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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game teaching as an effective educational method has been widely used and recognized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children’s emotional adjustment ability in large class, we carried out a study 
on emotional adjustment ability based on game teaching.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nd field observ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adjustment of children in large classes are analyzed, and a series of game teaching activities adap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in large classes are designed. On the other hand , a one-semester experimental teaching was conducted, 
and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of pre and post test control group was adopted to systematically record and analyze the changes of 
children’s emotional adjustment 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game teaching. It is found that game teaching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cultivate children’s emotional adjustment ability, but also gradually improve their social adaptability. This method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children’s emotional adjustment ability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emotional education of large class children based on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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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研究的深入，游戏教学作为一个有效的教育方法在幼儿教育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认可。针对大班幼儿情绪调适能
力的问题，我们开展了基于游戏教学的情绪调适能力研究。一方面，通过文献调查和实地观察，分析出大班幼儿情绪调适
的特点，并设计出一系列适应大班幼儿特点的游戏教学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了为期一个学期的实验教学，采用了前后测
对照组实验设计，系统记录和分析了幼儿在游戏教学过程中情绪调适能力的变化。研究发现，游戏教学不仅能有效培养幼
儿的情绪调适能力，而且能逐步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性。这种方法对提高幼儿情绪调整能力，提高幼儿的社会适应性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该研究为基于游戏的大班幼儿情绪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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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幼儿教育方法的研究

日益受到重视。在众多的教育方法中，游戏教学以其生动、

有趣的特性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同时也收到了教育界的高

度赞扬。它不仅提高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也极大提高了教

学效果。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大班幼儿的

情绪调适能力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知道，情绪调适能力决定了孩子的社会适应性，

甚至影响到他们的人格发展。如何通过有效的游戏教学，来

提升大班幼儿的情绪调适能力，我们进行了一项基于游戏教

学的大班幼儿情绪调适能力的研究。通过文献调查、实地观

察以及前后测实验等方式，我们深入研究了大班幼儿在游戏

教学中情绪调适能力的变化，以及游戏教学如何影响幼儿情

绪调适能力的提升等问题。我们期望通过这一研究，为幼儿

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实践依据。

2�游戏教学及其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

2.1�游戏教学的理论基础和内涵

游戏教学是一种以游戏为主要手段的教学方式，它的

理论基础大致可以源于两种学说 [1]。第一种是游戏学说，该

学说认为游戏是人的一种本能，它可以帮助人们在无压力的

环境中学习新技能和知识。第二种是互动学说，该学说认为

人们在互动中学习，游戏可以提供丰富的互动环境，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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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有趣且高效。从内涵上来说，游戏教学强调创设情境，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快乐中学习和成长。

2.2�游戏教学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及其优势

2.2.1 游戏教学的应用范围
在幼儿教育中，游戏教学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教

学活动中，包括语言、数学、科学、艺术等。游戏教学的应

用范围广泛且灵活，可满足不同年龄段和学习能力的幼儿的

需求。

2.2.2 游戏教学的优势
①激发幼儿的积极性。

游戏教学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可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

趣，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通过游戏的形式进行教学，使学

习变得有趣而易于接受，从而提高幼儿的学习效果。

②增强幼儿的合作意识和社交能力。

游戏教学注重合作与交流，鼓励幼儿之间的互动和合

作。在游戏中，幼儿需要与其他伙伴合作解决问题，共同完

成任务，进而培养其合作意识和社交能力。

③促进幼儿的认知发展。

游戏教学能够通过刺激幼儿的感官体验，提供具体的

操作和观察机会，从而促进幼儿的认知发展。通过游戏教学，

幼儿能够主动探索和发现，培养其观察、思考、解决问题等

认知能力。

④建立积极的学习态度。

游戏教学能够帮助幼儿建立积极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

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2]。通过在游戏中

体验成功和挫折，幼儿能够逐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和价

值观。

2.3�游戏教学在知识传授中的应用
游戏教学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方法，不仅仅限于培养

幼儿的情感发展，还可以在知识传授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本节将探讨游戏教学在大班幼儿知识传授中的应用，并重点

阐述其优势。

游戏教学在知识传授中的应用可以提供一种互动和积

极参与的学习环境。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幼儿往往被动接

受知识，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而通过游戏教学，幼儿可以

主动参与学习过程，通过游戏的探索和实践，激发他们的学

习兴趣和求知欲。例如，在学习数字概念时，可以设计数字

拼图游戏来让幼儿通过拼凑数字拼图来认识数字的大小和

顺序，这样可以提高幼儿的主动参与和积极性。

游戏教学在知识传授中的应用可以促进幼儿的综合能

力发展。幼儿在游戏中不仅仅是接受知识，还需要根据游戏

的规则和要求进行操作和决策，这需要他们综合运用语言、

思维、感知、动作等多种能力。例如，在学习水果的种类和

颜色时，可以通过设计水果识别游戏来让幼儿通过视觉和触

觉来判断水果的种类和颜色，并进行相应的操作，这样可以

促进幼儿的感知觉、思维和动作协调能力的发展。

2.4�游戏教学在技能培养中的应用
游戏教学在幼儿技能培养中也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

游戏活动，幼儿能够主动地参与练习和实践，提高他们的动

手能力和操作技巧。例如，在培养幼儿语言表达能力时，可

以设计一些角色扮演游戏，让幼儿通过模仿和表演来练习语

言，从而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

2.5�游戏教学在社交交往中的应用
幼儿社交交往是幼儿发展中的重要环节，而游戏教学

提供了丰富的社交交往机会。通过游戏活动，幼儿可以与同

伴互动、合作，培养良好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例如，在

团队合作的游戏中，幼儿需要共同制定策略，相互配合，培

养他们的社交技巧和合作能力。

3�大班幼儿情绪调适特性及其教学策略

3.1�大班幼儿情绪调适的特性
情绪调适是指个体对自身情感的调节与管理，而大班

幼儿情绪调适的特性则有以下几点明显特征：

第一，大班幼儿的情绪变化多样。幼儿期是情绪的高

涨期，孩子会有很多不同的情绪体验，如欢乐、惊奇、恐惧、

悲伤等，这些情绪体验丰富而多变。

第二，大班幼儿的情绪调适能力在发展中 [3]。在情绪

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大班幼儿的情绪调适能力尚处于初级阶

段，需要通过指导和教育来培育和完善。

第三，大班幼儿的情绪调适主要依赖于外界触发 [4]。

由于他们尚未完全建立起自我调控的情绪体系，需要依赖于

外部的教育或者环境提供的情境来调控和调适自己的情绪。

3.2�游戏教学在大班幼儿情绪调适中的应用
在大班幼儿情绪调适中，游戏教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教

学模式，具有广泛地应用。本节将探讨游戏教学在大班幼儿

情绪调适中的应用方法，并分析其优势。

游戏教学可以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激发幼

儿的兴趣和积极参与。在游戏中，幼儿可以通过模拟、角色

扮演和互动等方式，体验不同情境，感知自己和他人的情感

变化。通过与他人互动合作，幼儿可以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

理解他人的情绪，培养情感共鸣和同理心。

游戏教学在大班幼儿情绪调适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它提供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支持幼儿情感发展和情

绪调适能力的培养。通过游戏教学，幼儿可以通过互动合

作和角色扮演来练习情感表达和调适技巧，促进社交情感的

发展。

3.3�基于游戏教学的大班幼儿情绪调适教学策略
基于游戏教学的幼儿情绪调适教学，需要构建以下几

个方面的策略：

设计丰富多样的游戏活动。这些游戏应具有一定的情

绪触发点，能够激发幼儿的各种情绪反应，引导他们学习识

别和表达自己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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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情绪的识别和表达教学。通过游戏，教师可以不

断观察和引导幼儿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对培育他们的

情绪调适能力至关重要。

善于利用游戏进行情绪调适指导。教师需在游戏中提

供合适的情境，使幼儿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和练习情绪调适

技巧。

构建积极的游戏氛围和环境。通过设定鼓励、支持

和理解情绪表达的游戏规则，使他们更好地在游戏中调适

情绪。

4�基于游戏教学的大班幼儿情绪调适能力实证
研究

4.1�实证研究的方法和过程
这个方法，是以数据和证据为基础的科学研究方法，

目的是验证理论假设和探索因果关系。这里介绍了一个关于

幼儿情绪调适能力培养的实证研究的方法和过程。研究目标

是研究基于游戏教学的幼儿情绪调适能力培养的效果，并提

出教学策略和建议。研究问题包括对幼儿情绪表达能力、情

绪认知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问题。研究采用前后实验

设计，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对比研究。数据采集方法主要是

问卷调查和实际观察。数据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

分析、t 检验和方差分析等。研究过程包括制定研究计划、

实验和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等。通过以上步骤，

可以得出关于基于游戏教学的幼儿情绪调适能力培养的结

论和建议，为幼儿教育实践提供指导。

4.2�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游戏教学的大班幼儿情绪调适能

力培养的效果。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和过程，收集了大量的

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多所幼儿园中选择了五个

大班，每个班级选择了 30 名幼儿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幼儿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接受不同的教学方式。

在教学结束后，通过多种评估工具对幼儿的情绪调适

能力进行评估。评估工具包括情绪观察量表、情绪平衡任务

和情绪自我评价问卷。通过这些评估工具，对幼儿的情绪认

知、情绪调节和情绪表达能力进行了客观的量化评价。

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幼儿在情绪

认知水平上有了显著提高。实验组的幼儿更加能够辨别自己

和他人的情绪表达，并能够正确使用情绪词汇进行描述。在

情绪调节方面，实验组的幼儿表现出更好的情绪自控能力，

能够主动寻求帮助和运用各种策略来调节情绪。实验组的幼

儿在情绪表达方面也有所提升，表达情绪的方式更加多样化

和适应性。

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认为基于游戏教学的大班幼

儿情绪调适能力培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游戏教学为幼儿提

供了积极的学习环境和互动机会，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和

主动参与度。游戏教学通过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等方式，使

幼儿能够在游戏中体验各种情绪，并学会合理处理和表达自

己的情绪。这种情境和角色转换的过程有助于幼儿情绪调适

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5]。

4.3�对基于游戏教学的大班幼儿情绪调适能力培养

的启示和建议
基于以上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启示和建议：

第一，重视游戏教学在大班幼儿情绪调适教育中的作

用。教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应做到“寓教于乐”，充分利

用游戏教学的优势，提高幼儿的情绪调适能力。

第二，注重幼儿情绪调适能力评价的多元化，除了量

表测量，还应广泛采用行为观察，实验教学等多元评价方法，

以更全面准确地评估幼儿的情绪调适能力。

第三，设计丰富、多样的游戏教学活动，创造充满挑

战和变化的情境，引导幼儿通过实际操作，面对不同情境时，

调适自身的情绪，从而提高其情绪调适能力。

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实施上述建议，相信可以更好地帮

助大班幼儿提高情绪调适能力，促进其健康成长。

5�结语

本研究围绕大班幼儿情绪调适能力的问题，通过开展

基于游戏教学的实证实验，重点揭示了游戏教学对提升幼儿

情绪调适能力、提高社会适应性的独特效用。通过对幼儿在

游戏教学过程中情绪调适能力的前后测对照，验证了游戏教

学这一独特教育方法的有效性。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即只针对大班幼儿进行研究，无法全面反映所有幼

儿群体的情况。此外，由于研究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本研究

仅为期一个学期，无法观察到长期的游戏教学效果。因此，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补充和完善。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

深入研究并改进游戏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以更好地适应幼儿

的个性化和差异化需求。此外，我们也需要长期追踪和评估

游戏教学的效果，以便提供更全面、更深入的教育建议。总

体来说，本研究对于进一步挖掘和实现游戏教学在幼儿情绪

教育中的潜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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