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5 卷·第 04 期·2022 年 02 月 10.12345/jxffcxysj.v5i4.11013

基于游戏活动的幼儿园学前教育教学策略探究
王杰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区直机关幼儿园，中国·山东德州

游戏活动就是通过在游戏中引导幼儿进行相关的知识学习，从而向幼儿传达一定的知识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幼儿形成
正确的价值取向。同时对幼儿身体各项技能的开发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所以，新时代背景下，在学前教育过程中，教师
应该注重回归幼儿的本性，不要对幼儿提出过高的要求，而是应该顺应幼儿的基本发展规律，合理的设计益智休闲的小游
戏，更好地辅助幼儿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与认知，不断地开发幼儿的智力，对幼儿的健康成长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基
于此，论文首先分析了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接下来从三个方面重点分析了游戏活动在学前教育中的有效应用策略，最后
分析了游戏活动在学前教育中的有效应用意义，以此来供相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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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课改背景下，人们越来越重视学前教育的效率和质

量。所以，在学前教育过程中，教师应该对幼儿进行积极的

引导，不断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教师应该抓住幼儿喜欢

做游戏的心理，合理地将游戏活动运用到学前教育过程中，

通过一定的游戏教学，可以让幼儿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相关

的活动中去，使得幼儿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投入到相

应的学习与研究中。

2 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教师未能树立正确的游戏活动意识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许多教师虽然在学前教育过程中

运用游戏活动，但是，由于教师未能树立正确的游戏活动意

识，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许多游戏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核，

教师只是在网络和生活中引荐而来的一些课堂游戏，过分追

求游戏的趣味性，并没有合理的针对幼儿基本的发展情况进

行有效的情境创设。同时，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认为

游戏活动只是简单地带领幼儿进行适当的益智游戏。并没

有在游戏活动过程中，积极的对幼儿渗透相应的德育知识

以及各项基本技能。所以彻底将游戏活动变成了教师带领幼

儿玩游戏的课程，导致学前教育没有实际的意义。并未对幼

儿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教育，只是起到了代替家长照顾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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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对幼儿基本能力的提升以及智力的开发并没有丝毫的

作用 [1]。

2.2 游戏活动未能有效的结合生活

处在学前教育阶段的幼儿，往往由于年龄较小，心智

尚未完全开发，在社会上也没有较多的阅历。所以教师在进

行游戏活动情境的创设，应该适当的结合生活，教师向来是

通过主观臆断的选择一些游戏，对幼儿进行运用与实施，教

师往往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新奇的游戏，生搬硬套的运用到

教学过程中，对幼儿没有较多的指导与教育。同时教师往往

是现学现卖，只是简单的借用与模仿，没有对相关的游戏进

行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所以也未能完全理解相关游戏的深刻内涵所能给幼儿

带来的有效意义。这样一来，就失去了游戏活动在学前教育

中运用的意义。使得游戏活动变成了一种形式化教学内容，

幼儿与教师都不能有效地在游戏活动过程中体会到快乐。同

时，对幼儿自身综合能力也没有较大的提升，另外一些不合

理的游戏还会对幼儿身体以及心灵造成一定的损伤，不利于

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 [2]。

3 游戏活动在学前教育中的有效应用策略分析

3.1 教师应该合理的选择相应的游戏活动

在学前教育过程中，合理的应用游戏活动，并非是教

师对各种游戏的生搬硬套。并不能仅仅依靠教师的主观臆断

选择相应的游戏活动。教师应该根据当前时代发展的核心背

景以及幼儿的成长，选择一些对幼儿思维以及身体各项机能

发展都有意义的小游戏。同时，这类游戏还要充分保证幼儿

的人身安全，教师应该首先对相应的游戏规则进行深入了解

与体会，使教师深入理解相关游戏的内涵所能给幼儿带来的

巨大作用。比如在学前教育过程中，学前教育每天都会组织

幼儿进行相应的体育活动。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喜好，在网

络上寻找一些流行的儿童歌曲，并编排一些简单的动作，对

幼儿进行相应的引导和教育。

使得幼儿能够在固定的时间学习与模仿教师的动作声

音，共同完成体育游戏训练的内容。比如教师在队伍前面进

行引导的时候，可以结合相应的音乐，然后再结合相应的动

作，引导幼儿开发身体的各项基本机能，例如在安全措施保

护的情况下，引导幼儿翻越相应的障碍物，在瑜伽垫上进行

蛙跳等，教师还可以为幼儿作出示范，带领幼儿进行模仿与

学习，然后跟随教师的脚步，进行相关动作的学习，最后与

教师一起，共同完成体育训练。这样一来，教师不仅可以有

效地带领幼儿学习相应的运动技能，还能够在活动过程中不

断地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模仿能力，一些动作的模仿

还能够不断的锻炼幼儿自身的身体协调能力。对幼儿各个方

面的发展都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会使得幼儿以积极

乐观的心态投入到相关的活动中，能够与教师进行有效的互

动，教师也可以更好地把握每一位幼儿的精神状态，可以为

幼儿的学习与发展更好的保驾护航 [3]。

3.2 借助游戏活动渗透德育教育

学前教育阶段是幼儿各项基本能力形成的关键性时期，

同时也是幼儿自身价值观念与道德观念初步形成的主要阶

段。所以，在学前教育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地对幼儿进行

渗透德育教育，但传统的教学模式并不适合年龄较小的幼

儿，他们并不会完全遵守教师的要求，所以教师应该适当的

转变教学策略，合理的借助游戏活动，在游戏活动中不断地

向幼儿渗透德育教育。这样可以有效地引导幼儿在游戏活动

中，既收获了快乐，又可以有效地学习相应的知识与技能 [4]。

比如教师在学前教育过程中，引导幼儿养成乐于助人、

互相谦让的良好品质时，教师就可以合理地设计相应的游戏

活动，不断地在游戏活动过程中渗透德育教育，学前教育活

动器材中，往往会有滑梯与旋转木马等器材，教师在组织幼

儿进行相应的活动时，教师就可以适当地对幼儿进行渗透德

育，比如在玩滑梯的时候，教师可以对幼儿合理的引导与教

育，使得幼儿能够主动地遵守游戏的秩序，合理的谦让，在

其他小朋友摔倒的时候要乐于去搀扶与帮助。这样一来，既

能够让幼儿通过活动收获相应的快乐，同时还能够通过游戏

活动不断的渗透德育教育，使得幼儿能够在学前教育阶段就

有效地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对幼儿进一步的思维提升也具

有深远的意义，对幼儿进行更好的指导与教育，使得幼儿从

小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习惯，对幼儿自我价值观念的形成与

发展也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5]。

3.3 基于角色扮演，合理创设游戏活动情境

新时代背景下，教师应该积极地基于角色扮演，合理

创设游戏活动情境，将游戏带入课堂可以很好地加快课堂进

度，使幼儿产生兴趣，幼儿的天性爱玩，提起游戏就非常活

泼，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做一些促进幼儿之间感情的游戏，让

幼儿画出自己喜欢的动物或人物，做成面具戴在头上，或者

送给别人。然后去向别人介绍这个人，幼儿们一个人扮演一

个角色，组成故事，最后可以上台表演。

例如，在教师讲解到《小鸡和小鸭》相关内容时，就

可以让幼儿一人扮演小鸡一人扮演小鸭，上台表演故事，然

后教师对幼儿进行引导，使得幼儿之间进行有效地交流与配

合，并不断地进行评比，可以有效地培养幼儿的团队合作意

识，使得幼儿充满旺盛的生命活力，持续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还能够基于情境创设，不断地培养幼儿的创造性

思维能力，极大地提升幼儿园游戏活动情境创设的效率 [6]。

4 游戏活动在学前教育中应用的意义分析

在学前教育教学过程中，由于幼儿的年龄较小，智力

尚未完全开发，所以传统的教学方式并不适合对幼儿进行指

导和教育，所以新时代背景下，在学前教育教学过程中，教

师应该合理的借助游戏活动，在学前教育课堂教学过程中，

不断地为幼儿创设游戏教学的情境，充分激发幼儿的学习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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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使得幼儿能够主动地投入到课堂学习中。游戏活动的

创设与应用，可以有效地开发幼儿的智力以及四肢的协调活

动，对幼儿身体各项机能的开发都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同时，在游戏活动过程中，幼儿还能够不断的与小伙

伴进行交流与合作。有效地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与团队交流

意识，使得幼儿能够在游戏活动学习过程中结交一定的朋

友，避免幼儿出现自闭的心理状态。游戏活动往往能够极大

地调动幼儿的学习积极性，充分释放幼儿的天性，对幼儿的

进一步学习与健康发展都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在学前教育

教学过程中，运用游戏活动可以有效地引导幼儿对相关知识

进行更好地理解与记忆，可以极大的增加幼儿对各种基本知

识的认知，为幼儿的自身发展奠定良好的知识储备，对幼儿

的身心健康发展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7]。

5 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在学前教育过程中，教师不能够按照

传统的教学观念，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根据幼儿当前的发

展与成长规律，合理的运用游戏活动。同时，教师首先要树

立正确的游戏活动意识，能够选择对幼儿产生较大作用的游

戏。同时，在游戏中教师还要合理的渗透德育，注重引导幼

儿形成良好的品质习惯，对幼儿自身价值观念的养成也具有

良好的导向作用，对游戏活动在学前教育中的运用效率的提

升也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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