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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前教育是一切教育的起始阶段，对于幼儿的塑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幼儿学习其他的基础。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结

合当前学前教育的具体实际情况，通过游戏化的方式展开教学，进而实现游戏在学前教育中的广泛应用，促进学前教育的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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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对于幼儿的身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游戏化的教学

在学前教育中的广泛应用不仅能够引发幼儿在课堂中的活跃性，而且还

能够让幼儿在进行游戏活动的过程中学习一定的知识。但是，就目前学

前教育发展的情况来看，很多幼儿教师在教学当中对游戏教学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对于游戏活动学前教育的影响没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导致，

学前教育一直以来比较缺乏趣味性，幼儿对学前教育缺少学习和参与的

欲望。本文针对目前学前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谈一谈该如何将游戏化

教学广泛的在学前教育中得以应用。 

1 游戏化教学模式在学前教育中应用的意义 

1.1 有利于开发幼儿智力 

本文所称的“游戏”，主要是教育游戏活动。在学前教育中，游戏活

动的开展，是开发幼儿智力的有效手段。也许很多教师会认为：开发幼

儿的智力，不应当是对幼儿进行数学、思维、拼音等教育吗？笔者认为：

这是一种错误的教育思想。在幼儿成长的过程中，游戏活动是开展幼儿

智力的有效手段。首先，游戏活动能够为幼儿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符

合幼儿的成长特点和性格特征，并且很多游戏活动，有利于训练幼儿的

反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社会交往能力；其次，游戏活动的开展能

够提升幼儿的认知能力。在幼儿教育中，教师可以将很多认知教育融入

游戏活动中，使幼儿在游戏的活动中实现认知的效果。如对身体部位的

认知、安全认知等，教师都可以通过游戏活动的形式，实现寓教于乐的

教育目标。此外，在游戏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游戏规则有利于培养幼儿

的规则意识，提高幼儿的综合素质。 

1.2 有利于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常言道：兴趣是 好的老师。在幼儿教育中，教师要充分关注幼儿

的学习興趣和爱好，以游戏活动为主线开展教育，实现寓教于乐的教育

目标。与传统的“小学化”的幼儿教育模式相比，在幼儿教育中实施游

戏化的教育，教师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的开展，如通过体育游

戏活动的形式开展体育教育，有助于幼儿在游戏活动的过程中完成体育

训练，在增强幼儿身体素质的过程中还能实现激发幼儿体育运动兴趣的

目的。总的来说，游戏活动符合幼儿的天性，学前教育游戏化教学模式

的构建，是激发幼儿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 

2 游戏化教学模式在学前教育中构建的基本原则 

学前教育游戏化教学模式的构建，教师应当遵循以下原则：首先，

教育性原则。幼儿教育游戏化活动的开展，并不是随意的或者是漫无边

际的，而是需要结合教学内容开展教育游戏活动，实现寓教于乐的教育

目标。因此，教师设计的幼儿游戏活动，应当遵循教育性原则；其次，

趣味性原则。谈到幼儿教育游戏化发展，趣味性应当是首当其冲的条件。

如果幼儿游戏缺乏趣味性，又何谈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呢？因此，教师

应当本着趣味性原则设计教育游戏，为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奠定基础。 

3 游戏化教学模式在学前教育中构建的有效性对策 

3.1 以幼儿为主体，精心设计游戏活动 

在幼儿游戏活动开展的过程中，精心的游戏活动设计，是确保游戏

化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有效途径。因此，教师在准确开展游戏化教学活

动的过程中，应当结合教学的需要以及幼儿的个性爱好等，精心设计游

戏活动，为确保教学活动的有序进行奠定基础。同时，在设计游戏活动

的过程中，教师还要充分考虑各种突发情况以及应急预案。 

3.2 科学引导，提高幼儿参与度 

俗话说：叶落千片，各有不同。在一个班级中，幼儿的性格、兴趣

和爱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教师在开展幼儿游戏活动的过程中，

应当科学引导，提高幼儿的参与度，让幼儿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游戏活动

中来，促进幼儿的全面健康发展。例如，在班级中，男童和女童在兴趣

爱好等方面就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男童更倾向于运动类的游戏活动；而

女童则更喜欢小公主类的如过家家的游戏活动。教师在开展游戏活动的

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不断地充实游戏资源，让不同兴趣爱好

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游戏活动项目，提高幼儿的参与度，不断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3.3 积极评价，培养幼儿自我认知能力 

在幼儿成长的过程中，自我认知能力至关重要。教师在教学活动中

培养幼儿的自我认知能力，有利于让幼儿客观地认知自我，促进幼儿的

健康成长和发展。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可以通过对游戏活动开展

的过程、结果等进行积极的评价，促进幼儿自我认知能力的提升。例如，

在小组合作游戏活动的开展中，教师可以结合每个小组的表现对幼儿进

行综合点评，让幼儿充分认知在游戏活动中的优势以及存在的不足，为

培养幼儿的团队协作意识奠定基础。当然，在对幼儿进行点评的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语言的艺术，尽可能避免过度的打击，以免使幼儿失去信心。

肯定性的、鼓励性的语言，有利于调动幼儿游戏活动的积极性。针对幼

儿在活动中的不足，教师要善于通过委婉的方式表达，树立幼儿活动的

信心。 

综上所述，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幼儿教师应当紧密结合教育部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相关要求，积极通过游戏活动的开展，

杜绝学前教育小学化的现象存在，为促使幼儿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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