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块一 任务二《幼儿游戏的分类与教育作用》教学设计

课程信息

课题名称 任务二：幼儿游戏的分类与教育作用 授课对象 幼儿保育专业二年级学生

教学内容

分析

游戏的分类是多种多样的，标准和参照系不同，游戏的分类就不同。通过这一任务的学习，引导学生了解幼儿游戏的不同种类，理解幼儿

游戏能促进幼儿身体的发展、认知的发展、情绪情感的发展、社会性的发展。

学情分析
认知基础：已完成《幼儿保教基础》以及上一任务内容中关于游戏的理论知识学习，具备了基本的专业理论素养。

技能基础：接触过幼儿园游戏活动，能对幼儿游戏活动的概念和组织有一定的认识。

学习特点：擅长在体验、操作练习中掌握技能，适合在小组学习中相互启发，取长补短，但是对理论学习的热情较低。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通过小组讨论，了解幼儿游戏的分类。

能力目标 通过案例分析，在案例情境中掌握幼儿游戏的教育作用。

素养目标 体验合作学习的乐趣，树立正确的游戏观。

教学重点 了解幼儿游戏的分类。

教学难点 掌握幼儿游戏的教育作用。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法、案例分析法

课前：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1.布置作业：

（1）皮亚杰根据认知发展理论，将游戏划了哪几个种类？

（2）以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水平为依据可以将幼儿游戏分成
哪几类？

（3）请从实际案例中讨论幼儿的教育作用有哪些方面？

1.自主阅读教材内容。

2.回顾已学的知识，及幼儿园的见实习经历。

翻转课堂，先学后教

课中：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图片导入，
激活课堂

1.图片导入

  出示若干图片，引导学生根据已有知识及经验说说图片
中都是什么类型的游戏。

2.引出本节课新知识

教师总结：游戏的分类是多种多样的，标准和参照系不同
游戏的分类就不同。

1.根据教师出示图片回答问题； 图片引入，进入新课，激发
兴趣

自主阅读
掌握分类

1.自主阅读，小组讨论

引导学生自主阅读教材中游戏分类的内容，对课前作业进
行分享。

2.根据认知发展理论分类（皮亚杰）

练习性游戏（0-1岁）

象征性游戏（2-7岁）

规则游戏（4-5岁）

1.自主阅读

游戏的分类

2.小组讨论

3.学生分享：

举一个练习性游戏的例子；

举一个象征性游戏的例子；

举一个规则游戏的例子。

引导学生通过自主阅读、小
组讨论、举例分享，掌握游
戏的不同分类。



3.以幼儿社会性发展为依据对游戏进行分类

偶然的行为（或称无所事事）

旁观行为

独自游戏

平行游戏

联合游戏（协同游戏）

合作游戏

案例分析，

掌握教育

作用

1.提问：

“业精于勤慌于嬉”，从游戏的角度，你怎么看待这句话？

【教师总结】儿童游戏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游戏
是人类自由本性和完整人格充分展现的途径与证明，它也
应该是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

2.案例分析

 案例：小明今年刚满 3岁，是某一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

一天放学后小明的爸爸打电话告知老师由于有事晚点才

能来接小明，随着班里的小朋友一个一个都被家人接回

家了，只剩下小明一个人无所事事，王老师于是将一筐

积木倒在垫子上让小明自己玩。只见小明把积木在自己

面前排成一横排，然后向前大力一推，大叫一声：“我

胡了！”

分析：怎样利用游戏对幼儿实施教育，从而发挥游

戏的教育功能，这是教育工作者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究

的话题。

3.教师针对幼儿游戏的作用展开提问与总结：

（1）【提问】请你说说游戏如何促进幼儿身体的发展？

1.回答教师问题；

2.阅读案例，小组讨论；

3.按要求举例说明幼儿游戏的教育作用；

4.归纳总结：

 游戏能促进幼儿身体的发展

 幼儿促进幼儿认知的发展

 游戏能促进幼儿情绪情感的发展

 游戏能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在案例分析中，掌握幼儿游

戏的概念及特点。



【总结】游戏中幼儿奔跑追逐，攀爬跳跃，使大肌肉得到
锻炼，肌体的协调性、平衡性、灵活性都得到增强。

（2） 【举例】“找不同”、“摸物体，猜名称”、
“抢椅子”、“击鼓传花”等游戏可以促进幼儿什
么的发展？

（3） 【游戏体验】分组进行组织幼儿游戏，讨论
游戏怎么促进幼儿情绪情感及社会性的发展？

布置作业
巩固成果

1.在UMU互动平台上布置课后测验。

2.搜集课堂评价信息数据。

1.在UMU互动平台上完成课后测验。

2.在平台对小组在课堂中的表现进行自评和互评。 巩固知识，总结评价。

课后拓展：

课后

拓展

1. 要求学生思考除了教材中提到的

游戏的教育作用之外，还有什么

其他作用呢？

课后小组合作，查阅资料，解决问题。
将所学知识迁移，运用在幼

儿园工作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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