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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是祖国的未来,是明天的希望,幼儿阶段是幼儿刚刚认识世界,思维刚刚形成,在这一阶段的

成长对其未来的人生至关重要。幼儿园肩负着培养幼儿的重任,因此幼儿园应当注重幼儿的快乐学习、

快乐成长,这样才能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接班人。幼儿园的孩子大都处在三到六岁的年纪,好奇心

比较强,因此教师应当要善于利用他们这个阶段的天性,将他们爱玩的劣势变为优势,不断促进幼儿健康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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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ng children are the future of motherland and the hope for tomorrow. The early childhood stage 

is an important stage in a person's life. During this stage, young children have just come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their thinking has just formed. Kindergartens bear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young children, so 

the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happy learning and growth of young children, in order to cultivate successors 

with comprehensive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nd aesthetic development. Most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 are 

at the age of three to six and have a strong curiosity. Therefore, teachers should be good at utilizing their natural 

instincts at this stage, turning their playful disadvantages into advantages, and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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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的幼儿园课程中,教学方法多种多样,有效促进了幼儿

健康成长。在进入新时期后,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新形势

下的幼儿教育应当逐渐向着生活化和游戏化的方向拓展。幼儿

处在一个爱玩的年龄,在这个年龄段内,教师应当调动幼儿的兴

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课程环节中融入更多的生活化和游戏

化元素,让课程丰富多彩,起到开拓幼儿思维,提升幼儿素养的

目的。本文就幼儿园课程生活化和游戏化进行阐述,并提出一些

合理的策略。 

1 幼儿园课程生活化和游戏化的重要意义 

如今我国教育不断发展,幼儿教育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在

幼儿园课程中,应当加强创新,改变以往僵化的课程模式,推进

与深化课程改革,提高幼儿教育质量。而在幼儿园的课程中融入

生活化和游戏化的内容,对幼儿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能培养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生活化

的教育方式,让课程内容更加贴合生活,让幼儿在真实的生活情

境中去体验,这样能尽早让他们养成必备的生活技能,也能开发

他们的思维,促进身心健康成长。同时生活化的课程模式一般都

需要幼儿自行动手操作,在课程中,幼儿动手动脑,自己去思考,

和别的幼儿共同完成任务,能培养幼儿的创造力,还能培养他们

的团结能力,使其懂得人际交往知识,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打下

基础。 

其次,能激发幼儿的天性,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幼儿大都

天真烂漫,对外界事物充满好奇心,游戏是不少幼儿认识世界的

方式,将课程游戏化,能调动幼儿的兴趣,提升他们对知识的热

爱程度,为其创造一个美好的童年,使其能茁壮成长。 

2 当前幼儿园课程生活化和游戏化中存在的问题 

幼儿教育是一项综合性的教育,幼儿阶段处在人的启蒙阶

段,思维还不完善,但是思维变化得非常快,此时教师应使用完

善的手段帮助幼儿,使其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并拥有健康的



国际教育论坛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思想品质。在课程教学中,生活化和游戏化是基础,而且这两部

分往往互相联系,密不可分,在课程中运用生活化和游戏化的活

动,能提升教学效率,让教学更富有成效,但是也应看到,当前在

课程教学中,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在游戏开发的进程中,没有掌握好游戏规则,不能利用

外界的资源,导致游戏出现了失败。如在一些课外游戏中,教师

没有利用好幼儿园的场地和设施,不能发挥出良好的效果。二是

课程生活化情境建立不完善,在课程生活化的过程中,需要建立

一个完善的情境,让课程内容与实际生活紧密结合,但是当前不

少教师都忽略了这一点,在讲授课程时,教师只是象征性地举一

些生活实例来讲解理论内容,不能让幼儿亲自体验,幼儿是被动

接受的状态,这样幼儿就不能感同身受,无法将学习与生活联系

起来。三是课程游戏开发比较单一和片面,无法按照不同的年龄,

不能按照不同幼儿的心理特征去设计游戏,游戏的共性较强,大

多数游戏千篇一律,没有特色,这样游戏的内涵就无法被挖掘,

幼儿的能力也无法提升。 

3 幼儿园课程生活化游戏化的探索和实践策略 

3.1建立动态游戏化的教学环境 

建设动态游戏化教学环境是实行游戏化教学的第一步,有

利于游戏项目的实行与融合。 

在学前教育阶段,幼儿一般是通过视觉和听觉来感知外界

的事物,并得到信息,科学的游戏环境能帮助幼儿增强感官能力,

能 大限度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激发他们的情感。首先建设游

戏环境应考虑到幼儿的心理特征如行为方式,幼儿天性活泼,喜

动,因此应避免出现孤立的、静止的和压迫的静态环境,游戏环

境应尽可能开放、包容、充满动态感和生机活力。同时应摒弃

循规蹈矩地制定课程计划,避免落后的思维,构建多元、丰富的

思维理念,让幼儿能感受游戏的魅力,主动参与到游戏中去。教

师应尽量将游戏的主动权还给幼儿,按照幼儿的实际需求动态

调整。在游戏课程开展前,教师应设定好游戏的目标,并确定游

戏过程、游戏方法,让幼儿全程参与,让整个过程自然衔接。 

例如,为了让幼儿能感受大自然,教师应组织幼儿进行采摘

蜂蜜的活动,在游戏前,教师应让幼儿了解蜜蜂采蜜的过程,让

幼儿了解蜜蜂的飞行特点,然后教师应回答幼儿提出的一些问

题,激发他们的兴趣。与此同时,教师还要为幼儿提供一些多样

化的游戏形式,如,手工制作游戏、运动游戏、角色扮演游戏等,

利用不同的游戏来满足幼儿的兴趣与需求,使幼儿能中发展自

身的各项能力。而在开展游戏中,教师应保证外界的安全,避免

发生意外事件,教师应多角度保证幼儿的安全,将安全工作放在

第一位。 

3.2开发课程游戏资源 

教师要挖掘幼儿园自身及周边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并对不同的活动进行分类,设置一个良好的组合,并不断提升,

确定活动的内容和目标,确定过程实行方法,积极开展评价,形

成各种园本主题课程。为保障课程资源的有效发挥,应当整合好

课程游戏资源,分步将其融入到教学中去。 

应善于挖掘游戏元素,这样不但能让游戏变为课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还能展现出游戏的趣味,让幼儿能够体验到乐趣,贴

合幼儿园课程实际,并满足幼儿身心发展需要。教师应运用幼儿

园的各种游戏器材,并发挥好各位教师的特长,在园内组织建立

武术、舞蹈、绘画、音乐和足球等各种课程,还可建立开发园本

特色课程；还应当构建完善的游戏环境,让幼儿能积极参加,全

面融入,促进幼儿自主探究和发展。还可以挖掘本土文化,设计

一些丰富多彩的课外游戏课程,如跳绳、剪纸、皮影等,这样能

活跃气氛,提升幼儿的身心协调能力,幼儿在游戏中也能收获更

多的快乐； 后还应利用家长职业优势及社区资源,开发家长课

程和社区课程。 

3.3开展游戏角色扮演 

在教学中,儿童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课程游戏的目标就在于

幼儿能够在游戏中表达自我,并注重表达自己的感受。在完成游

戏的应用和设计后,教师还应不断地观察,并做好记录,及时观

察每个幼儿的态度和行为,了解幼儿的体验和感受。并将这些内

容汇总到文件中,同时,教师也应聆听幼儿之间的对话,把握他

们的需求,获得更有价值的反馈。这样不但能够优化教学设计,

还能优化各种游戏活动流程,让游戏进程能够持久延续,不断完

善幼儿的知识储备,提升他们的能力。在幼儿游戏中,幼儿既是

设计者,也是参与者,因此应当及时观察,保证教学效果良好。 

在幼儿园游戏化课程中,角色扮演是指幼儿在教师的指导

下,扮演游戏中的角色,进而完成教学任务。在游戏化课程中,

角色扮演是一个重要的过程,能让游戏更有乐趣,更有价值。例

如在“医院就医”游戏过程中。教师应善于让幼儿表达自我,

首先让他们加强讨论,然后自觉制定游戏规则,并付诸实践。例

如,在游戏进程中,一些幼儿扮演医生,一些扮演病人,还有的扮

演病人的家属,教师应向幼儿解释各种角色的重要性,并为他们

解答各种角色的作用,这样幼儿就能理解。在这个游戏中,幼儿

能亲身体验,能体验到日常病人看病的各个流程,从而加深了认

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也增强了交流能力。 后,教师应

对幼儿的角色进行分类,并对游戏规则进行优化,及时改善游戏

状况。 

此外幼儿还可以扮演购物角色扮演游戏,让幼儿扮演顾客、

超市老板、收银员等角色,在这种氛围下,不少幼儿都能选择自

己喜爱的商品并支付。教师可以参与进来,扮演顾客,询问幼儿

一些问题,如什么商品能够购买,各种商品应怎样购买,这些问

题对幼儿来说比较突然,幼儿可能会慌神,但依然会想尽全力解

决。其他幼儿也会模仿教师询问各种问题,教师也会发现各种问

题,如铵扮演收银员和扮演顾客的幼儿可能会发生争执,他们可

能没有算清钱数,可能对价格发生了疑问,此时教师应及时调解,

了解事情的整个过程,并帮助幼儿解决。当二人争执时,教师应

让他们冷静,并帮助他们分析解决。 

3.4游戏和生活结合 

在教学中,教师要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根据幼儿的表现,

解读好他们的行为,让幼儿成为真正的主体。对此,在日常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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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教师应与实际生活结合,激发幼儿的创造性,发挥他们

的积极性。此过程中,教师可以为幼儿创造一个安全、舒适、有

趣的游戏环境,让幼儿能自由地探索和发现。例如,教师可以设

置一些主题游戏区,如厨房、医院、超市等,让幼儿在模拟的生

活场景中游戏,增强他们对生活的认知,让幼儿能将所学知识运

用于实际生活中,促使幼儿创造性与积极性的发挥。 

首先,教师应为幼儿发放一些结构性的材料。让幼儿根据手

上的材料,运用自己的智慧去搭建一个完整的马路,马路中的内

容包含红绿灯标志、汽车、斑马线等等,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

些遥控的玩具小汽车,让幼儿手动操控。在游戏开始初期,幼儿

的汽车往往横冲直撞,没有规则意识,小汽车不是撞到行人,就

是互相碰撞。然后教师让游戏停下来一段时间,为幼儿讲述如何

在斑马线的道路上安全开小汽车,并让他们结合角色扮演游戏

时记住的交通规则互相讨论,此时幼儿就会加入到讨论中,幼儿

会回忆上次的游戏内容,就会逐渐意识到安全规则的重要性。

后幼儿逐渐改变了自己之前的做法,逐渐能遵守交通规则,并谨

慎地“开车”,遇见行人和斑马线也懂得了让行。 

在这一过程中,幼儿能亲身体验,会从小养成安全意识和规

则意识,幼儿会逐渐掌握各种安全知识,这样就可以使游戏化课

程与幼儿的日常生活形成紧密的联系,从而提高教育的有效性。 

3.5课程内容游戏化 

在幼儿园教学中,教师应善于将抽象的课程内容具体化,清

晰地展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更能接受,从而内化于心。教师应

当运用访问和参观等方式去深入生活,让幼儿能直接去感受,直

接去体验。例如在举办有关环保方面的游戏时,教师应首先使用

信息技术,使用多媒体课件为学生播放相关视频,可以首先让幼

儿去观看河流、山川和湖泊等被污染的视频,此时幼儿还不理解

这些内容的意义,然后教师应营造一种对比的反应差,组织学生

去公园去观看曼妙的风景,去欣赏盛开的花朵和生长的树木,这

时,教师再带领幼儿去农贸市场去看被污染的环境。经过这样的

对比后,教师应询问幼儿,为什么公园附近风景如此美好,空气

如此清新宜人,而农贸市场的环境为什么这么乱？此时幼儿就

会主动思考,他们会自觉讨论, 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而意识

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后教师还可以以此为契机,教育幼儿懂

得环卫工人的不易,学会保护环境,这样他们就会养成良好的习

惯,从小事做起。 

课程内容应当和幼儿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以游戏化

的方式展现出来。幼儿每天的生活是重复性的,从洗手、进餐、

睡觉、跑步到离开校园,每一个步骤都必不可少,同时这些日常

内容可以成为对幼儿进行教育的重要素材,教师可以设计一些

日常的小游戏,让幼儿养成良好的习惯,例如教师在讲授细菌的

危害这一内容时,教师可以设置游戏“洗手歌”,在课内外让幼

儿排练,让他们跟随音乐的节奏记住歌词内容,洗手歌的歌词

应朗朗上口,洗手歌中就包括洗手的步骤,然后在音乐的背景

中,幼儿就会意识到洗手的重要性,以后就会养成洗手的良好

习惯。同时教师还应告诉幼儿勤洗手能避免疾病的传播,能避

免病菌的侵袭,能保护身体健康。 终幼儿就会养成讲究卫生

的良好习惯。 

4 总结 

幼儿是祖国的未来,如今我国越来越重视幼儿教育,在幼儿

教育中,应当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加强创新,注重调动幼儿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才能提升教育效果,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幼儿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此时期他们的思维正在形成,对外界事

物逐渐有了感知,因此在幼儿课程中,应当根据幼儿的心理特征,

融入生活化和游戏化两种元素,让课程的形式更加自由,让幼儿

的思维得到开发,能力得到提升,提升幼儿的综合能力,促进

幼儿全面发展,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本文首先

阐述了幼儿园课程生活化和游戏化的重要意义,然后列举了

当前幼儿园课程生活化和游戏化中存在的问题, 后对幼儿

园课程生活化游戏化进行了探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希望

能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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