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4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6卷·第 23 期·2023 年 12 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jxffcxysj.v6i23.15011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Gamified Teaching Metho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kills in Preschool Children
Qingqing Zhu
Dongtai City Kindergarten Fan Road Branch Park, Yancheng, Jiangsu, 224200, China

Abstract
Preschool children are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groups in human society, their ment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bility and life skill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ir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y formation.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often cannot fully stimulate preschool children’s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in learning. Therefore, how to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researche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solve. 
In	recent	years,	gamified	teaching	methods	have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educators	and	researchers	due	to	their	innovative	
and	interactive	characteristics.	Gamified	teaching	emphasizes	the	fun,	interactivity,	and	operability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learning interest of preschool children and better achieve educational goals, especially in stimulating their social skills, 
which has obvious advantages.

Keywords
gamified	teaching;	preschool	children;	social	skills;	proactivity;	learning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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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前儿童是人类社会最具有活力的群体之一，他们的心智发展和社交能力、生活技能的培养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个体发展和
人格形成。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无法充分激发学前儿童对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因此，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前儿
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研究者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游戏化教学法以其富有创新性和互动性的特性，受到
了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游戏化教学强调学习过程的趣味性、互动性和操作性，以此激发学前儿童的学习兴趣，更
好地完成教育目标，特别是在激发学前儿童的社交能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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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游戏化教学法与学前儿童社交能力发展

1.1 游戏化教学法的定义及理论基础
游戏化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包括多种心理学理论和教育

理论。其中，行为主义理论认为，通过奖励和惩罚，可以塑

造学生的行为和习惯，游戏化教学法通过设定游戏目标、奖

励机制和竞争机制来激发学生的积极参与。认知理论则强调

学生的主动学习和自主思考，游戏化教学法通过游戏情节和

任务设置来促使学生思考和解决问题。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

习是社交性的活动，游戏化教学法通过游戏活动中的合作和

交流来促进学生的社交能力发展。

1.2 学前儿童社交能力的概念及发展特点
学前儿童社交能力是指儿童在与他人进行交往和互动

时所展现出的各种情绪、态度和行为的能力。社交能力对于

学前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化的

过程中，学前儿童通过与家庭成员、同伴以及其他成年人的

交往与互动，不断学习和发展社交能力。

学前儿童社交能力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和特点。

是儿童在出生后的早期阶段，主要通过父母的关怀和照料来

满足生理和情感需求，建立起最初的社交关系。在婴幼儿期，

儿童开始主动与他人进行互动和沟通，获得身份认同感和归

属感。在这个阶段，儿童主要通过面部表情、手势以及身体

动作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情感 [1]。

随着儿童逐渐长大，进入学龄前阶段，他们开始具备

更强的社交意识和能力。学前儿童开始能够主动与同龄伙伴

进行玩耍和互动，并且逐渐学会分享和合作。他们还开始发

展出自我认知和情绪调节的能力，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感

受，并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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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前儿童社交能力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特征

和问题。学前儿童通常缺乏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容

易受到情绪的波动和冲动的驱使。他们的社会认知和理解水

平有限，对他人的意图和感受缺乏深入理解。学前儿童也存

在着攻击性行为和同伴关系问题等社交困难。

为了促进学前儿童的社交能力发展，需要提供适当的

教育和培养措施。游戏化教学方法作为一种针对学前儿童的

有效教育策略，能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环境和乐趣体验，有

助于儿童积极参与社交互动，培养他们的社交技能和情感认

知能力，并促进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2]。

学前儿童社交能力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社交

互动中儿童通过不断地经验积累和学习，逐步提高自身的社

交技能和情感认知能力。游戏化教学方法作为一种有效的教

育策略，对学前儿童社交能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1.3 游戏化教学法如何影响学前儿童社交能力的发展
游戏化教学法通过创造有趣的游戏环境和活动，激发

学生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学习。学生在游戏中与他人交流、合

作，借此培养了自己的合作和沟通能力。

游戏化教学法注重学生的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通过

在游戏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学生能够模拟真实社交场景，锻

炼自己在不同情境中的社交能力。例如，在团队合作的游戏

中，学生需要学会与他人协商、合作，这对于培养他们的团

队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重要。

另外，游戏化教学法还通过奖励机制和竞争机制来激

发学生的积极性和进一步发展社交能力。在游戏中，学生可

以通过达成游戏目标、赢得游戏奖励等方式获得满足感和成

就感，从而激发他们对学习和社交的积极参与。

游戏化教学法通过创造有趣的游戏环境、角色扮演和

情境模拟、奖励机制和竞争机制等方式，促进了学前儿童社

交能力的发展 [3]。

2 对游戏化教学法在学前儿童社交能力发展
中的应用研究

2.1 游戏化教学法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2.1.1 游戏化教学法的教学设计
游戏化教学法的教学设计是基于学前儿童的特点和需

求设计的。教师根据学前儿童的兴趣爱好、认知水平和发展

阶段，结合游戏元素和任务目标，设计出适合儿童参与的游

戏化教学活动。这些活动通常以戏剧化、角色扮演、游戏情

景等形式呈现，可以激发学前儿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1.2 游戏化教学法的教学策略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策略来应用游

戏化教学法。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游戏化任务设置，激发学

前儿童的合作意识和表达能力；通过游戏化情景创设，培

养学前儿童的沟通和交流能力；通过游戏化评价方式，激励

学前儿童的参与和努力。这些教学策略能够使学前儿童在

游戏化教学中获得积极的学习经验，并促进其社交能力的 

发展 [4]。

2.2 对学前儿童社交能力的提升效果评价

2.2.1 实证研究方法
为了评价游戏化教学法对学前儿童社交能力的提升效

果，可以采用问卷调查、观察记录、实验设计等多种实证研

究方法。通过对学前儿童在实际教学中的表现进行记录和

分析，可以客观地评估游戏化教学法对学前儿童社交能力的

影响。

2.2.2 提升学前儿童合作意识和团队合作能力
游戏化教学法注重培养学前儿童的合作意识和团队合

作能力。研究表明，通过游戏化教学法引导学前儿童进行团

队游戏、角色扮演等活动，可以促进他们的互助行为和协

作能力的发展。学前儿童在游戏中学会理解和尊重他人的观

点，学会倾听和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提升了他们的合作意

识和团队合作能力。

2.2.3 培养学前儿童的表达和沟通能力
游戏化教学法注重培养学前儿童的表达和沟通能力。

研究发现，通过游戏化情景创设和教学策略引导，学前儿童

在游戏中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并学会倾听和

理解他人的意见。这种参与游戏化教学的经历可以培养学前

儿童的交流技巧和社会交往能力 [5]。

2.2.4 激发学前儿童的自信心和主动性
游戏化教学法注重激发学前儿童的自信心和主动性。

研究表明，通过游戏化教学活动，学前儿童可以在尽情玩耍

的过程中体验到成功和成就感，从而增强自信心。游戏化教

学活动给予学前儿童更多的自主选择和主动参与的机会，培

养了他们的主动性和自我调控能力。

2.3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案

2.3.1 游戏化教学法的适应性问题
学前儿童社交能力的发展具有个体差异性，不同儿童

对游戏化教学法的接受程度也有所差异。在实际教学中，教

师需要根据学前儿童的兴趣、能力和特点，灵活调整游戏化

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以提高教学效果。

2.3.2 游戏化教学法的有效性问题
游戏化教学法在提升学前儿童社交能力方面的有效性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验证。研究者可以结合跨学科理论和方

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索游戏化教学法对不同类型和发

展阶段的学前儿童的适应性和效果 [6]。

2.3.3 游戏化教学法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游戏化教学法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教师和学校的支持和

配合。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游戏化教学能力，及时反馈

和总结教学经验，不断改进教学设计和策略。学校需要提供

良好的教学环境和资源支持，推动游戏化教学法在学前教育

中的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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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游戏化教学法对学前儿童社交能力发展的
实证研究与分析

3.1 研究设计与方法
探讨游戏化教学法对学前儿童社交能力的实际影响，

设计实证研究。采用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设计，并采取多种数

据收集方法，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选择两个学前教育机构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学生分

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接受游戏化教学法，而对照组

继续接受传统教学法。根据学生的个人信息和社交能力评

估，确保两组在初始条件下具有相似的特征。

在研究期间，使用多种数据收集工具。借助观察记录

学生在课堂上的社交互动情况，包括学生在游戏化教学环境

中的参与度、合作程度以及表达意见的能力。采用了问卷调

查，评估学生在游戏化教学法下的自我认知和社交技能的发

展情况。还进行了学生与家长的访谈，了解学生在日常生活

中的社交行为和与他人的互动情况。

3.2 数据收集与处理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将根据观察记录、问卷调查和访

谈结果，汇总并整理相关数据，以量化和描述学前儿童在游

戏化教学法下的社交能力发展情况。使用 SPSS 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并进行相关性和回归分析，以揭示游戏化教

学法与学前儿童社交能力之间的关系。

通过观察记录，能够观察到实验组学生在游戏环境中

的积极参与度和合作意愿的增加，并且他们更加愿意与其他

同学互动并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实验组学

生在游戏化教学下的自尊心、社交技能和情绪管理等方面有

了明显的提升。通过访谈，了解到实验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与家人和朋友的互动更加积极和顺畅 [7]。

3.3 研究结果分析和讨论
根据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游戏化教学法

对学前儿童的社交能力发展具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

游戏化教学法能够激发学前儿童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提高他们与他人合作的意愿和能力。通过游戏化教学，学生

可以在愉快的游戏环境中进行互动和合作，使得学习变得更

加有趣和有动力。这种互动和合作的经验对学生的社交能力

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游戏化教学法能够培养学前儿童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通过参与游戏，学生可以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增强自我肯定

感，并逐渐提升自信心。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和自我认知有

助于学生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和发展健康的人际关系。

游戏化教学法还能够提高学前儿童的情绪管理和社交

技能。在游戏化教学环境中，学生需要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行

为和情绪，与他人协作和解决问题。这种锻炼有助于学生提

高情绪管理和社交技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交环境并与他

人建立积极的关系。

游戏化教学法对学前儿童社交能力的发展具有显著的

积极影响。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培养他们的

自信心和自尊心，提高他们的情绪管理和社交技能，游戏化

教学法为学前儿童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教育方法和策

略。也应该意识到游戏化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一

些问题和挑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案，以进一步提升游戏

化教学法在学前儿童社交能力发展中的应用效果。

4 结语

通过对游戏化教学法在学前儿童社交能力发展中的应

用研究，可以发现游戏化教学法对学前儿童社交能力的发展

有积极的影响。游戏化教学能够显著提升学前儿童的社交互

动频率、解决冲突的能力及同伴关系质量，其效果明显优于

常规教学。这无疑证实了，游戏化教学是一种有效的教学策

略，可以在学前教育中被广泛使用，以促进儿童社交能力的

发展。然而，对于具体的游戏化教学模式和具体的实施方法

以及游戏化教学如何更具体地影响儿童社交能力的发展，还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去探索和研究。

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样本数量

相对较小，不能代表所有学前儿童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

研究中的游戏化教学活动设计可能受到文化、地区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不同的环境下游戏化教学的效果可能会产生差

异。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研究能够深入探究游戏化教学在

学前教育中的应用，以进一步促进学前儿童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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