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自制教学辅具的学龄前儿童游戏设计
张春凤　朱展博　张玉兰　郑学刚 *

（临沂大学，山东 临沂 276000）

摘要：游戏是符合学龄前儿童身心发展需要的实践活动，科学合理的游戏设计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和内容帮助孩子激发学习动机。本

文通过自制的游戏器材，创设不同的使用场景，设计了认知训练、社交互动、音乐感知、口语表达等多种游戏活动，这些游戏兼具趣味性、

互动性、可编辑性，有助于提升孩子的社会交往、语言沟通、情绪表达和行为控制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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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优生优育思想的普及和父母教育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家长开始重视早期教育，特别是对儿童多方面素质和能

力的培养 [1]。学龄前儿童处于身心迅速发展的阶段，好奇心强，求

知欲旺盛，他们不仅对外部世界有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探索欲望，

还渴望与熟悉的人进行语言沟通和社会交往，情感上也变得更加

丰富和细腻 [2]。学龄前儿童情感与社会交往行为的缺失将导致成年

期社会行为问题的出现，当孩子出现情绪不稳定、社交恐惧等心

理问题时，家长及时且恰当的干预就显得尤为关键。

游戏是有效的学习形式，对孩子身体、智力、人格、情感、

创造性和审美情操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3]。游戏活动离不开游

戏器材，而自制游戏教学辅具不仅有效降低康复成本，而且方便

差异化教学，可以针对性改善某些障碍或不足。在这里，我们自

制了一种学龄前儿童游戏教学辅具，设计了认知训练、社交互动、

音乐感知、口语表达等多种游戏活动。

二、教学辅具

我们自制的游戏教学辅具命名为“小鸡快跑”，其面板结构

如图 1 所示，名称寄托了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殷切期望。器材由主

机和从机两部分组成，主机带有三个游戏按键、时间显示屏及声

音播放装置，从机只有一个游戏按键，主机和从机之间可以通过

蓝牙进行较远距离无线通信。

图 1 面板结构图

游戏的具体流程如图 2 所示，主机会随机点亮一个按键灯，

孩子正确按压该按键后按键灯熄灭，随后播放一段提前录好的音

频，此时从机上的按键灯点亮；从主机位置走到从机位置，击打

从机上的按键后按键灯熄灭，主机停止播放当前音频，随即更换

音频内容，然后主机灯亮，再返回主机位置去击打主机亮灯按键。

孩子在主、从机间往返运动，每十次为一组，液晶屏可以显示总

运动时间及单次折返运动时间。游戏开始前在主机中存入不同的

音频文件，配合使用卡片、实物等，即可创设不同的生活场景。

图 2 程序流程图

如图 3 所示，基于自制游戏教学辅具，我们设计了多种游戏

活动，并以这些活动为基础，进一步开发了内容丰富的游戏课程。

游戏教学辅具和课程有望初步应用于学龄前儿童家庭教育，经过

性能优化和成本控制后还可以进行商业化推广，进入众多社会育

儿教育机构和寻常家庭，造福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图 3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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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知训练游戏。学龄前是儿童认知功能发展的关键时

期。认知训练游戏覆盖范围类型多样，如日常生活中常见物品名称、

各种动物叫声、简单数学口算等。训练时可配备相应实物或图片

作为辅助，游戏难度符合孩子的智力水平与发展要求。游戏结束后，

根据显示屏上的时间来评估运动能力，根据游戏过程中孩子的反

应判断认知能力，从而在下一段干预中有的放矢，因材施教。游

戏中可以通过互动和奖励来激发兴趣，提升游戏过程中的专注力。

（二）互动游戏。游戏活动是一个社会性活动，孩子在游戏

中与周围人建立关系，进行情感联系，从而发展社会交往能力。

孩子可以在同伴或成人的引导下，通过社交游戏和小组活动来学

习社交技能和情感表达。社交游戏前可以录入家人声音，游戏过

程中让孩子猜测是谁的声音，并与家人进行互动，做出题中所给

指令（如握手、拥抱等）；还可进行角色扮演游戏（例如“如果

我是一名医生”等）。在游戏过程中，可以巧妙地利用回答问题

的空隙加入一些互动元素如孩子间的击掌和拥抱等，既增加游戏

的趣味性，也促进在游戏过程中情感交流。

（三）音乐游戏。音乐教育对提升孩子的综合文化素质、调

节心理压力、塑造良好性格以及完善人格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进

行音乐感知游戏时，可以播放儿歌或简单的旋律，孩子可以进行

接唱或哼唱；游戏中的儿歌可以设定不同难度级别，逐渐增加音

乐的复杂度，帮助孩子提高音乐感知能力。还可录入不同乐器的

声音，并配备相应的乐器图片帮孩子更好认知，听到声音后辨别

是什么乐器，从而增强孩子的音乐素养。通过音乐互动游戏，孩

子参与音乐节拍和旋律的配合来增强他们的音乐感知和表达能力，

还能提升自信心，提高自我认知和自我价值感。

（四）口语表达游戏。学龄前阶段是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

科学有效地开展语言教育，对孩子的认知、思维、想象力以及社

交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口语表达能力是孩子接受一切教

育信息的基础。口语表达训练如“说出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什

么动物四条腿、两条腿或没有腿”等。当孩子成功完成口语表达

挑战后，播放相关的音频或视频，示范正确的口语表达；还可学

习各种词语，根据所给词语进行造句，通过参与语言任务来提高

语言表达能力和词汇量。口语表达游戏也可以显著增加孩子之间

或孩子与老师和家长的互动次数，产生更多语言沟通和社会交往

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减少沟通与社交障碍。

三、游戏教具与游戏活动的优点

我们设计的游戏教具和游戏活动在学龄前儿童教育方面具有

突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性化干预

每个孩子都有其独特的身心发育、兴趣爱好和能力水平，游

戏内容可以根据具体需求进行高度个性化的定制。对于身体平衡

性较差的孩子，可以专门设计锻炼肌肉和协调能力的游戏活动，

如“过障碍物”或“跳房子”游戏；对于语言沟通能力弱的孩子，

可以重点设计口语表达游戏，如描述不同物品的区别。

（二）契合不同时期

在幼儿阶段，可以设计一些简单、直观的游戏来吸引孩子的

注意力。随着年龄增长，则可以增加贴合生活场景的复杂游戏，

提升孩子认知和社交能力。

（三）多感官刺激与整合

学龄前儿童往往在感官处理方面存在欠缺，游戏中灯光、音

乐和击打按钮等多感官刺激可以促进身体协同发展。

（四）亲子交流

作为家长与孩子之间进行亲子互动的有效工具，家长可以和

孩子一起设计游戏、做游戏。这种亲子互动不仅有助于孩子的康复，

还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温暖的情感支持环境。 

结论

设计高度贴合学龄前儿童个性化需求的游戏活动，不仅能有

效提升孩子的综合能力，还能为其提供更为愉悦和安全的游戏体

验。本文基于自制游戏辅具，设计可编辑的个性化认知训练、社

交互动、音乐感知、口语表达等多种游戏活动，在提升孩子社会

交往、语言沟通、情绪表达和行为控制能力等方面有较好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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