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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s	also	
constantly exploring and innovating. Kindergarten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social attention, because it undertake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cultivating future pillars of societ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ing mode, the 
impact	o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the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the	challenges	and	successful	cases	in	the	context	of	gamificatio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se	aspects,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gamified	teaching	
mode	i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provide	more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 teaching in th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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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园教学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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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领域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幼儿园教育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承担着
培养未来社会栋梁的重要使命。论文旨在探讨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园教学模式的演变、对幼儿发展的影响、在实践中的应
用、面临的挑战以及成功案例。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内容进行全面分析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游戏化教学模式在幼儿园
教育中的作用和意义，为新时期幼儿园教育教学未来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更多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

课程游戏化；幼儿园；设计原则

【作者简介】于书艳（1971-），女，中国山东德州人， 

本科，高级教师，从事学前教育研究。

1�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当今

幼儿的学习需求。而如何创新幼儿园的教学模式，让幼儿在

快乐学习中获得更全面的发展，成为摆在教育者面前的重要

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游戏化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并逐渐

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论文将从游戏化教学模式的演变、

对幼儿发展的影响、实践中的应用、挑战与解决方案以及成

功案例等方面展开探讨，旨在为幼儿园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

有益的借鉴和思路。

2�幼儿园教学模式的演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理念的更新，幼儿园教学

模式也在不断演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以灌输式教育为主，重

视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幼儿个体差异的尊重和发展潜能的

培养。随着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发展，人们对幼儿认知

和学习规律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开始逐渐意识到幼儿的学习

需要更多的互动和体验。因此，幼儿园教学模式逐渐从传统

的灌输式教育转变为注重体验和互动的教学模式。而游戏化

教学模式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理念，正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

注，并在幼儿园教育中得到应用 [1]。

3�课程游戏化教学模式对幼儿发展的影响

游戏化教学模式作为一种融合了游戏元素和教育元素

的教学方式，对幼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游戏化教学模

式能够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通过将学习内容融入

生动有趣的游戏场景中，幼儿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

学习，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游戏化教学模式有利于

培养幼儿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许多游戏化教学活动需要

幼儿在游戏中相互合作、分工合作，这有助于培养幼儿的团

队意识和沟通能力；游戏化教学模式能够促进幼儿的认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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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情感发展，在游戏化教学的过程中，幼儿需要进行思维

活动、情感交流，从而促进他们的认知和情感发展；游戏化

教学模式还可以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许多

游戏化教学活动需要幼儿动脑动手，通过解决问题、创造新

的游戏规则等方式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课程游戏化教学模式在幼儿园教学中的实践

4.1�游戏化教学模式的设计原则
4.1.1 以幼儿为中心

教学设计的第一原则是以幼儿为中心。幼儿的认知发

展特点决定了教学内容和形式应该贴近幼儿的认知水平和

兴趣爱好。在游戏化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设置角色扮演、

游戏关卡等元素，让幼儿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获取知识，提

高专注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4.1.2 融入趣味性
趣味性是游戏化教学的核心特点之一。教育游戏应当在

知识传递的同时融入趣味性，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

习。在数学教学中，需要设计成数学竞赛的形式，让学生在

竞争中学习，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而在语文教学中，可以

设计成角色扮演的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体验语言的魅力 [2]。

4.1.3 强调合作与竞争
游戏化教学强调合作与竞争的双重机制。在游戏中，

学生既可以和他人合作，共同完成任务，也可以在竞争中获

得成就感。这种设计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

识，使他们在游戏中学会尊重他人、团结协作，同时也激发

个人的竞争动力。比如，设计成团队合作的解谜游戏，让学

生在合作中学习，共同成长。

4.1.4 注重反馈和激励
游戏化教学注重对学生的及时反馈和有效激励。在游

戏中，学生可以通过得分、升级等方式得到反馈，这种及时

的反馈能够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激发他们的学习

兴趣。同时，游戏中的奖励机制也能够激励学生不断进步，

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在学习过程中，设置成就系统，让学生

在完成任务后获得成就奖励，从而激励他们不断学习。

4.1.5 保持多样性和综合性
游戏化教学应当保持多样性和综合性。教育游戏的设计

应该注重多种元素的融合，让学生在游戏中全面发展。例如设

计成知识问答、解谜游戏、角色扮演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在不

同的游戏中获取不同的知识，达到知识的综合应用。游戏化教

学也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设计

不同形式的游戏，使每个学生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学习。

4.2�游戏化教学模式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应用
4.2.1 语言交流领域

在语言交流领域，使用游戏化教学的方式可以帮助幼

儿通过扮演不同角色和进行故事演讲等活动，从而提高他们

的语言表达能力。举个例子，教师可以设计角色扮演游戏，

比如“模拟购物”，让幼儿在扮演买家或卖家的过程中学习

和运用日常用语和交际技巧。另外，还可以利用音乐、歌谣

等的方式来进行语言学习，让幼儿在欢快的歌声中愉快地学

习语言 [3]。

4.2.2 数学逻辑领域
在数学逻辑领域，游戏化教学是一种通过游戏和玩具

等方式来培养幼儿的逻辑思维和数学概念的教育方法。例

如，通过使用积木、拼图等玩具来进行数学建模，让幼儿在

搭建的过程中学习几何形状、空间关系等数学概念，还可以

设计各种数学游戏，如数学迷宫、数学拼图等，以游戏的方

式帮助幼儿学习数学知识，培养他们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4.2.3 艺术创作领域
在艺术创作领域，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利用绘画、手工

制作等方式来培养幼儿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情趣。比如说，

教师安排一个绘画比赛，让孩子们在比赛中体验绘画的乐

趣，同时激发他们的艺术创造力，还可以设计手工制作游戏，

如折纸、剪纸等等，这样，幼儿们通过动手亲自制作来培养

他们的手工能力和创造力。

4.2.4 自然科学领域
在自然科学领域，游戏化教学可以通过实验、探究等

方式培养幼儿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实践能力。例如，教师组织

简单的科学实验，让幼儿亲身参与并观察实验现象，从而理

解科学原理。也可以设计自然探索游戏，如户外探险、植物

种植等，让幼儿在游戏中感受自然的奥秘，培养他们对自然

的热爱和保护意识。

4.3�课程游戏化教学模式的实施策略

4.3.1 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在幼儿园教育中，创设情境是游戏化教学模式的重要

一环，通过创设具有趣味性和挑战性的情境，激发幼儿的学

习兴趣。比如，在学习形状的课程中，教师要引入一个寻宝

游戏，让幼儿们在寻宝的过程中学习不同形状，并通过游戏

中的互动体验，激发他们对形状的兴趣和好奇心。在现实中，

教师需要设置一个“形状寻宝”游戏，将不同形状的卡片隐

藏在教室的各个角落，然后让幼儿们穿上探险家的服装，通

过寻找卡片的过程来认识不同的形状。这样一来，幼儿们不

仅在游戏中学习到了形状的知识，还在寻宝的过程中体验到

了探险的乐趣，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4]。

4.3.2 注重引导，促进思考
在游戏化教学模式中，注重引导是培养幼儿思考能力

的重要手段，通过游戏化的引导方式，激发幼儿的思考，培

养他们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如果在学习数字的课程

中，教师可以设计一个数字拼图游戏，让幼儿们通过拼图的

过程来认识数字的大小和顺序。在实际操作中，教师可以准

备一些卡片，上面分别印有不同的数字，然后将这些卡片混

合在一起，让幼儿们通过拼图的方式将这些数字按照大小和

顺序进行排列。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导的方式提

出一些问题，比如“这个数字比前面的数字大还是小 ?”“这

两个数字相差多少 ?”。通过这样的引导，激发幼儿们的思考，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字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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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提供反馈，激励表现
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及时的反馈是激励幼儿学习的重

要环节，通过及时的正面反馈和肯定，激励幼儿保持学习的

积极性，提高学习的效果。例如学习颜色的认知时，教师

可以设计一个颜色大师游戏，让幼儿们通过游戏来识别和记

忆不同的颜色。举例来说，教师需要准备一些彩色的小球，

然后在教室的墙上贴上对应的颜色卡片，让幼儿们分别将小

球投向相应的颜色卡片。在游戏进行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及

时给予幼儿们鼓励和肯定，比如“好棒，你成功命中了红

色！”“你们一起来合作，看看谁能最先找到蓝色！”。这

种积极的回馈，既激励幼儿们保持学习的积极性，也提高他

们对颜色的识别和记忆能力。

4.3.4 引导总结，促进反思
在游戏化教学模式中，鼓励幼儿总结和反思学习过程

是帮助他们自主学习的关键方法。通过总结和反思，有助于

幼儿更深入地理解知识，提高学习效果。假如在学习认识动

物时，教师需要设计一个动物园游戏，让幼儿们在游戏中认

识不同的动物，并总结它们的特点。例如，教师可以将教室

布置成一个小型的动物园，然后让幼儿们扮演动物园管理员

的角色，在动物园中认识各种动物，并通过游戏中的互动来

总结和分享动物的特点。在游戏结束后，教师可以组织幼儿

们一起回顾和总结游戏中认识到的动物，并引导他们思考为

什么这些动物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不同的特点。这样一

来，不仅帮助幼儿们深化对动物知识的理解，还提高了他们

的学习效果 [5]。

5�课程游戏化教学模式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5.1�潜在挑战分析
尽管游戏化教学模式具有许多优势，但在实践中也面

临着一些挑战。游戏化教学模式的设计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

专业能力和创新意识，而目前许多教师在这方面还存在一定

的欠缺；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设计和组织，

对教师的要求较高；需要学校和家长的支持和配合，需要建

立良好的合作机制。因此，游戏化教学模式在实施过程中会

面临着来自教师、学校和家长等多方面的挑战。

5.2�解决方案探讨
针对游戏化教学模式面临的挑战，可以采取一些解决方

案来加以应对。学校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支持，提升其游戏

化教学模式设计和实施能力；可以通过建立教师合作小组等形

式，分享经验、相互促进，增强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创新意识；

学校和家长要加强沟通，共同探讨游戏化教学模式对幼儿发展

的重要性，形成共识，共同支持和配合。只有通过多方合作，

才能更好地解决游戏化教学模式实施中的各种挑战。

6�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园教学模式的成功
案例

以某幼儿园为例，该幼儿园在游戏化教学模式的实施

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该幼儿园的成功离不开他们对教师队伍

的重视，他们不仅仅重视教师的数量，更加注重教师的素质

和能力。通过不断加强教师的培训和专业发展，提升了他们

的游戏化教学能力和水平。比如，在教师培训课上，教师们

会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来学习如何在游戏中融入知识点，如

何引导幼儿在游戏中学习，这种趣味性的培训不仅提升了教

师的教学水平，更增加了他们的教学乐趣，让他们更加热爱

自己的工作。

该幼儿园注重家园合作，与家长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和

合作关系。家长是幼儿成长道路上最重要的伙伴，他们和幼

儿园的紧密合作促进了孩子在家庭和学校之间的无缝衔接。

例如，幼儿园会定期举办家长参与的游戏亲子活动，让家长

和孩子一起参与到游戏化教学中来，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同时也让家长更加了解幼儿在幼儿园的学习生活，为家庭教

育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支持。

该幼儿园注重教学资源和环境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

资源和环境条件，以支持游戏化教学模式的实施。在这个幼

儿园里，每一个教室都被打造成了一个充满趣味和探索的小

天地。举例来说，在角落里摆放着各种益智玩具，让孩子在

玩耍中学习，同时也在游戏中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

维。而且会定期组织各种趣味游戏活动，比如角色扮演、团

队合作游戏等，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

趣和动力。

通过这些努力，该幼儿园成功实施了游戏化教学模式，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一致好评。孩

子们在快乐的游戏中学习，不仅增加了他们的知识储备，更

培养了他们的合作精神、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

时，家长们也更加放心，知道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教育环境

中能够茁壮成长。

7�结语

在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园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显得

尤为重要。游戏化教学模式的出现，为幼儿园教育注入了新

的活力和动力，使得教学更加趣味化和互动性。我们相信，

在游戏化教学模式的指引下，幼儿园教育一定能够培养快乐

学习、全面发展的阳光儿童，为社会培养更多有创造力和竞

争力的未来人才。

参考文献
[1] 柴丽花.浅谈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园教学模式的探索[J].求知

导刊,2023(17):110-112.

[2] 欧阳倩.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园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J].智

力,2020(30):187-188.

[3] 华英丽.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园教学模式分析[J].科幻画报, 

2020(7):130.

[4] 曹玲.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园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J].当代

家庭教育,2019(35):53.

[5] 唐雪.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园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J].新智

慧,2019(3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