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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为本”理念是建立在“为了儿童”和“基于儿童”的教育实践上,它是以儿童为本的教

育观念在幼儿教育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幼儿教育中最重要的教学理念之一。在幼儿教育教学中,贯彻“儿

童为本”的理念,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尊重儿童的天性,合理利用游戏进行教学。在幼儿园游戏贯穿

幼儿的一日活动之中,对幼儿的语言、认知、情感态度、动作等技能全面健康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研究主要对和田地区A幼儿园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室内游戏在该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现状。通过

整理分析发现,室内游戏在该幼儿园应用过程中存在教师游戏化教学意识欠缺、游戏化课程设置不够合

理、教育教学中运用游戏的方式方法不当、游戏教学实效性不够等问题,据此提出四方面的建议：第一,

提高教师游戏化教学的意识；第二,合理设置游戏化课程；第三,正确地运用游戏化教学；第四,提升游

戏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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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door games in teaching under the concept of "children oriented" 
-- Take the small class of kindergarten a in Hota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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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hildren oriented" is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for children" and "based 

on children". It i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concept of children oriented educ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eaching concept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ne of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children 

first" is to respect children's nature and make rational use of games for teaching. Kindergarten games run through 

children's one-day activities and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comprehensiv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anguage, cognition, emotional attitude, movement and other skills. This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s a 

kindergarten in Hotan area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door games in the 

kindergarten's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rough sorting and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door games in the kindergarten, such as the lack of teachers' awareness of game teaching, the 

unreasonable setting of game courses, the improper ways and methods of using game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the insufficient effectiveness of game teaching. Based on this, four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irst, improve 

teachers' awareness of game teaching; Second, set up game courses reasonably; Third, the correct use of game 

teaching; Fourth,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game teaching. 

[Key words] Indoor games; Teaching; Curriculum; application 

 

引言 

“儿童为本”理念是建立在“为了儿童”和“基于儿童”

的教育实践上,它是以儿童为本的教育观念在幼儿游戏教育中

的具体体现。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说过:游戏是孩子的生命,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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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是孩子获取知识的基本活动形式。[1]游戏能为幼儿提供良好

的交往机会,同时发展幼儿的社交能力；游戏使幼儿学习及扮演

社会角色,认识自身所需的学习教具,掌握对社会的认知,通过

游戏幼儿可以从身体和社会性技能方面足以得到发展。《幼儿园

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游戏要以幼儿为中心,让他们成

为游戏的主人。[2]游戏对于幼儿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为幼儿

的成长阶段起主导作用,幼儿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接触不同的游

戏从中学到很多生活知识。幼儿园之父福禄倍儿认为：游戏是

在儿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他们能够在游戏中获得很大的满足

感,主要包括生理和心里两大方面。[3]《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中指出,儿童在幼儿园最主要、最基本的活动就是游戏。
[4]为什么把游戏作为幼儿园中最基本的活动,其主要的意思表

明,幼儿天生就是喜欢玩游戏,好奇心较强,喜欢模仿,所以通过

游戏教幼儿一些生活知识,培养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要从

游戏中学,因为游戏是幼儿教育和幼儿发展的根本所在,幼儿要

先学会游戏,然后才能学会学习。 

人们已经认可并重视游戏对幼儿的发展价值,对该研究领

域里的诸多理论进行了实践,但是关于幼儿教育教学中室内游

戏的运用现状及研究却很肤浅且并没有得到重视。至今,幼儿园

的教学中缺乏针对教育的游戏及实践,幼儿园教学形式主要还

是以教师讲授为主,方法单一,很少利用工具进行实践教学,忽

视室内游戏的实效性。本研究通过对和田地区A幼儿园小班进行

观察研究,了解室内游戏在该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现状,经

过整理分析找出目前该幼儿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为幼

儿园提高游戏化教学提供可借鉴意义。 

1 室内游戏在小班教育教学中的现状 

1.1教师运用游戏化教学意识现状 

通过对和田地区A幼儿园小班教学活动进行实地观察,了解

该幼儿园小(1)班教学活动现状,以及对小班组教师进行访谈,

更深入的了解该幼儿园小班教师对游戏化教学的理解,从而分

析教师对游戏化教学的教学意识现状。向小班的4位教师进行访

谈,其访谈内容如下： 

访谈地点：和田地区A幼儿园 

访谈对象：小班的4位教师 

访谈内容： 

问1：您认为教学活动中游戏的作用是什么？ 

师1答：我认为教学活动中游戏能够快速让幼儿集中注意力,

提高幼儿积极性。 

问2：您怎么理解游戏化教学？ 

师2答：游戏化教学是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运用游戏等方式

来达到教学目标的教学方式。 

问3：您在日常教育教学中是否会运用游戏化教学？    

师3答：我一般开展的教学内容中,游戏部分少。 

问4：您认为游戏化教学对幼儿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师4答：在幼儿调节情绪方面带来积极影响。 

由以上访谈内容可知：有部分小班教师认为运用游戏进行

教学能集中幼儿的注意力,提高幼儿的积极性,调节幼儿的情绪,

但也有部分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很少应用游戏进行教学,缺

乏游戏化教学意识。 

1.2游戏化课程设置现状 

幼儿园课程是对教学内容的类型划分、结构的规定和学习

顺序的安排。按照幼儿学习活动的范畴或课程的知识领域,幼儿

园课程一般被划分为相对独立的语言、科学、社会、健康、艺

术等五大领域。通过对A幼儿园小班教学活动实地观察发现,该

幼儿园在课程设置中把教学活动分为晨读、集体教学、户外活

动、自主活动等四个部分。该幼儿园上午教学活动时间主要

以集体教学、户外活动和自主活动为主,下午教学活动时间也

是以集体教学和自主活动为主,而在集体教学活动中主要以

语言、数学、艺术领域的学习为主,自主教学活动中以安全知

识和游戏活动为主。由此可见该幼儿园在课程设置中五大领域

的教学内容较为缺乏,游戏化课程设置较少,出现课程设置不够

合理等现象。 

1.3游戏在教学活动中的现状 

游戏是幼儿园教育中不可缺少的教学手段,而室内游戏在

幼儿教育教学中起主导作用。通过对和田地区A幼儿园实地观察,

了解该幼儿园在教学活动中室内游戏的开展情况,采用直观观

察法的方式,对该幼儿园教学活动进行观察并记录,以此更深入

的了解教学活动开展现状。如案例一所示： 

案例一： 

观察对象：A幼儿园小(3)班幼儿和教师 

观察时间：2021年5月27日 

班级人数：41 

教学活动：《狼来了》 

教学活动前：教师准备PPT课件 

教学活动中： 

首先,教师播放故事音频,要求幼儿认真聆听；其次,播放完

故事音频后,教师一边出示图片一边对幼儿进行提问；再次,让

幼儿讲述这篇故事,总结故事内容及情节；最后,结束本次活动。 

由案例一可知,教师在组织开展本次活动中,运用直接导入

的方式,展开活动过程,在活动过程中教师未按照教学目标进

行教学,其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教师忽视了此活动核心要点,

采用枯燥且单一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活动,导致幼儿积极性

不高和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造成教学效率低下。因此,在教

学活动开展中要根据幼儿的需求,开展教学活动,从而实现教

育教学目标。 

1.4游戏教学实效性现状 

幼儿是从游戏开始学习的,而游戏教学法是提高幼儿学习

兴趣的教学方式之一。通过对和田地区A幼儿园小班教学活动观

察,了解该幼儿园小班教师游戏教学活动开展现状,从而对游戏

教学实效性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如案例二、三所示： 

案例二 

观察对象：A幼儿园小(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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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时间：2021年5月24日 

游戏活动主题：《搭积木》 

班级人数：40 

活动前：教师准备20份积木 

活动中： 

由于积木数量不够,教师随机选择部分幼儿到讲台领取积

木,同时要求另一部分没有领到积木的幼儿观察其他幼儿如何

拼搭并进行评选。然而没有领到积木的幼儿根本不按老师的要

求去做而是在班里乱跑或争抢,也没有按要求进行观察,领导积

木的幼儿也没有按教师要求进行拼搭,这一现象导致教学效率

低下。 

从上述案例二可知,由于该幼儿园游戏教学材料不足,产生

不良后果。由于班里人数较多,游戏材料不够,以致于部分幼儿

无法真正参与到游戏教学中,且幼儿尚未养成良好的合作及交

往意识,导致幼儿发生争抢行为。最终,教学实效性不突出。 

2 游戏在小班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教师游戏化教学意识欠缺 

通过观察发现,和田地区A幼儿园由于缺乏专业的教师,导

致运用游戏教学方式不够丰富,专业知识不够充分,开展教育教

学的过程中,对于游戏化教学意识理解不到位,未意识到游戏教

学的内涵及真正意义。造成在教学中尚未正确的把教学方式落

实到位,忽视游戏化的教学方式,在意识中游戏和学习并不能混

合在一起。该幼儿园小班教师对角色定位不清晰,并在开展游戏

教学的活动中,没有深刻的去理解“何为游戏,为何应用游戏,

为何在游戏中达到教学目的,为何在玩中学到知识”。原因在于

教师专业能力及技能不足,缺乏游戏化教学理念,导致游戏化教

学存在许多的问题。因此,教师没有能够去探索和研究及挖掘游

戏的精神价值,忽视了游戏化教学的重要意义。[5] 

2.2游戏化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通过观察发现该幼儿园对游戏化课程的重视度不够,课程

设置中采用五大领域的教学内容较为缺乏,游戏化课程设置较

少,出现课程设置不够合理等现象。由于课程设置不够合理且分

配的时间较短,导致幼儿自主游戏空间受到了限制。在教学活动

中即使是幼儿玩游戏,但是很多情况下处于被游戏的状态。该幼

儿园在设置小班课程上游戏教学活动较少,种类不丰富,没有足

够的时间让幼儿自己动手操作时间及空间。游戏化课程当中教

师角色定位不当,以教师为中心,幼儿没有自主权,也没有更好

的体现出游戏的自主性特点。环境创设的不到位,游戏的投放材

料单一,设置的教学活动不适合幼儿的年龄特征,这阻碍了幼儿

发展的空间。 

2.3教育教学中运用游戏的方式方法不当 

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教师应该正确把握游戏教学的方式方

法,也要把握好如何用游戏的形式开展教学。通过进一步的观察

发现该幼儿园在开展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忽视活动核心要点,

采用枯燥且单一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导致幼儿积极性不高且

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造成教学效率低下。因此,在教学活动开

展中教师要根据幼儿需求,应当以角色游戏的形式开展活动,并

且把游戏融入到教育的过程中,使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教育教

学目标。 

2.4游戏教学实效性有待提高 

游戏是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幼儿的健康成

长也离不开游戏。通过观察发现A幼儿园小班教学内容较为单一,

游戏教育教学时间短,布置的室内游戏教学内容比较少。然而在

A幼儿园小班教学中存在游戏材料不足且类型不齐全,产生游戏

教学效率低下,教学方式灵活性不够,种类少,导致了游戏在教

学实践中的应用不充分,无法有效实现教育目标。 

教师作为教育的引导者应灵活的运用游戏化教学方式。游

戏是幼儿了解彼此的语言,通过游戏幼儿可以表达出内心的想

法,有利于身心健康方面的发展,但在幼儿园教师对室内游戏教

学的引导不够明确,分配的游戏教学时间不足,找不到活动中的

乐趣,导致教学实效性不够等问题的发生。 

3 室内游戏在小班教学中效应用的建议 

3.1提高教师游戏化教学的意识 

为优化游戏教学,教师应改进教学模式,转变自身的观念及

意识。在幼儿园里重视游戏化教学环境,这离不开教师的指导及

布置。所以做好充分的工作准备,为幼儿提供有利的条件。教师

应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提高游戏化教学的意识。[6]树立好正确

的游戏教学意识及理念进行指导,提高幼儿的全面发展。要得到

较好的学习效率,合理安排游戏时间和空间,学好游戏化教学技

巧,合理运用游戏材料,丰富幼儿体验,提高教学质量及效率。 

教师要注重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创设良好的游戏环境。教

师作为教学的开展者,因要创设游戏环境,提高学习气氛,激发

幼儿的热情,活动准备前合理计划教学方式,结合幼儿的学习和

接受能力的需要,按照幼儿的实际情况,进行准备及开展活动。

尊重幼儿的需求,这使幼儿能够愿意参与活动,还要考虑幼儿的

实际动手能力。如果幼儿在操作过程中遇到困难,作为教师要适

当地给予鼓励、帮助、指导,这有助于幼儿动手操作能力的发展。

教师通过各种教学资源软件丰富自己的游戏化教学手段,有利

于提高自身专业素养。 

3.2合理设置游戏化课程 

在课程设置中要多以游戏教学活动作为主体,避免模式单

一的游戏教学。在游戏化教学中,教师适当丰富游戏内容,激发

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能够有效提高幼儿创造力。在教学实践

过程中,教师应不断地对游戏进行优化及改造,激发幼儿对游戏

的积极性。为了保证游戏化课程的合理设置,教师要充分考虑教

学内容及幼儿的实际情况,也要考虑游戏与课程内容的联系性。

它可以保证游戏的趣味性,可操作性,还可以保证给予幼儿足够

的时间和空间,让幼儿独立完成。在游戏中学习,在游戏中锻炼

幼儿,可以提高幼儿的想象力,培养创造力和综合素质能力。 

3.3正确地运用游戏化教学 

教师应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开展活动,游戏与教学相结

合。在幼儿园教育过程中,幼儿兴趣的培养离不开游戏活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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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要重视这一点。在进行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游戏与教学相

融合,这样可以提升幼儿的学习积极性。注重采用多元化的教学

模式开展工作,这样才能激发幼儿的热情,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

能够引发幼儿的集中力,更加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并能促进幼

儿的全面发展。教师应创新教学方式及意识。在进行游戏活动

准备工作的时候,教师不能忽视游戏的创新性。改进教学方式,

重视游戏教学给幼儿带来的深刻意义,值得教师去探究。在给幼

儿讲授的过程中,能够充分考虑幼儿的年龄特征及兴趣,要选择

幼儿喜欢的游戏进行教学。因此,通过游戏,幼儿在活动中可以

找到自身的发展方向,这有助于提高幼儿的发散、想象、思维、

动手等能力及培养创新意识。 

3.4提升游戏教学的实效性 

教师应丰富游戏教学材料,避免出现游戏教学材料不足现

象,保证幼儿每人一份,提高游戏教学效率。在游戏教学中,想要

提升游戏教学的实效性,必须合理运用游戏教学材料,把游戏材

料与活动的内容相结合。教师要发挥自己的指导作用,积极引导,

激发幼儿的参与性,并培养幼儿的创新性思维。教师应充分学习

关于幼儿园游戏教学资料,为顺利开展游戏化教学,创设良好的

教学环境,激发幼儿的兴趣,提高游戏教学实效性做好充分的准

备。[7]教师应创设良好的游戏环境,着重考虑幼儿全面发展。在

游戏化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幼儿自身发展特点合理创设游

戏教学情境,确保游戏情境适合幼儿的实际生活,这样可以提高

游戏教学的效果及质量。[8]此外,教师为幼儿创设一个良好的游

戏空间,让幼儿在生动有趣、直观形象的游戏环境中找到乐趣并

快乐的学习,并能不断提高语言、情感态度、动作等方面的技能。

教师应提升主题教学的实效性。在游戏教学中,如果教师要进一

步提升主题教学的实效性,可以在游戏中融入合适的音乐,增强

游戏的趣味性,从而可以有效的激发幼儿的积极性。利用多媒体

设备播放一些儿歌,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完成所布置的

任务,这样可以打破传统教学的枯燥乏味,使教学氛围更加活泼,

有利于提高幼儿的理解能力。[9]通过播放乐曲,引导幼儿理解音

乐内容,体会音乐乐趣,让幼儿跟着音乐节奏进行创编,这不仅

有助于幼儿肢体的协调发展,还可以发展幼儿的创新能力。 

4 结语 

本研究是以“儿童为本”的理念下,将幼儿园小班的室内游

戏在教学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具体化。对室内游戏教学活动进

行观察,在结合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观察,对A幼儿园小

班教师在运用游戏化教学、游戏化课程设置、开展室内游戏教

学活动以及游戏教学实效性等方面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通

过观察及对收集资料的整理,对其进行了原因分析,明确了在开

展小班室内游戏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针对现存问题从四

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为A幼儿园小班在室内游戏教学

中提供可完善性的建议。 

鉴于个人知识储备量不足,能力有限,选取的研究范围有一

定局限性,导致研究不够深入,适用性不够广,需要进一步完善。

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幼儿教师树立正确的游戏教学意识及理

念,不断地改善教学模式,加强游戏化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及效

率提供了可操作性建议,也为幼儿创设良好的发展空间,让幼儿

在游戏中健康快乐的成长提供了有益参考。同时,希望本研究能

为其他幼儿园今后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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