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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游戏的研究领域里，关于青少年对教育游戏的运用已经得到广泛的关注，形成许多的

理论并且进行了较多的实践，但关于幼儿教学中运用教育游戏的研究却还没有得到重视。目前幼儿园

的教学中也比较缺乏针对教育游戏进行的实践。在国内特别是中小城市，幼儿教学形式主要还是以教

师讲授和传统游戏为主，很少利用教育游戏这种教学工具。本文主要是以文献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

结合幼儿园实际情况加以分析研究，希望能够为推动幼儿园的教学改革提供一点帮助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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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educational games，the use of educational games by teenagers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many theories have been formed and more practices have been carried out，but the research on the 

use of educational games in preschool teaching has not been paid attention to. At present，there is also a lack of 

practice for educational games in kindergarten teaching. In China，especially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he teaching form of early children is mainly taught by teachers and traditional games，and educational games are 

rarely used as teaching tools. This paper is mainly based on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kindergarten to analyze and study，hoping to provide some help and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teaching reform of kindergarten. 

[Key word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game education；teaching mode 
 

1.幼儿教育游戏的特点 
在幼儿教学中使用的教育游戏与其他年龄段的教育游戏

有很多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1 趣味性 

趣味性是游戏设计者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如果游戏不好

玩，幼儿就不能被吸引到游 戏中，良好的教学效果也就无从

谈起。例如：《小蓝线索（Blue's Clues）系列儿童软件 之

吹泡泡》，通过对比肥皂泡的大小帮助幼儿理解物体大小的属

性。游戏中，画面上每次 出现两个肥皂泡，卡通主角会不断

吹出新泡泡，幼儿需要把吹出的这个泡泡与开始那两个 进行

对比，判断它们是一样大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由于“吹泡泡”

本身就是幼儿喜爱的一 种活动，所以幼儿对这款游戏非常喜

欢。 

1.2 目标性 

运用幼儿教育游戏时应能提高幼儿某方面的能力，这是运

用教育游戏进行教学的最终 目标。画面、内容、声音等的设

计都应围绕这个目标而展开。例如：一个优秀的彩色绘图 软

件《小小毕加索》，它能提供直观丰富的绘图工具，使游戏和

教学融于一体，极具声光 变化的整体设计具备很强的娱乐效

果，同时还提供方便的输入输出设计，可以让孩子们随 意发

挥创意的同时轻松打印出自己的作品欣赏，更加提高了孩子们

的绘图兴趣；又如《动 画数学（Animated Math）》，是一款

帮助幼儿学习 0-9 数字和简单加减法运算的游戏软件，特别

适合 3-6 岁幼儿使用。这个游戏的动画效果生动且贴近生活，

能够促使幼儿产生对数 字学习的兴趣，如果每一次答对了都

会出现同答案数量相同的动画形象，既激发了幼儿的 兴趣又

加深了幼儿对学习内容的记忆。 

1.3 自主性 

皮亚杰主张让幼儿自由的探索﹑发现﹑尝试错误，从而学

到生活的技巧与知识，利用 适当的教育游戏可以实现这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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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幼儿在游戏操作中自己掌控学习过程，能够进行 自

由的探索和交流，不断地获得感受和体验。在这方面，一个美

国软件《Wiggleworks》 就做得很好。在玩这个游戏时，幼儿

可以自由选择字﹑人物﹑图形，可以自己造句﹑编故 事。游

戏过程中孩子不知不觉熟悉了字与物的关系，开始认识并学习

如何阅读，并且可以 发挥自己的想像编故事，较好的体现了

游戏的自主性。 

1.4 交互性 

能够与孩子产生良好互动的游戏才是一款好的幼儿教育

游戏，好游戏应该能让孩子主 动参与游戏而不是被动的接受，

这样才能体现出教育游戏的价值，实现教育者的目的。例 如

一个罗马尼亚游戏《跳转学校》，讲的是在地下有一个干净整

洁的老鼠洞，洞中住着一 群热爱音乐的“艺术老鼠”，它们

组建了一支有趣的乐队。游戏中，不管用鼠标点击哪个 位置

的老鼠，都会发出不同的音符；如果点击功能按钮，还会播放

好听的歌曲；还可以录 下自己即兴弹奏的曲子……这个游戏

将人机互动发挥的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良好的互动 性对游

戏的重要性。用这种游戏方式进行教学，孩子们自然会对音乐

产生浓厚兴趣。 

1.5 操作简易性 

相比其他年龄段使用的教育游戏，幼儿教育游戏在操作上

的简易性不可忽视。幼儿使 用的游戏的规则和操作方法都不

能太复杂，否则会直接影响孩子的体验，即使内容再好，教学

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国外的游戏设计者做得更好一

些。一些优秀的英文游 戏，即使使用者的英语水平并不高，

甚至完全不懂英语，也不影响他们对这些软件的使用，语言不

会成为孩子们使用它的障碍。 

2.教育游戏在幼儿教学中的应用优势 
将教育游戏运用在小学和中学时最大的障碍是游戏内容

不一定和课程内 容一致，并且在游戏中培养的能力不一定有

助于通过升学考试，不一定能得到学校教育主 管部门的认可。

而幼儿园设置的课程没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教学效果不需要与

考试成绩挂 钩，所以在幼儿教学中运用教育游戏存在很大的

空间，因此我们说这是教育游戏适合在幼 儿教学中运用的原

因之一。 

2.1 寓教于乐，被动学习 

幼儿教学涉及的知识内容简单、形象，本身就具有一定的

游戏成分，非常适合用来 制作成教育游戏，使教学和游戏达

到较好的结合。反观中学、大学、成人教育，学生学习 的知

识抽象复杂，逻辑性强，转换成游戏后大部分都显得过于生硬，

有的甚至仅仅是课本 内容的复制。而且这些知识内容都是需

要主观努力才能理解学习到的，而使用游戏是为了 寓教于乐，

恰恰是不需要主观努力的，所以说教育游戏特别适合在幼教中

使用。 

2.2 生动形象，善于理解 

教育游戏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早期教育，而且还解决了传

统教学模式中难以解决的 一些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老师和

家长会告诉孩子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如不要把手放在开 水壶

上以防烫到，不要触摸电源等。这些事带有危险性，不能让孩

子亲身去实验，而利用 游戏就可以完成对这些事件的模拟。

例如在游戏中让摸电源的小卡通人物表现出痛苦的表 情来警

示孩子，以后他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另外，利用游戏可

以还让孩子学会诸如 乘车、垃圾分类等社会行为，并在日常

生活中加以运用。 

2.3 促进智力发展 

相对利用书本、模型、图片等常规教具进行教学的普通教

学方式，教育游戏具有无可取代的交互性，并且 可以进行个

性化教学；同时，在教学环节上，无论是信息呈现、信息反馈、

激起反应、控 制反应、评价诊断，教育游戏都具有明显的优

势。游戏中包括动画、文字、图象、声音、色彩等信息，这是

再好的书本也无法替代的综合传递的信息功能。因此它既适合

幼儿园单 科课程的教学，又有利于幼儿园对教学课程的整合。

游戏画面带来的视觉冲击，游戏主人 公的解说和背景音乐的

听觉冲击，多种信息共同产生刺激促进幼儿智力发展，对在游

戏中 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思考，尝试用各种方法解决问题，

使幼儿以主导者的身份真正控制自 己的学习过程，这是传统

的教学方式所不能实现的。 

3.幼儿教学中运用教育游戏的模式及其选择 
3.1 合作学习模式 

合作学习模式是指在教学中，由多个幼儿针对同一学习内

容彼此互动和合作，以达到 对教学内容比较深刻理解与掌握

的过程。一些非常成功的和有影响的研究已经证明，计算 机

教学能够支持幼儿以小组的形式主动投入学习和反思。教育游

戏支持有目的的学习建 构，为幼儿提供开展合作学习活动的

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多个幼儿共同完成某个游戏中 的任务，

他们发挥各自的认知特点进行分工合作，互相帮助、互相争论、

互相提示、互相 学习。通过共同总结，得到丰富的知识经验。

在这种学习模式中，每个幼儿都需要与其他 人讨论，交流彼

此的观点并且共享集体的智慧。一些研究表明，幼儿在使用电

脑时并不喜欢完全由自己一个人操作，而是希望有一两 个同

伴和他一起玩。有了问题他们也往往愿意小伙伴们之间互相讨

论帮助解决而不是首先 询问老师。孩子们在一起玩游戏时会

制订规则轮流上机操作，而且会热烈地讨论，这样在 不知不

觉中就学会了合作，发展了口头表达能力。因此教师应积极为

幼儿创造小组合作学 习的条件，应当允许孩子们在使用教育

游戏时互相交流与示范。在使用这种模式时，教师应先讲解游

戏的基本操作方法和需要注意的问题，然后让幼 儿分组进行

操作教育游戏。幼儿在操作过程中进行讨论交流，从而使绝大

多数孩子得到参 与学习的机会。在上课过程中，教师应关注

幼儿的操作过程，提供及时帮助，对幼儿进行 有针对性的辅

导，对操作中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和见解可以在全班讨论交流。

这种教学模式 使幼儿在轻松的环境中获取新知识，能够促进

幼儿的合作意识和社会交往能力；教师也能 够及时收集到幼

儿的学习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教学方案，使之更符合幼儿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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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能力。另外，教师应注意上机前对幼儿进行合理分组，

制定上机规则，从而有效控制课堂秩序。 

3.2 教学示范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主要适用于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初期，特别是

幼儿知识储备较少，需要学 习一些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时

候。在示范教学中，有经验的教师不是呆板地反复讲述例 证，

而是灵活选择适当时机使用教育游戏。通过对游戏的操作，激

发幼儿创造性学习的热 情和兴趣。在示范教学中应注意配合

其它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模仿学习中尽可能应用分析、比较、

抽象、概括、推理和探索新情景等多种思维方式，以克服示范

教学法的保守性。使用这种教学模式时，教学仍以教师为中心，

面向全体幼儿讲授教学内容。教育游戏 的作用表现在根据教

师教学的需要提供形象、声音、语言文字等资料，同时幼儿能

够利用 游戏获得相应的体验。这时，学习的过程仍然在教师

的控制下进行，与传统授课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光是教师讲解、

演示，幼儿也要在教学过程中操作游戏，获得感知和体验，同

时 适时穿插教师对幼儿的讲解辅导以完成教学。这种讲解、

演示、练习、辅助穿插进行的课 堂结构更能体现以教师为主

导、幼儿为主体的教学原则。虽然这种教学不能做到一人一机 

完全实现个性化教学，但仍可以发挥游戏的互动功能。教学中

可以请幼儿操纵键盘或鼠标 进行教学游戏，然后讲述游戏过

程。人机互动是游戏的一个突出特点，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可

以激发幼儿的学习热情，使教学活动更有实效。在这种教学模

式下，通常，教师应利用游戏为幼儿设置一些与教学知识点有

关的问题，也就是一种游戏形式的“关卡”，让幼儿在活动中

能够发现问题，动脑筋想办法，进行主 动的探究，最后解决

问题。同时在游戏环境下，计算机与每位幼儿间形成“循环反

馈交 互”，即幼儿给出一个答案，计算机做出判断并给予反

馈，如果答案不正确则要求幼儿重 新进行操作，计算机再给

予反馈。这是利用教育游戏教学所特有的有效的互动形式，也

是 其他教学形式所无法比拟的。这种学习方式取代了以往我

们对幼儿答题的判断形式，使幼 儿充满了新奇感。幼儿在学

习过程中可以尝试错误，进行自我修正；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 

内容反复练习；可以根据自己对知识的掌握情况选择游戏内

容。他们在活泼有趣的情境中 完成了教学目标，同时自我学

习的能力也不知不觉的提高了。 

3.3 个别辅导模式 

这种模式是根据教学的需要，由幼儿单人单机操作，充分

利用教育游戏交互性强，双 向传递信息的特点，教师进行个

别化指导，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能够较好地解 决了

幼儿的差异性问题。《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幼儿

教育应关注个别幼儿差异，促进每个幼儿富 有个性的发展。

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幼儿的学习在计算机上完成，单人单机使

学习不再是 集体性的，而是由个体独立完成。与其他教学形

式相比，这种形式可以面向不同层次的幼 儿。每位幼儿可以

按照自身的学习能力、知识经验进行新知识的学习，避免了传

统教学中 教师统一讲解、统一要求的“一刀切”现象。在有

限的活动时间内，给不同层次的幼儿充 分学习的条件与机会，

使其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

同时 这种个别辅导教学模式也使教师有时间更详尽的观察幼

儿，从而对幼儿的指导更有针对 性。由于不受固定模式约束，

这种教学模式能使幼儿在独立操作的同时产生大量疑问，从 

而产生对知识的渴求，进而引导幼儿寻找新方法，解决新问题，

提高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思维也由单一性转向多向性，

有助于幼儿克服思维定势，培养幼儿的创造性思维。 

4.总结 
在幼儿园开展教育实验的过程中，笔者通过观察课堂教学

和听取幼儿教师的反馈意 见，总结出在教学中应特别注意的

几个问题，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幼儿教师使用教育

游戏的 目的是实现预定的教学目标。教师往往希望幼儿的表

现符合教学目标的要求，而这样做的 结果往往减轻甚至忽略

了教育游戏的娱乐性，幼儿难以体会到游戏的真正乐趣。因此

笔者 认为在应用教育游戏的过程中，应该兼具教育性与娱乐

性，真正做到寓教于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教育游戏在幼

儿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关于教育游戏在幼儿教学中的应

用，近年来已经逐渐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研究和重 视。本文

也主要是以文献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结合幼儿园实际情况

和本人的观点加以 分析研究，希望能够为推动幼儿园的教学

改革提供一点帮助和借鉴。我相信，在幼儿教学 中运用教育

游戏的教学活动，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重视，也会有更多

的学者和幼儿教 育工作者投入到这个问题的研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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