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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幼儿园绘本游戏化活动的组织策略
刘　伟

（淄博市张店区尚勤幼儿园，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幼儿阶段是孩子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要阶段。为了培养孩子语言表达能力，促使其语言表达能力发展，众多学前

教育教师在育人过程中积极实践，认为绘本符合孩子语言发展需求，是切合其年龄特点的语言、学习材料。同时，游戏是幼儿基本活动，

通过将绘本教学游戏化则可以进一步实现绘本这一教学方式的教育价值。本文就幼儿园绘本游戏化活动的组织进行探究，并对此提出相

应看法，希望为幼儿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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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在全新时代背景下，

活动是幼儿园基本活动，而经过不断实践不难发现，绘本教学活

动游戏化充分体现了其教育价值，此种模式可以发展幼儿多元能

力以及素养，利于教师实现新时期下的教学改革目标。因此立足

全新教育时代，幼儿教师应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结合幼儿行为习惯、

认知能力发展等，借助绘本游戏化这一全新方式构建并完善教学

体系，从而推动教学发展。但是在开展相关活动的过程中，教师

应对教学内容、方式、活动组织形式等进行分析，寻找几者之间

的契合点，以此来深化幼儿教育改革。

一、幼儿绘本游戏设计原则

结合教学改革需要，教师如何将游戏化的精神和理念融合到

绘本中，确保绘本教学活动真正体现游戏化，成为其重点研究内容。

笔者认为教师在绘本游戏设计过程中应秉持以下几个原则：首先，

适宜性。一般情况下，教师在教学中应做到精准把握不同学段幼

儿游戏特征以及认知能力，如笔者在结合班级幼儿特点设计教学

活动的过程中，运用《一园青菜成了精》这一绘本开展了相应的

游戏教学活动，大班孩子对多数蔬菜外形特征有了充分了解，随

后笔者开展了采蔬菜的竞争比赛，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可以结合

蔬菜外形特征进行猜测、描述，这样能够进一步深化他们对蔬菜

的了解，提升其学习兴趣。

其次，多样性原则。在幼儿阶段的教育中，游戏形式是丰

富多彩的，因此在设计游戏过程中，幼儿教师应积极分析绘本

特性，设计出融合性、教育性的不同种类绘本游戏。例如，在

绘本《我做哥哥了》《糊涂熊队划不快》等教学中，教师可结

合实际情况设计体验式游戏教学活动；围绕《向 0 敬个礼》《奥

古斯汀》相关内容的绘本教学中，教师则需侧重幼儿思维能力

培养，强化其感知能力以及灵敏性培养我，结合绘本内容以及

教学需求设计益智类的游戏；在《爷爷一定有办法》绘本教学中，

围绕教学需要引入实践性、探索性教学活动，助力幼儿综合品

质以及思维意识的发展，从而获取孩子们的喜爱，强化其学习

兴趣。

二、绘本教学在幼儿教育阶段的应用价值

首先，可以帮助教师与孩子们建立良好关系。对幼儿教育来

讲，幼儿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教学效果，

是影响教学进度、质量的关键所在。在传统的幼儿教学中，主要

是教师结合教学内容开展相应教学活动，且很多教师态度较为严

肃，这会导致一些孩子产生畏惧感，这并不利于教师构建有效课堂。

而在绘本教学形式的支持下，孩子们会主动加入学习过程，这在

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文化知识、技能知识的趣味性，同时教师的讲

解过程也更为生动，课堂氛围十分活跃，孩子们的能力也得到发展。

其次，进一步强化幼儿学习兴趣。一般情况下，绘本主要是以故事、

图片的方式呈现知识，同时很多教师积极创新，在绘本教学中融

入教学游戏，这些教学方式更具趣味性，这使得文化知识更为生

动且带有较强的趣味性，这样可以进一步激发幼儿参与兴趣，利

于教师开展针对性教学活动。最后，提高幼儿的分析能力，树立

幼儿正确认知。幼儿教师在利用绘本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可

以引导幼儿通过分析图片的内容来获取文化知识信息，这样的教

学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消除了文化知识教学的枯燥性。具体来讲，

幼儿从绘本中获取文化知识信息的过程也是幼儿的分析能力得到

提升的过程。

三、幼儿园绘本游戏化活动的方法

（一）导入绘本游戏，培养幼儿多元素养

结合幼儿认知、综合学情等引入绘本游戏化教学活动，能够

让孩子们在尝试、实践中提升自身思维能力、探索意识的发展。

此外，结合幼儿认知构建良好教学环境、打造游戏化教学环境，

能够进一步改善传统教学中幼儿难以主动教学的情况，利于教师

开展有效科学教学活动，提升整体教育效果。同时，教师为了确

保科学教学活动与幼儿认知相符，则可以提出相应问题，这样不

仅能够拉近教学与课堂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能够发展孩子们的感

知能力，使其意识到知识与实际存在密切联系，进而推动幼儿教

学发展，深化教学改革。为此，在新时期下的幼儿科学教学中，

教师应重视绘本游戏的导入，以此来强化其综合能力以及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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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幼儿教师要善于发现绘本中隐含的游戏化元素，

也可以绘本故事为背景，开展一系孩子们能够主动参与的游戏活

动，这样能够培养的他们的感知能力、阅读兴趣等。幼儿思维具

体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幼儿乐于用感官感知事物，因此在

教学中教师可借助猜一猜的游戏活动方式，积极与孩子们进行互

动，例如，很多孩子发现《蚂蚁和西瓜》这一绘本封面中的西瓜

上有很多蚂蚁，于是笔者提出相关问题：孩子们，大家想象一下，

为什么西瓜上会有很多蚂蚁呢？你可以说一个故事情节吗？小蚂

蚁要怎样才能搬动大西瓜呢？在问题驱动下，孩子们积极与同桌

进行讨论。随后，为了进一步培养孩子们的感知能力以及思维能

力，笔者为孩子们提供了头套、小皮球，让孩子们模仿搬运大西瓜，

体会合作的乐趣，随后笔者结合“合作”这一主题，开展深入教

学活动。这样，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绘本游戏导入教学，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使其能够主动加入学习过程，

帮助其树立正确认知，以此来提升整体教学效果。

（二）创设绘本故事情境，打造轻松游戏化氛围

借助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可以使幼儿的集中性以及稳定性

不断发展，不过其依旧容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发生注意力涣散的

情况。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教师在绘本游戏化过程中，需要积

极构建良好学习环境，将多样化的游戏活动贯穿在绘本阅读过程，

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情绪氛围中主动投入绘本阅读。为了实现这一

教学目标，笔者认为教师需立足实际，充分分析教学内容、绘本

阅读中隐藏的游戏化元素，之后结合幼儿的兴趣点、生活经验等

构建良好游戏化教学课堂，从而提升整体教学效果。

例如，笔者围绕《月亮的味道》这一绘本开展了游戏化教学

活动。这一绘本的主要内容是小动物们协同合作，通过叠天梯的

方式品尝到了月亮的味道，在这一故事中，很多小动物对月亮味

道大胆想象，在小动物们引领下，孩子们的味觉似乎也灵敏起来。

在现实生活中，味道符合幼儿认知，同时也是他们感知领域的重

要内容，对此笔者在带领孩子们大致了解绘本故事之后，创设了

实践性、味道和食物相关的游戏情境，笔者为孩子们提供了饼皮、

豆沙馅等食材，让孩子们自由发挥想象力以及创造力，制作自己

喜爱的“月亮”，随后让孩子们互相品尝并介绍自己心中月亮的

味道。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在趣味内容的吸引下主动参与到绘

本情节中，通过切实尝试活动了情感、能力体验，整体教学效果

极佳。再如，《月亮熊》讲述了小熊、长耳兔、乌鸦竭尽全力营

救月亮的故事，故事内容幽默诙谐、情节简单流畅。在教学中，

笔者引导孩子们了解绘本内容，之后让孩子们一同结合故事情节

发展绘制故事图，通过这一方式来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让孩

子们理解故事发展过程。在此之后，笔者选择了一段与故事情节

情绪相贴合的音乐，从而打造故事情绪氛围，让孩子们结合自身

理解，用肢体语言表现角色状态的变化，从而实现绘本内容互动、

材料互动，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三）角色扮演，趣味感知

一般情况下，绘本故事具备深刻内涵，幼儿教师在引导孩子

们掌握故事情节之后，则需要带领他们深刻掌握内涵，进一步体

会绘本角色心理以及状态的变化去，这样可以培养孩子们的感知

能力，树立其正确认知。为了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教师在绘本游

戏化教学中可引入角色扮演，通过让孩子们扮演绘本故事中不同

的角色，利于教师实现新时期下的教学目标。不过一些教师发现

很多幼儿在角色表演过程中，其扮演意识不强，且游戏目的性较差，

基于此在组织表演游戏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分析不同年龄段幼儿

年龄特征以及生活经验，充分将游戏与表演结合，同时教师也要

鼓励孩子们积极想象，在表演中大胆表现自己，从而产生良好的

游戏体验。例如，笔者在讲解完《女巫扫帚排排坐》之后，结合

其主要内容开展了游戏化教学活动，主要内容是小动物们帮助女

巫一同战胜了恶龙，其内容轻松有趣且角色众多，可以确保多名

孩子加入游戏中。结合绘本故事内容，笔者和孩子们分析不同故

事角色的性格、人物特征，随后为了确保游戏公平性笔者以抽签

的方式明确每一孩子的故事角色，之后为他们布置了故事情境、

给孩子们提供了道具，而笔者在这一过程中主要起引导作用，结

合故事发展情节提出相应问题：魔法扫帚生了什么事情？小动物

们是怎样帮助女巫的呢？进而给孩子们充分的表演以及发挥时间，

他们也逐渐懂得了互帮互助、善良友爱的内涵。借助这样的方式，

孩子们对故事情节、内涵有了深入了解，绘本游戏也充分体现其

引导价值。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绘本游戏极具引导价值，利于教师构建良好教学

课堂，培养孩子们阅读能力、思考能力以及想象能力等。因此，

在全新教育时代，幼儿教师应积极顺应时代发展，在教学中积极

引入绘本故事，从而打造良好学习环境，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思考，

在思考中成长，从而进一步实现新时期下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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