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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让幼儿能够健康快乐成长,提高幼儿在幼儿园的学习和活动兴趣,当前很多幼儿园以教学

游戏的形式展开教学工作,教学游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是根据幼儿的喜好和幼儿的生活

方式来展开的。教学游戏对幼儿的学习和成长有重要意义,笔者是一名幼儿园教师,从事了多年来的幼儿

园教学游戏开展工作,在日常教学中发现幼儿园教学游戏中,存在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现存问

题探索幼儿园教学游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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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llow children to grow up healthily and happily, and to increas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s, many kindergartens currently carry out teaching work in the form of teaching 

games. Teaching games are a very important form of teaching organization, which is based on children’s 

preferences and To unfold the lifestyle of young children. Teaching gam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learning and growth of children. The author is a kindergarten teacher and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 teaching games for many years. In daily teaching, I found that there are various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kindergarten teaching gam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xisting problems explore the game 

strategy of kindergarte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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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学前教育开展工作要求,工

作的重心应该要围绕幼儿的成长和性格

特点来确定,要将幼儿作为成长发展中

的个体,把幼儿的个性和幼儿的兴趣爱

好作为教学游戏开展的参照,精心设计

幼儿感兴趣的游戏内容和游戏模式,让

幼儿健康快乐的参与到游戏之中,不光

如此,还需要让幼儿在游戏中能够舒展

身心,能够让自己的肢体和精神都得到

锻炼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每一个时

代的幼儿所接触到的事物都不一样,所

以结合当下时代特点,围绕幼儿园教学

游戏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幼儿园教

学游戏的新思路非常重要。 

1 当前幼儿园教学游戏中存在

的问题分析 

1.1忽视幼儿主体性特征。幼儿园教

学游戏的开展对象是幼儿,参与游戏的

主体也是幼儿,所以教学游戏的在设计

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班上幼儿

的特点。但是目前部分幼儿园教师,在实

际游戏设计的过程中,忽视了幼儿在其

中的地位,教师很早就设计好了本学期

需要开展的游戏,没有考虑到幼儿的身

心特点,过于围绕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

有的教师甚至对待每一届的幼儿,都是

设计相同的教学游戏,没有考虑到随着

社会的发展,每一届的幼儿的视野也会

不一样。 

1.2忽视游戏主题和类型的整理和

选择。在幼儿园教学游戏设计的过程中,

教学游戏的设计并不是根据幼儿的喜好

随意进行设计的,更不是拿出一些游戏

道具让幼儿自己去摆弄,这种没有目的

性也没有主题性的教学游戏,对开发幼

儿的思维和智力并不是很有优势。还有

的教师也没有固定的游戏区域,在教室

或者在操场上随意开展教学游戏,任意

的设置游戏场所,从而导致幼儿也不会

重视游戏的开展。 

1.3忽视亲子游戏在教学中的作用。

幼儿园教育重点并不是培养幼儿能够掌

握多少知识,而是重点引导幼儿有一个

爱学习、爱生活、爱身边的人的博爱之

心,以及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乐观向上的

情绪体验。在幼儿园教学游戏设计的过

程中,部分教师忽视了家校合作的重要

性,几乎很少开展亲子类教学游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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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家长来到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开展游

戏活动,当今社会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

陪伴孩子的时间短了,实际上亲子游戏活

动正是父母和孩子们交流的一种方式。 

2 幼儿园教学游戏设计策略分析 

2.1围绕幼儿兴趣设计游戏情境激

发幼儿兴趣。在幼儿园游戏教学中,并不

是所有的教学游戏都能够激发幼儿的兴

趣,也并不是所有的游戏内容都是幼儿

熟悉的,有的时候教师构建一个幼儿不

熟悉的游戏情境,幼儿并不会主动参与,

后也不会取得良好的游戏教学效果。

所以在教学游戏设计的过程中,教师要

根据幼儿的学习兴趣设计幼儿感兴趣的

游戏,根据幼儿的爱好设计游戏情境,让

幼儿被游戏情境所吸引, 后主动的投

入到游戏活动中去。比如信息技术具有

直观生动的特点,而且信息技术非常的

便利,对游戏的辅助效果也非常的明显,

是构建教学游戏情境的首选工具之一,

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展示,他人参与

游戏的视频片段,将游戏中有趣的或者

刺激的镜头展示出来,让幼儿自己也有

一种想参与游戏的冲动和欲望。例如培

养幼儿主人公意识的“过家家”游戏,

教师在网上搜索展示了,两位幼儿玩“过

家家”游戏的视频片段,视频中呈现了两

位孩子利用玩具模型,展示出各种“生活

用品”,比如炒菜的锅、装水的桶,甚至

还有玩具汽车和电视机等等,仿佛自己

就像这个家的主任一般。孩子们看到后

非常感兴趣,开始询问老师：我们也想用

玩具把家里见到过的东西摆出来,并且

自己也来当一回家庭小主人。在信息技

术手段的帮助下幼儿开始对“过家家”

的游戏感兴趣,并在教师的带领下参与

到本游戏中。其主要原因是,教师抓住了

幼儿的主观意识,通过信息技术展示幼

儿常见的玩具,呈现一些幼儿内心之中

向往的事情,激发幼儿内心的需求,引导

幼儿产生参与“过家家”游戏的欲望,

让班上的幼儿投入到本节课的教学游戏

之中。 

2.2设计区域游戏开展不同的游戏

主题。在幼儿园教学游戏设计的过程中,

教师所设计的游戏必须要有一定的主题,

主题明确是教学游戏的主要特点之一,

只有教学游戏的主题明确,才能够提高

游戏开展的效果。从幼儿园教学现状上

分析,在每一学期的教学中教师需要开

展不同主题的游戏,以此来丰富幼儿在

学校的学习和生活体验。尽管游戏的主

题不一样,但是仔细分析很多游戏之间

还是有共同点,也就是游戏开展的大体

方向是一样,比如唱歌类的游戏和跳舞

类的游戏,实际上都是属于音乐类的教

学游戏。那么教师就可以在学校设计音

乐游戏活动区域,在该游戏区域中设置

与音乐相关的游戏器材,以后所有的与

音乐相关的游戏都可以在这里开展。折

纸和拼图游戏对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锻炼学生空间想象和逻辑思维非常有帮

助,这些游戏在幼儿园教学游戏中,实际

上都是属于模型建构类游戏。教师可以

在幼儿园世界模型建构的游戏区域,在

该游戏区域内摆放各种模型、积木、贴

纸、固体胶、蜡笔等等,在模型建构区域

中,指导幼儿在游戏中搭建房屋、桥梁,

制作小汽车模型等等, 后比一比哪一

组的幼儿制作的模型 为精致。区域化

教学游戏的优势就是游戏的主题非常明

确,在本区域中开展的游戏大同小异,虽

然形式上不一样但是其本质都是一样,

培养的目标都相同,有利于幼儿园开展

系统化整体化的教学游戏。但是幼儿园

区域化游戏的设计,校方要腾出足够的

教室来作为区域游戏开展的场所,并且

要更具区域游戏的内容采购相应的道具,

这也是扩大幼儿园办学规模的要求。 

2.3开展亲子互动游戏。在幼儿园教

学中培养孩子们的爱心、孝心和同情心

非常重要,很多孩子和父母之间相聚的

时间并不是很多,或者在和父母相聚的

过程中,很少和父母一起玩游戏一起学

习,有的时候只是短暂的相聚。从教育层

面上来说,很多父母缺席了孩子的学习

和成长,尤其是幼儿的学习和成长是

需要父母的陪伴,因为父母的陪伴可以

给予孩子极大的鼓励,可以让孩子有更

强的自信心面对困难,所以幼儿园在开

展教学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多开展

一些亲自互动游戏,让父母和自己的孩

子一起参与游戏活动,共同完成某项游

戏任务实现游戏目标,促进亲自关系的

和谐。比如：“绑腿跑”的亲子游戏,就

是让幼儿和自己的家长的其中一条腿绑

在一起,然后共同扶着一起冲向终点,该

游戏需要锻炼游戏参与者的默契和沟通

能力。因为在游戏中,只要有一个人出现

小失误很可能会影响游戏的结果。所以

在“绑腿跑”的游戏中,教师要求幼儿和

自己的家长事先沟通好,家长要告诉自

己的孩子怎样控制好前进的速度,怎样

让自己更快的达到终点,而且在游戏中

确保不会摔倒,需要锻炼幼儿和家长之

间的默契程度。从游戏的结果来看大多

数家长都能够细心的指导幼儿完成本游

戏,能够努力的配合自己的孩子完成这

次游戏,有的家长非常的细心控制好每

一个动作和节奏, 终获得了游戏的冠

亚季军,对孩子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鼓

励,但是无论怎样只要家长们配合了自

己的孩子一起完成了游戏,让自己的孩

子在父母的帮助下开心的完成了游戏,

对孩子来说增进了和父母之间的感情,

父母也认识到多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

的重要性。 

3 结语 

幼儿园教学游戏在幼儿园教学中占

有很重的地位,教师在开展幼儿园教学

游戏的过程中,要以幼儿为主体,结合幼

儿的兴趣爱好设计教学情境,通过各类游

戏主题设计区域化游戏活动,围绕家校

合作的重要性,设计家校合作游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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