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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stening and speaking games are a kind of language teaching content full of games and interest. The ag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determine that children’s learning is carried out in an environment of playfulness and maneuverability. Listening and speaking 
games, as a kind of game, can enable children to develop language ability in the game, which is a kind of teaching activity in line 
with children’s ag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eachers should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games from the deep,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teaching advantages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gam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daily teach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games to help teachers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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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听说游戏是一种富有游戏性、趣味性的语言教学内容。幼儿的年龄特点决定了幼儿的学习是在具有游戏性、操作性的环境
下进行的。听说游戏作为游戏的一种，能够让幼儿在游戏中发展语言能力，是一种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教学活动。但是，
教师要从深处认识、理解听说游戏，才能够发挥听说游戏的教学优势。论文结合日常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提
出一些听说游戏的教学策略，帮助教师提升听说游戏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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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第一次指出对

幼儿语言运用重视的要求，《纲要》强调了幼儿的“语言能

力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幼儿阶段是幼儿语言发

展的重要时期，听说游戏对幼儿语言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听说游戏以游戏为载体，结合游戏规则，培养幼儿倾听

习惯和语言表达能力。教师要在深度认识听说游戏的概念、

特点、教学流程等方面的基础上，认识到听说游戏的重要性，

在活动开展中创设自由宽松的游戏环境，营造快乐自在的游

戏氛围，让幼儿在愉悦的情况下参与到听说游戏中。同时教

师要勤于反思自己的教学情况，意识到游戏选材、游戏环节

设计等的重要性 [1]。

2 问题的提出

听说游戏是一种多元化的语言教学形式，具有多样性

的特点，听说游戏是用游戏的形式组织的语言教育活动，是

一种教师设计组织的，让幼儿按照一定规则练习口头语言的

游戏， 培养幼儿在口语交际中迅速机智灵活地倾听和表达

的能力，而不是幼儿自发的语言表达。因此，教师要具备一

定的相关专业知识，才可以良好地开展听说游戏活动。在日

常教学中，基于观察幼儿的表现以及教学反思，总结开展听

说游戏活动存在以下问题 [2]。

2.1 游戏选材不当
听说游戏种类多，且不同类型的听说游戏具有不同的

特点。优秀的听说游戏具有教育价值，当然，也存在一些含

有恶趣味性质的听说游戏内容。此外幼儿各个年龄段具有不

同的年龄特点。教师在选择听说游戏内容时，容易出现选材

不当的情况，包括所选内容价值取向不正，以及所选内容

不符合幼儿年龄特点。例如，在小班开展听说游戏词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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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这不符合小班孩子的年龄特点，难以激起幼儿的参与 

兴趣。

2.2 游戏设计不合理

2.2.1 游戏玩法不清晰，规则不清晰
听说游戏是在游戏中进行，玩法不清晰会导致游戏开

展不顺利，无法激起幼儿的参与兴趣。听说游戏中的规则并

不是随意制定的，而是要根据具体的语言教育目标，再将活

动的学习重点转化为一定的游戏规则。但是，教师没有认识

到这一点，设计的游戏规则比较随意、不够清晰。

2.2.2 游戏玩法单一，没有层次性
幼儿的发展存在有差异性，教学应该照顾到每一位幼

儿的发展情况，但是，在开展听说游戏活动时，教师忽略了

这一点，设计的游戏玩法比较单一，没有层次性，无法满足

每一位幼儿的发展需求。

2.2.3 游戏趣味性不足
游戏性是听说游戏的特征，在教学中，教师过于流程

性地完成教学，没有深入挖掘听说游戏内容的游戏性，设计

的游戏环节缺乏趣味性。

2.3 游戏过程缺乏有效指导
教师的指导对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有着推动性的作用，

在活动过程中，教师要善于观察幼儿的表现，兼顾教学进程

和幼儿参与情况，更好地开展听说游戏教学活动，达到教学

目标。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无法兼顾教学进程和幼

儿表现情况，在幼儿需要指导时没有及时给予指导，在幼儿

不需要指导时又急于给予指导，这便使得幼儿参与听说游戏

的体验感不强，没法真正地实现在轻松温馨的氛围里想说、

敢说。

3 问题分析

3.1 教师专业水平不足

3.1.1 缺乏理论知识
理论知识是实践的基础，只有掌握相关理论知识，才

能在理论的支持下开展实践活动。每一种教学都有系统的理

论体系，听说游戏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语言教育方式，

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教师要学习听说游戏相关理论，才可

在实践中较好地开展听说游戏教学活动。因为教师对听说游

戏的理解不够深入，没有掌握听说游戏的特点、教学策略等，

所以在教学实践中出现选材不当、游戏设计不合适等问题，

导致不能很好地发挥听说游戏语言教学的作用。

3.1.2 缺乏实践经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更加深

入地理解理论知识。只有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反思，才能不断

深入理解听说游戏的内涵、特点、游戏性，才能游刃有余地

开展教学活动。教师没有意识到听说游戏的重要性，缺少教

学实践的积累，因此对于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没能及时地发现

并进行调整，导致教学活动无法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3.2 缺乏教学策略支持
有效的教学策略能够让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能

够指引着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不同的教学方法具有不

同的教学策略，听说游戏的特征决定了听说游戏的教学策略

的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有效教学策略的支撑，导致

教学单一、无聊，因此吸引幼儿积极参与听说游戏中。例如，

《顶锅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听说游戏内容，但是在教学实

践中如果没有采用适宜的教学策略，包括使用菜肴的图片帮

助幼儿理解游戏内容等，那么就会影响教学效果。

4 提高听说游戏教学质量的建议

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是提高听说游戏教学质量的前提，

在幼儿园的引领下开展教研活动，让教师意识到听说游戏的

重要性，调动教师的能动性去学习听说游戏的理论知识，在

理论知识的支撑下进行教学实践，整合听说游戏的支持性教

学策略，提升教师的听说游戏教学组织能力。

4.1 开展相关教研活动
教研能够基于教学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开展教研活

动是提升教师专业水平的方式之一。通过专家讲座、网络课

程、阅读书籍等方式让教师掌握听说游戏的理论知识，包括

听说游戏的内涵、特点、类别、教育价值等，通过体验式的

教研让教师感受听说游戏的魅力，从而为教学活动打下理论

基础和感情基础。此外，基于实际教学问题，开展相关教研

活动，让教师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并且集思广益，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教学策略。例如，针对“游戏设计不

适宜”的教学问题，开展游戏设计的研讨活动，选取一些听

说游戏题材，让教师从理解听说游戏内容入手，结合语言教

学目标以及考虑听说游戏的趣味性，进行教学设计，从而提

升教师的听说游戏设计能力。

4.2 支持性教学策略

4.2.1 选择合适内容
听说游戏内容的选择，是让幼儿有话可说、有话能说

的重要前提。听说游戏教学所选内容要贴近幼儿的生活经

验。例如，《可爱的小动物》里是幼儿常见的小动物，贴近

幼儿的生活经验。此外，教师应根据幼儿的发展水平、年龄

特点、兴趣选择合适的内容。如由于方言的影响，南方很多

幼儿分不清前后鼻音、翘舌音，这时教师可以注重选择练习

发准“sh” “s” “an”“ang”等音的游戏，如听说游戏《山

上有个木头人》《数数歌》。

4.2.2 创设游戏情境
有趣的情境能引起幼儿的兴趣，能够营造轻松愉快的

氛围，让幼儿在游戏中想说、敢说。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

语言导入、角色扮演等方式创设适宜的情境，借助图片、玩

具、网络资源等吸引幼儿注意，让整个教学开展顺利而又具

有趣味性。例如，大班听说游戏《开火车》，教师创设“火

车旅游”的游戏场景，以引起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引导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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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在游戏中认真倾听他人说话，顺利进行对答。

4.2.3 精心设计游戏
为游戏而游戏是不能持久的，有了游戏的话题，还要

有可持续拓展的游戏情节，才能让每个幼儿有更多的说的机

会，从中锻炼幼儿的听说能力。设计的游戏环节要符合游戏

内容的特点，同时要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这样才能够让教

学流程更加合理科学。同时，游戏设计要明确游戏玩法和规

则，以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方式让幼儿明白游戏玩法和规

则，例如听说游戏《说相反》，教师准备充足的教具，包括

长短不一的积木、薄厚不一的书本，扮演不同角色的方式进

行游戏玩法示范，让幼儿理解游戏玩法和规则。此外，游戏

设计要富有趣味性，层次性，能够满足不同发展需求的幼儿，

例如听说游戏《说相反》，教师准备低层次的词语：高低、

长短、胖瘦，还准备了高层次的词语：快乐和伤心、白天和

晚上等 [3]。

4.2.4 把握好角色转换
在不同时候，教师充当着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要

求教师做出不同的行为。教师的角色有组织者、观察者、指

导者、参与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清晰地理解这几种角

色的含义和职责，清楚地知道在什么阶段充当什么角色。

①教师以组织者的身份引出游戏。

教师作为组织者，在游戏前期了解幼儿的前期经验，

预设幼儿在游戏中的反应以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并预想应

对方法。在游戏开始时，要通过多种方法引起幼儿参与游戏

的兴趣，讲清楚游戏玩法、游戏规则。例如，在听说游戏《萝

卜蹲》中，教师先采用图片示范的方式交代好游戏玩法和游

戏规则。

②教师以观察者、指导者的身份参与游戏。

在游戏过程中，教师要善于观察幼儿的游戏状态，当

幼儿在自主游戏时，教师要当好旁观者的角色，不打扰幼 

儿；当发现幼儿在游戏中的状态不对，或者是幼儿在游戏中

遇到问题时，教师要给予指导，帮助幼儿解决问题，让幼儿

更好地体验游戏。例如在听说游戏《萝卜蹲》时，观察到幼

儿在游戏中没有遵守游戏规则，教师在游戏后以提问的方式

引导幼儿进行思考，从而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游戏规则。

③教师以参与者的角色参与游戏。

教师也可以是游戏的参与者，在幼儿知道了游戏玩法

后，教师以参与者的身份带着孩子一起进行游戏。或者是当

幼儿在游戏中出现人员不够的情况，教师也可以以游戏伙伴

的身份参与到游戏中。例如在游戏《萝卜蹲》中，教师以游

戏参与者带着幼儿开始游戏，在幼儿熟悉游戏后，教师退出

游戏，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幼儿的游戏情况。

5 结语

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听说游戏作为游戏的一种，

对幼儿的语言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听说游戏为幼儿提

供更多听说的机会，积累更多听说的经验，有效地促进幼儿

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在日常生活中，教师要发挥听说游戏

的教育价值，深入学习听说游戏的理论知识，设计科学有趣

的游戏活动，创设轻松愉悦的语言环境，让幼儿在游戏中积

累词汇、语句，培养幼儿认真倾听、大胆表达的能力，从而

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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