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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teaching	mode,	gamified	 teaching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because	of	 its	 interactive,	 interesting	and	 immersive	characteristics.	The	 introduction	of	gamification	 teaching	 into	
children&#039;s	mathematic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helps	to	mobilize	children&#039;s	interest	in	learning,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039;s	mathematics	core	literacy.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value	in	
preschool	mathematic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and	then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situation	of	gamification	teaching	in	kindergarten	
mathematic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optimizing	game	design,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form,	perfecting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three	aspects	practice	strategy	and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education	idea,	strengthen	teacher	 training,	rich	 teaching	
resources,	strengthen	home	education	put	forward	further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kindergarten	
better	gamification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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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游戏化教学作为一种新兴教学模式凭借其互动性、趣味性和沉浸式特点正在幼儿教育领域得到越来越多关注和应用。将游
戏化教学引入幼儿数学启蒙教育有助于调动幼儿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幼儿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本文首先阐述了游
戏化教学在幼儿数学启蒙教育中一些应用价值然后分析了幼儿园数学启蒙教育中游戏化教学的应用现状在此基础上从优化
游戏设计、创新组织形式、完善教学评价三个方面提出了实践策略并从转变教育理念、加强教师培训、丰富教学资源、加
强家园共育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建议以期为幼儿园更好地开展游戏化数学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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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教育信息化不断推进和学前教育改革日益深化如

何更好地落实幼儿园教育教学新理念促进幼儿全面发展成

为当前学前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游戏化教学作为一种新兴

教学模式通过将游戏机制融入教学过程激发学习兴趣营造

沉浸式体验已在中小学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学前教

育工作者也开始尝试将游戏化思维引入幼儿教学特别是在

幼儿数学启蒙教育领域游戏化教学凭借其独特优势为提升

教学效果、培养幼儿数学素养提供了新路径。

2�游戏化教学在幼儿数学启蒙教育中的应用
价值

2.1�符合幼儿年龄特点调动学习兴趣�
游戏是当前最符合幼儿身心特点的活动方式，将游戏

化思维引入数学启蒙教育把抽象化的数学概念与具体游戏

情境内容相结合设置富于挑战性的任务关卡最后给予及时

鼓励反馈能充分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在游戏化学习体

验中幼儿主动探索主动学习、愉快体验学习效果事半功倍，

在游戏化教学中契合幼儿年龄特点顺应幼儿学习内在需求

是调动数学学习积极性开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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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突破传统教学局限创新教学模式�
传统幼儿数学教学普遍存在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

和教学方式单一乏味等问题，过度强调小学化急于让幼儿掌

握知识技能而忽视学习质量和幼儿感受简单机械训练难以

调动学习积极性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亟需从理念到实践

进行革新，游戏化教学为突破传统教学瓶颈提供了新思路。

相较于灌输说教富于趣味和互动的数学游戏更能调动幼儿

主动性让幼儿在游戏体验中实现自主学习。游戏规则使幼儿

置身问题情境激发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内在动力

培养质疑探究精神，游戏任务完成给予幼儿成就感增强学习

数学的信心。

2.3�有利于提升教学效果促进能力发展�
游戏化教学能针对幼儿数学学习薄弱环节有的放矢地

指向教学效果提升，其理念强调目标驱动游戏任务和关卡设

置紧扣教学目标引导幼儿在游戏中掌握特定知识技能，即时

反馈机制能及时诊断评价幼儿游戏行为和学习表现帮助发

现问题调整策略，智能化反馈系统能精准刻画幼儿学情为个

性化学习提供依据。游戏化教学避免了传统教学盲目性聚焦

育人目标关注学习过程增强教学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数学

游戏对多种关键能力培养具有独特价值，游戏中幼儿参与推

理论证培养逻辑思维动手操作实践锻炼动手能力小组互助

探究增强协作交往能力。游戏化教学为幼儿搭建施展才能、

展现自我，在愉悦氛围中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注重能

力培养是游戏化教学题中应有之义在知识习得与能力培养

良性互动中促进幼儿核心素养更加全面均衡发展。

3�幼儿园数学启蒙教育中游戏化教学的应用
现状

3.1�游戏化程度不高浅层化运用突出�
虽然教师意识到游戏在数学教学中有价值但受传统观

念影响游戏化教学尚未得到充分运用，多数教师将游戏作为

课堂调味剂游戏与教学目标联系不紧密停留在浅层玩中学

阶段未将游戏作为主要学习方式的成效难以彰显，造成这一

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幼儿园对游戏化教学重视不够。在应试

教育导向下部分幼儿园追求小学化看重知识强化训练忽视

幼儿学习方式转变，教师缺乏游戏化教学专业培训游戏设计

开发能力不足评价反思意识淡薄，外部推力不足、内生动力

乏力游戏化教学创新动力不足实施质量和成效打折 [1]。

3.2�游戏设计趣味性不足游戏类型单一�
幼儿数学游戏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的趣味性，

调查显示当前数学游戏普遍存在趣味性不足问题难以充分

调动幼儿参与热情，部分游戏形式枯燥、内容单调缺乏奇思

妙想幼儿兴致索然，有一些游戏虽与数学知识相关但情节设

计生硬与幼儿生活经验脱节代入感不强，游戏界面设计粗糙

形象刻板缺乏美感降低游戏体验。任务规则设置过于简单或

复杂未把握幼儿最近发展区造成挑战性缺失或难度过大，语

言说明不够生动形象操作不够简单友好也影响游戏吸引力，

游戏类型方面趣味性练习类游戏较为常见探索性、创造性游

戏相对较少。

3.3�游戏与教学目标衔接不紧密针对性不强�
理想数学游戏应与教学目标紧密衔接高度关联，游戏

设计要坚持目标导向围绕数学核心经验将游戏与数学知识、

能力习得有机统一，然而当前游戏化教学在游戏与目标衔接

上还存在薄弱环节， 部分教师对游戏化的教学理解片面认

为就是玩一玩对游戏教学目标认识模糊，游戏设置与教学目

标联系不紧密对数学能力发展缺乏针对性。有些教师为追求

课堂气氛盲目引入与教学无关的游戏沦为无用点缀，泛泛而

谈寓教于乐却未将游戏作为教学重要载体和途径削弱游戏

教育功能，游戏内容与幼儿认知水平不匹配问题也凸显，有

些游戏虽与教学主题相关但对幼儿数学认知发展的重视不

够内容脱离幼儿生活经验和已有表征超越认知理解范围或

停留在感性思维层面对逻辑思维发展促进不力忽视游戏内

容的选择科学性无法发挥最佳效力 [2]。

4�游戏化教学在幼儿数学启蒙教育中的实践
策略

4.1�优化游戏设计强化数学启蒙内涵�
融入数学启蒙元素强化核心概念习得，在数学游戏设

计中将分类、序列、一一对应等数学核心经验融入游戏情境

和规则中，通过实物操作、图片分类等游戏引导幼儿在直观

动手中感知事物特征在游戏体验中建构数学概念实现由具

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循序渐进内化数学核心概念，设计

开放性游戏情境培养探索创新能力。创设贴近生活、富于趣

味开放性游戏情境鼓励幼儿自主观察、推理和解决问题形成

个性化方案，启发引导幼儿突破思维定势在宽松游戏氛围中

敢于展现自我、交流碰撞激发创造性思维。

4.2�创新游戏组织形式提升实践效果�
开展自主性游戏发挥幼儿主体作用，尊重幼儿游戏自

主性在数学区、游戏区投放丰富游戏让幼儿自主选择探索，

教师创设游戏情境适当预留自主游戏时间引导幼儿创编游

戏增强参与感和自豪感，幼儿在自主游戏中按节奏主动建构

经验教师充当支持者、合作者角色幼儿主体性和游戏兴趣得

以充分发挥。组织小组合作游戏培养协作交往能力，引导幼

儿结对探究、分组合作通过头脑风暴、小组讨论等就游戏任

务开展协商对话学会倾听、表达感受合作与责任，开展组间

游戏比拼激发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小组合作游戏搭建交

往桥梁同伴互助创设最近发展区推动数学能力和社会性共

同进步。

4.3�完善游戏化教学评价注重反思优化
构建多元评价指标体系关注能力评估，围绕知识、能力、

情感等维度构建多元化游戏化教学评价指标，评价兼顾过程

与结果关注幼儿游戏中一些问题解决、策略运用、团队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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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键能力表现将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结合引领幼儿能

力不断提升， 运用游戏化评价手段提高评价趣味性，采取贴

近幼儿生活趣味化的评价方式如情绪贴纸、扮演小老师、评

选游戏小能手等在轻松愉悦中实现评价。游戏化评价拉近了

评价与幼儿距离成为游戏学习的有机组成，重视评价反馈促

进游戏化教学优化，建立评价反馈机制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

幼儿在区角游戏后一对一交流体验和集体游戏后组织分享总

结鼓励自我完善，教师针对评价反思教学得失优化游戏设计

将评价大数据纳入幼儿成长档案分析为因材施教提供参考，

良性评价反馈推动幼儿自我完善、教师自我提升 [3]。

5�提升幼儿数学游戏化教学实践成效的优化
建议

5.1�转变教育理念凝聚游戏化教学共识�
幼儿园要转变传统教学理念树立正确的游戏化教学观

将其作为提升幼儿数学素养，重要抓手摒弃游戏无用论和游

戏低效论等错误认识，园长和教师要在理念上形成共识和家

长要予以正确认知和支持形成合力为游戏化教学营造良好

园所氛围，游戏化教学要获得成功必须深化教育观念更新形

成园内外共识和合力提升幼儿学习兴趣，幼儿园要树立科学

儿童观和教育观尊重幼儿天性遵循身心发展规律摒弃小学

化应试化倾向真正把游戏作为幼儿的基本活动方式作为幼

儿学习、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加强理念引领通过教研活动、

经验交流等统一思想形成游戏化教学办园共识，同时注重家

校沟通向家长宣讲游戏化教学一些科学内涵消除游戏无用

论赢得家长理解与支持，唯有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营造良好园

所氛围游戏化教学才能在幼儿数学教育中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

5.2�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游戏化教学设计能力�
教师是游戏化教学设计者、组织者和引导者，我们要

加强教师培训，教师专业素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游戏化教学

的成败，面对新理念、新趋势教师要主动更新知识结构提升

自身素质，幼儿园要加大教师培训力度通过专题讲座、案例

分析、研讨交流等方式帮助教师掌握游戏化教学理论基础，

同时注重教学设计能力，培养通过研修共同体、教学比赛等

引导教师探究游戏化教学有效策略提高融合数学内容、设计

优质游戏的实践能力。园所还要完善教研机制定期开展公开

观摩、评课议课活动发挥骨干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教师在实践

反思中不断成长，唯其如此教师才能胜任并驾驭好游戏这一

幼儿教育主战场。

5.3�丰富教学资源为游戏化教学提供支持�
优质教学资源是开展游戏化教学的重要保障，幼儿园

要加强数学游戏资源建设，开发设计形式多样、类型丰富的

数学游戏满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能力水平幼儿需求，注重

游戏的可延展性增强资源的适用性和灵活性，同时加强与外

部机构合作引进优质游戏资源和拓宽资源获取渠道，一直以

来优质教学资源都是游戏化教学最主要的物质基础，园所要

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游戏化教学硬件设施创设功能丰富、类型

多样的数学游戏资源。大力开发富有园所、地域特色的原创

性数学游戏让幼儿在熟悉情境中探索数学，积极引进国内外

优秀数学游戏软件借鉴前沿理念丰富拓展资源类型，同时发

挥教师集体智慧利用身边可操作的材料开发设计趣味性强、

针对性强的教学游戏，加强资源共享应用搭建园所、区域性

资源共享平台实现优质游戏资源共建共享、辐射带动以资源

助力幼儿数学游戏化教学优质均衡发展。

5.4�加强家园共育拓展游戏化教学阵地�
游戏化教学不应局限于幼儿园内要注重发挥家庭教育

独特作用拓展游戏化教学阵地，加强家园互动引导家长正确

认识游戏教育价值和普及游戏化教学理念，定期向家长推送

优质数学游戏指导家长与幼儿开展游戏互动在家庭中营造

数学游戏氛围让游戏化学习在园内外得到延续和拓展，家庭

是幼儿园教育的延伸，游戏化教学要充分利用家庭资源拓展

园外学习阵地，加强家园互动并开展亲子数学游戏活动引导

家长利用生活化材料和场景与幼儿一起开展游戏探究。

6�结语

游戏化教学为幼儿数学启蒙教育变革带来了新的契机

和可能。在实践应用中，我们要立足幼儿身心特点，遵循数

学教育规律，不断优化完善游戏化教学实施策略，切实提升

教学实效，这需要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不懈探索、孜孜以求，

围绕游戏设计、组织实施、评价反馈等环节，深入研究规律，

积极创新方法，在实践锤炼中探索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园所要树立科学教育教学理念，鼓励和支持教师大胆尝试、

勇于创新；家长要转变教育观念，摒弃游戏无用论，做好配

合与延伸；社会各界要加大投入，为游戏化教学提供人力、

物力、财力等多维度支持与保障。唯有凝聚共识、整合资源、

形成合力，游戏化教学才能真正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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