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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游戏化教学是在游戏育人思想的指

引下，运用游戏思维，将游戏元素与语文教学有

机融合的教学方式。游戏化教学选择具有游戏性

的策略和方法，让学生成为真正的游戏者，让教

学过程成为游戏过程，促进学生在自由愉悦的状

态中深刻学习语言文字，获得精神成长。从儿童

出发，践行语文课标精神，解锁教材密码，语文

教学迫切需要“游戏”的加持，这并非传统意义

上的实体游戏，而是自主的游戏精神，即更加鲜

活的游戏方式，更加生动的游戏姿态，更加丰实

的游戏思想。

一、“游戏化教学”的教学特质

1．坚持自由与规则制衡。游戏中的自由精

神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

“自由”。因此，在语文教学中运用“游戏”的

重要任务之一，即建构与自由比肩而立的“规则

世界”。实现真正的课堂“自由”，必然在一定

规则约束之下；遵守底线“规则”，必定是儿童

自由的边界。“自由”和“规则”并不是非此即

彼的二元对立关系，而应该在游戏化教学的实践

中相互接纳，走向融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运用

游戏，教师必须在自由和规则之间保持适当的张

力，寻求自由与规则的平衡共振，以达成小学语

文课堂的和谐融通之美。

2．坚持目的与手段统一。美国心理学家埃

里克·伯恩指出，真正有益于儿童发展的游戏一

定是有所指向且符合人们的普遍期望与价值追求

的游戏。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游戏”运用，应首

先关注它的“教学”功能，坚守运用“游戏”的

目的性和工具性。教师切不能将“游戏”片面地

理解为娱乐活动，一味地关注课堂的热闹，却忽

视了目标任务，而应准确定位“游戏”存在的价

值，视之为教学的一种途径，一种辅助方式。所

以，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运用游戏，应该经过预先

精心设计，始终指向教学目标，并关注学生核心

素养的形成，选择适切的游戏手段达成教学目

标，以实现目的和手段的统一。

3．坚持形式与精神相融。游戏精神是专心

投入、不轻言放弃的精神，是积极主动、开放创

新的精神，是由内而外展现出的心理品质。小学

语文教学应当超越功利，在教学活动中开展与游

让儿童在游戏中学习

—— 小学语文“游戏化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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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课堂，需要一种自然的、生动的游戏化教学方式。游戏化教学是游戏活动和游戏

精神在教学实践中的辩证应用，注重用游戏的思想指引教学，用游戏的精神引领儿童，用游戏的方式构

建课堂，从而促进学生语言文字的学习。

【关键词】　游戏精神　教学方式　游戏化教学



15

观　

点
·
聚　

焦

戏精神相匹配的游戏形式，培养学生的游戏精

神，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游戏和教学有机融合

在一起，游戏为表征，教学为实质，相互渗透，

融为一体，达成形式与精神高度统一。

二、“游戏化教学”的实施路径

1．营造游戏的环境。

（1）营造物理环境。物理环境能够带给学

生最直接的感知，使他们迅速进入游戏情境中，

如欢快的音乐，生动的描述，丰富的影像，角色

扮演中的衣着、头饰等，都能让学生投入游戏的

怀抱，让学生亲近与期待。以《司马光》一文的

教学为例，教师邀请四位学生来到讲台上，分

别扮演不同的角色。采访“众”：“你们都在

玩什么呀？”采访“一儿”：“你想干什么？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能说说你的感受吗？”采

访“众”：“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们为什么跑了

呢？”采访“光”：“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

做的呢？”教师通过一步步的追问将学生带入故

事情境中，让他们感受“群儿戏于庭”的快乐，

“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遇险的危急，“众皆

弃去”的无措慌乱，以及关键时刻“光持石击瓮

破之”的从容不迫、当机立断。学生只有身临其

境，才能感同身受，也才能真正理解文本。

（2）营造心理环境。教师是“长大的儿

童”，要让“教室里的儿童”和“书中的儿童”

走到一起，共同开展美妙的学习之旅。同样以

《司马光》一文的教学为例，坐在教室里的是现

在的儿童，司马光是约千年前的儿童，教师是曾

经的儿童——同为儿童，却隔着遥远的时空。

《司马光》是小学阶段学生接触到的第一篇文

言文，尽管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但对于初学

者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容易产生畏难

情绪。怎样跨越时空的距离，让学生克服心理障

碍，萌生出对古汉语学习探究的兴趣？用游戏式

对话营造出生动和谐的学习环境不失为一种很好

的方式。比如，教师可以在课前谈话时利用师生

姓名来做文章：姓孙名英杰，可以称为——杰，

而司马光姓司马名光，可以称为——光，老师姓

李名继东，可以称老师为——东。简洁的对话将

处于不同时代的三类人联系到一起，一下子拉近

了师生与文本人物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学生知道

了：原来现代汉语表达中一个人的全名，在古汉

语中特定的情况下只需一个字就足够。

2．塑造游戏的伙伴。儿童可以成为自身的

游戏伙伴，即便单独一人，也总有不同的游戏角

色，彼此互为伙伴；身边的同伴可以成为游戏伙

伴，二人或多人之间平等对话、讨论交流、角色

扮演，建立稳定和谐的伙伴关系；文本人物可以

成为游戏伙伴，跨越时间、空间的限制，让文本

人物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成为可以隔空对

话交流的伙伴；教师可以成为游戏伙伴，教师以

游戏伙伴的身份加入课堂，和学生共成长，这也

意味着师生关系的重建。

3．开展游戏的活动。

（1）竞争游戏。荷兰文化学家、游戏研究

先驱胡伊青加以“玩、争、赛、让”四个字来表

达“游戏”的概念。“争、赛、让”，充分说

明游戏本身就具有竞争性。所谓“竞争”就是

“比”，“比”是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经常使用

的一种游戏活动。教师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训

练，就可以采用比一比、赛一赛的方式，让学生

在“针锋相对”的游戏活动中锻炼言语能力，增

长智慧，提升核心素养。

（2）对话游戏。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

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有着鲜明游

戏性质的对话能够有效联结四者之间的关系，催

生学习内驱力，启迪思想，提升智慧，让学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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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言语生长和能力发展。游戏式的对话是有价值

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总

也倒不了的老屋》一文重点学习“预测”的相关

阅读策略，教学时，教师在引导学生预测的同

时，不妨尝试着以对话游戏让学生走进文本，与

人物对话，与作者对话：老屋，你站了这么久，

不累吗？如果我就是老屋，在小动物们遇到困难

的时候，我愿意继续坚持吗？小猫、老母鸡和小

蜘蛛三者之间的顺序是否可以调换？作者为什么

只安排了弱小的小猫、老母鸡和小蜘蛛，还会有

其他凶猛的野兽来寄宿吗？……一次次发自心底

的叩问将学生、文本、教师与作者联结在一起，

拓展了学生思维的深度与广度，也使得“预测”

这一阅读策略的学习得以落实。

（3）模仿游戏。模仿是儿童喜欢的游戏，

语文学习也是一种模仿。遵循儿童的天性，让儿

童在模仿游戏中自由地做，自由地说，学习语言

的组织和表达。如教学《咕咚》一课时，师生共

同模仿小兔、小猴、狐狸、山羊“跑”的动作，

而且一边跑一边叫。教师再适时采访：“小兔

子，你为什么被吓得拔腿就跑？你心里的‘咕

咚’是什么样的？”学生纷纷说出心中关于“咕

咚”形象的想象：巨人、怪物、牙齿尖尖的妖

怪、庞然大物等。一年级的学生在情境模仿中理

解了“跑”字背后小动物们恐惧的心情……模仿

游戏让学生感同身受，对字词的理解在情境体验

中水到渠成。

（4）扮演游戏。扮演游戏受到儿童普遍的

喜爱，它带给儿童充满想象的多姿多彩的生活。

教师借助文本，通过画面、音乐等辅助手段，配

以服饰、道具，让学生在扮演中学习、理解并内

化文本，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突破预设，彰显个

性，创生新的生长点：学习《巨人的花园》，就

让学生扮演那个自私蛮横的巨人，他拒绝孩子们

走进自己美丽的花园，所以他的花园失去了色彩

与活力，所以他才在顿悟后邀请孩子们到花园里

玩；学习《稚子弄冰》，让学生一起表演敲冰的

场景，用终于做好的冰钲敲一敲，可以敲出喜欢

的节奏，也可以兴奋地边敲边跑……在一次次角

色扮演中，学生感受着人物的心理，用个性化的

语言、动作、表情表达着自己的见解。

（5）对比游戏。把两者进行比较就是一种

游戏，例如教学《鸟的天堂》，学生先品读群鸟

欢腾的场景，感受鸟儿的欢乐动态的描写，再打

着节奏读出动态的画面。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尝

试着换一换朗读方式：能否用读群鸟活动的欢快

节奏读对大榕树的描写？学生试着打节拍读，发

现读起来很怪异，在对比朗读实践中，在思辨性

学习中，学生自然而然地体会到静态与动态描写

的区别，朗读的语气和节奏自然也不一样。教师

还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添、减、删、换的方式修改

原文中的词、句、段，再勾连、比较，体会文本

遣词造句之精当，布局谋篇之精妙。

（6）想象游戏。游戏给予儿童想象的空

间，让儿童的思维尽情驰骋。语文教学，需要让

儿童在游戏中张开想象的翅膀。学习古诗《稚子

弄冰》，教师设计情境，让学生想象“彩丝穿取

当银钲”的穿冰镜头：冰终于从盆里取出来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小组合作，展开想象说画

面。诗中只用了一个“穿”字，而在学生的想象

中，穿冰却是一项大工程——不是冰碎了，就是

线拉不过去，或是孔打得太偏了、太大了。学生

通过想象，在语言文字的表达中放大了稚子玩冰

的快乐，诗句的意蕴变得更丰富了。※

（李继东，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苏教名家”培养对象、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

培养工程”培养对象、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