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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教学游戏化的理念与策略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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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英语教学游戏化基于小学生爱玩、好动、好奇心强等心理特征，将教学与游戏相结合，能有效激发小学
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与主动学习的意愿，使其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学习语言知识，提升语言表达能力，有利于构建小学英

语优质课堂，真正体现“寓教于乐”的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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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教学游戏化这种通过游戏与教学相结合

的方式打破了传统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模式，符合小学生的心理特征，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从而调动其积极主动地学习，在愉快中获得知识，这使教学游戏化更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１　教学游戏化的理念
《辞海》中，“游戏”是“体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娱乐的一种。游戏一般都有规则，对发展智力和

体力有一定作用”。夸美纽斯指出游戏可以锻炼儿童身心［１］。皮亚杰认为游戏具有发展智力的功能，

儿童通过游戏满足对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２］。在《爱弥儿》中，卢梭认为教育要“顺应自然”，顺应

人性中的原始倾向和天性。教育首先要顺应大自然的法则，其次要顺应个体的自然发展。对儿童而言，

即顺应儿童的天性、年龄特征及其身心发展情况［３］。

我国自古就有教学与游戏的结合。宋明时期的蒙养教学强调教人“乐学”，蒙学教材中多用故事或

插图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朱熹提出：“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王守仁也主张：“教童子，必使

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３］他认为在儿童教育中，必须注重激发儿童的乐学情绪，顺应他们的身心发展

特征，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与良好的学习习惯，引导他们的思想情感、综合素质在潜移默化中和谐发展。

“游戏化教学是以教学为目的，教师通过科学设计或游戏选择将它与教学过程整合，使学生在活泼

愉快、兴趣盎然的情绪中开展游戏学习的一种教学活动类型。它将教学因素和游戏因素紧密结合在一

起，是传统游戏化教学的延伸。”［４］在游戏化教学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

特征，选择适当的游戏融入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内容进行重组，将体验、实践、合作与交流等结合起来，通

过游戏活动创造学习动机，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最终实现教学目标。

２　小学英语教学游戏化的适切性
自２００１年教育部在《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全国乡镇以上从小学三

年级逐步开设英语课程以来，英语在我国小学教育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对其他传统的教学方法，游戏

化教学借鉴了游戏的新奇、挑战、轻松等特点，将教学蕴含于游戏之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积极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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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其积极主动学习，在游戏中深化教学知识，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学习英语，真正寓教于乐，从而

构建了符合小学生心理发展特征的教学模式，其优越性显而易见。

２．１　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是课堂的主体，学生只是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英语课堂因需要反复操练各种

词汇和句型而变得枯燥乏味，学生因此失去英语学习的兴趣，有些学生甚至把英语列为不喜欢的科目之

一。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兴趣是引起学习动机、推动学生主动学习的一种重要心

理因素。心理学认为，凡是生动、具体、形象的事物很容易引起学习者的兴趣，有吸引力的东西能使识记

可能性增加将近一倍多［５］。在课堂上，趣味性的游戏能避免枯燥的语言反复操练所带来的厌倦心理，

消除学习者在学习中可能出现的紧张情绪，丰富教学内容，调动学习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活跃课堂

气氛，使课堂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下进行，同时开发学习者的应变能力及独立思考能力。

２．２　贴近学习者的生活
陶行知说过：“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之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

育。”［６］他认为，生活决定教育，有什么样的生活便有什么样的教育，教育随生活而变化，教育需与生活

相结合才能产生作用。游戏化教学能让学生尽可能地接近自然真实的语言环境，比如在教学游戏中设

置的一些买卖东西、乘车、游玩等情景，让学生学会如何在生活中使用语言，结合生活实例，将语言与直

观动作相联系来理解词汇和句型，学会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词汇，促进学生对语言知识的掌握。

２．３　适合小学阶段的教育内容
目前，我国小学阶段英语学习任务是“激发和培养学习兴趣，树立自信心，形成有效学习策略，发展

自主学习能力，掌握基础知识和技能，形成语言运用能力”［７］。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与

信心以及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知识技能以及语言综合运用能

力。小学英语的教学内容一般较为简单，大多是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及常用短语，比如食物、动物、颜色等

范畴的词汇和“你好”“早上好”“我的名字是”等常用口语。这些知识都是比较简单零散的内容，逻辑

性不强，适合结合一定的情景表演或课本剧的形式进行教学。

２．４　符合小学生的心理特征
现今，我国大部分乡镇以上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开设英语课程。三年级的学生年龄在八九岁左右，这

个年龄段的孩子有他们的特点。如爱玩、好动，游戏化教学将游戏带入课堂正好满足他们这种心理，让

其“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如好奇、敏感，尤其对新鲜事物很感兴趣，游戏相较于书本更能引起他们的好

奇心与求知欲，从而使其主动投入到学习中；如好胜心强，什么事情都想争第一，在课堂游戏中适当加入

评奖，能有效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如注意力难以集中，研究表明，儿童可以连续集中注意的时间大约

为２５分钟，如果教师的教学节奏慢、课堂枯燥，他们就很容易在更短时间内出现做小动作、开小差等现
象，这时如果教师将他们感兴趣的游戏带进课堂，就能吸引他们的注意，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如

有丰富的模仿能力和创造潜能，在游戏化课堂中，分角色表演的活动就将抽象的语言与生动的实际生活

相结合，使学生处于丰富的语言环境之中，在轻松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其表演能力和创

造力。

３　英语教学游戏化的具体策略
教学游戏化就是教师在教学中根据实际情况及学生身心发展特征等将教学与游戏相结合进行教

学，在游戏过程中与学生轻松交流、沟通，使信息传递更加形象生动，从而避免一味的“输入式”教学，增

加了课堂的互动，活跃了课堂的气氛，真正实现了以学生为主体、寓教于乐的教育。教学游戏化主要包

括数字化游戏和游戏活动两类。

３．１　数字化游戏
数字化游戏涵盖电视游戏、单机游戏、网络游戏等各种基于数字平台的游戏。２１世纪以来，随着计

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学者们开始尝试将数字化游戏应用到教学过程中。２００９年，江苏春雨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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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了一款名为《梦幻城堡实验班》的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依托的动漫式学习产品，该产品以学习课外知

识为主，巧妙地将教育、动漫以及游戏融为一体，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学习中互动性、体验性、趣味性

不足的问题。现今，电脑或手机上的单机游戏及网络游戏都很受青少年的青睐，将学习内容融入网络游

戏中，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尤其在游戏的同时学习，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沉迷网络的现象。

３．２　游戏活动
简笔画。简笔画突出的是简洁而传神，用简单的线条抓住事物的本质及人物的动作、神态等，化抽

象为形象，调动学生的视觉感受，促进有效学习。例如在学习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ｆｉｓｈ，ｃｈｉｃｋｅｎ等词时，分别将
汉堡、鱼、鸡肉的图片画出，让学生一一对应进行记忆；对于易混淆的词汇如ｃａｐ和ｃｕｐ，画一顶帽子勾勒
出帽顶就像字母ａ，画一个杯子圈出杯身就像字母ｕ，利用生动形象的视觉感受来促进学生对易混淆词
汇的区分、理解以及记忆。

猜词活动。猜词活动是小学英语游戏化教学中常用的形式，猜词对英语词汇的理解、记忆及巩固有

着很好的效果。例如教师制定一个猜词抢答活动，前一个学生没答出，就由后一个学生回答，并予以一

定的奖励，如此便可大大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在猜词过程中，学生需要在脑海里搜寻可能的词

汇，对以往学习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巩固作用。通过猜词对所学的词汇有更深刻的理解与记忆，这比枯燥

的死记硬背效果好得多，而且单纯的死记硬背记忆时间很短暂。在学习ｉｎ，ｏｎ，ｂｅｈｉｎｄ等介词时，老师
分别将小球放在盒子里面、上面、后面，然后让学生猜词并描述每个方位对应的介词的用法，这样多感官

协同表演真实地体现这些介词的使用情况，有利于理解记忆。

表演。儿童有着丰富的模仿和创造潜能，喜欢模仿大人的动作和语言，也喜欢表演。在英语教学

中，利用角色表演来再现课本中所学的对话内容，或引导学生将所学的词汇、句型运用到角色表演中。

在角色表演中，鼓励胆怯的学生积极参与，发挥各自的特长，引导学生融入学习环境之中，在角色表演中

理解与掌握知识。譬如，在学习“Ｈｅｌｌｏ．Ｈｏｗａｒｅｙｏｕ？Ｎｉｃｅｔｏｍｅｅｔｙｏｕ．”等常用问候语时，教师设置一个
情境内容，让学生进行表演，引导学生在不同的情况下选择符合说话场合的用语。在小学六年级的课本

中，有许多类似圣诞节互送礼物的情景小故事，很适合小学生分角色表演，而且能调动他们积极参与角

色表演活动。在玩中学，不仅活跃了课堂的学习氛围，而且提高了学习效率，有利于构建优质课堂。

４　结语
教学游戏化使学习者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由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有助于提高学习积极性，树

立学习的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终生学习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对于教师而言，所选择的游戏内

容不能是随意、毫无目的、易沉溺的，游戏使用不当可能会带来消极影响。课堂上的游戏是为教学内容

而服务的，应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所以教师需谨慎选择游戏的内容与形式，在游戏化教学的同时蕴含

思想教育，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情感和习惯。教学游戏化具有传统的教学方式所不

具有的新生力量，为我国的教育实践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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