游戏，还要能对于旧的游戏进行创造性改变，使其

变成新的游戏[1]。第二，与教学知识相结合，游戏 终还是为教学服务，

不能只是单纯的为了玩儿，所以在选择游戏时，还要结合教学知识，例

如要锻炼幼儿的身体协调能力，可以选择一些需要跑动的游戏。第三，

难度应该适中，面向幼儿的游戏需要可操作性强，简单易懂易学习，避

免设计一些过难的动作，导致幼儿难以学会进而产生逃避心理。 

2 创设游戏情境，辅助教学 

在幼儿教学中，创设出特定的游戏情景，能够使得教师与幼儿之间

的距离迅速拉近，也能极大地激发幼儿参与课堂的热情，营造出轻松愉

悦的课堂氛围。在创设游戏情景时应该结合课程教学内容，进而不断提

升教学的针对性。例如在教幼儿识数时，可以创建出一个买卖东西的场

景，一个幼儿扮演销售人员，负责销售货物，其余幼儿则扮演顾客，随

机说出自己要购买东西的数量，负责销售货物的幼儿则要准确拿出相同

数量的货物。以文具为例，“顾客”提出要 4 支铅笔，则“销售人员”需

要拿出四支，若数量正确，教师要及时给予鼓励。此时还可以对于顾客

提出的要求进行变换，例如在拿出 4 支铅笔后，可以提出再加两支，或

者 4 支太多了，减去一支，在这样的过程中，让幼儿体会数量的增与减。

游戏情境的创设可以应用在各个知识点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

学内容合理选择，以不断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打造高效课堂。 

3 通过游戏提供良好的语言环境，提升幼儿表达能力 

语言对于幼儿教学来说是一个基础性非常强的内容，通过语言的学

习能够不断提升幼儿的文化水平，也能够提升其理解能力。这也是幼儿

教学中的一个重点内容，教师往往会运用口语形式来不断向幼儿进行语

言教学，通过与其不断的交流，提升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在此过程中，

也可以借助游戏来形成良好的语言环境，进而为教师与幼儿建立良好的

交流平台。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在每日见到幼儿时都问好，与此同

时，幼儿也要积极回应，将此过程设计成“山谷回音”小游戏，教师说

“你好”，幼儿也要回应“你好”，就像在山谷中说话有回音一样，在此过

程中，能够加强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交流，同时能够让幼儿培养起讲礼貌

的好习惯。此外还可以设置“打电话”的小游戏，在此游戏中提升幼儿

的表达能力，同时纠正幼儿的普通话发音。可以随机挑选两名幼儿，可

以自主选择主题，进行“通话”，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适当指导，尤其

是对于幼儿一些不准确的发音要及时提醒[2]。在游戏结束之后，对此过

程作出评价，对于其中表达不清楚的语句重点分析，不断提升其表达能

力。语言学习是幼儿阶段的一项重点内容，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据此设

置相应的小游戏，来为幼儿创建出良好的语言环境，加强练习。 

4 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 

游戏能否在幼儿园教学中得到良好的运用，与教学活动的主要实施

者——教师的专业素质，教学水平密不可分，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应该

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进而合理设计各种游戏，为课堂提供辅助作用。

尤其面对幼儿这一群体，他们在课堂上往往难以完全集中注意力，管理

方面存在较大的难度，而游戏的运用又需要调动幼儿的兴趣，如何让游

戏能够有序开展，避免场面出现混乱情况，非常考验教师的管理以及组

织能力。对此，学校也可以定期开展教师的培训活动以及各种讲座，为

教师个人能力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条件，进而更好地将游戏运用在幼儿教

学中。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游戏运用在幼儿教育中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游戏

具有种类丰富，形式灵活的特征，在具体运用时应该合理选择，找准幼

儿教育的关键点，将游戏融入其中，彰显其 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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