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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的主题是介绍如何在汉语课堂中运用游戏来进行教学和使用游
戏教学时的技巧。从古至今，人们常将学习与苦联系起来。“学海无涯苦作
舟”；“寒窗苦读”等。可有时候即便是苦学，也未必能到达好的效果。成这样
的结果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学习方法的不得当，教师的教学方法等。一般来
说在课堂上，我们常用的传统教学方法仅仅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教师通常会
采用机械的灌输。内容单一，缺乏趣味性，缺乏创新和娱乐性。所以本篇论文
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大家介绍一种新型的教学法叫做游戏教学法，就是在汉语课
堂中运用游戏辅助教学；其次，简单介绍课堂中出现的游戏的种类及其相应的
作用；再次，向大家传授一些运用技巧，方便大家在教学中使用，提高教学效
果；最后向大家说明游戏教学法的局限性，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大
家要视情况而定。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how to use games to teach in Chinese 

classrooms and the skills of using games in teaching.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ople often associate learning with suffering. "Study the sea without bounds 

and work hard to make a boat"; "Study hard in the cold window" and so on. But 

sometimes even if you study hard, you may not be able to achieve good results. The 

reasons for this result are various, such as improper learning methods, and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Generally speaking, in the classroo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we commonly use are only to complete teaching tasks, and teachers usually 

use mechanical indoctrination. The content is single, lacking in interest, innovation 

and entertainment.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roduce a new 

type of teaching method called game teaching method, which is to use games to assist 

teaching in Chinese classrooms; secondly, briefly introduce the types of games that 

appear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functions; again, to teach you some 

skills to facilitate your use in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finally, to 

explai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game teaching method, which can not be us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it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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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中使用游戏教学法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三个部分：老师、学生和

游戏。任何一份部分出现差错都会导致课堂的失败，那么我们就应该分别从这

三部分出发，总结一些能让课堂游戏成功的技巧。 

首先从教师的角度出发，教师是整个课的设计者，所以在课前一定要做好

课堂规划，合理的安排教学时间和游戏时间，游戏出现的时间一定要根据教学

的进度安排调整，如果教学进度缓慢，就要适当延后玩游戏的时间，不能突然

在教学过程中插入游戏环节，学生会不知所措，这样会造成课堂混乱现象。教

师在课前一定要仔细备课，明确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哪些地方适合用游戏教

学法，如果本节课出现的知识点不适合用游戏教学法，那就一定不要用，如果

硬用到课堂中会影响教学进度，也不会有良好的教学效果，反而会起到适得其

反的作用。教师要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汉语水平，每个班级的学生都会出现学得

快的学生和学得慢的学生，学生的汉语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同一个阶段的学

生很难保持所有的学生水平差不多，那么这个时候教师一定要仔细考虑，学生

的平均水平是什么样的，要估计整体的水平。有的老师一个人要教好几个班，

所以不能只使用一套游戏方案，要根据实际情况更改。教师在讲解游戏规则的

时候一定要语言简练，表达清楚，有的时候在课堂上无法开展课堂游戏就是因

为老师没有讲清规则，导致学生不知道如何去做。教师在课堂中一定要发挥引

导作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游戏环节中出现错误时，教师要及时更正。教

师还要维持游戏的公平性，否则一旦学生觉得老师有偏袒心理，那么在以后的

课堂教学中学生就不愿意配合教师的工作，也很难再开展课堂游戏。在游戏过

后教师要做好游戏的总结工作，不能做完游戏就结束了，要对课堂游戏做出整

体评价，游戏进行的好还是不好，优点和缺点都要找到，为以后的课堂游戏教

学做准备，在游戏中如果学生方面出现问题，教师也要加以指正。 

其次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做的所有准备都是为了

学生服务的，所以学生应该积极配合老师的教学工作，尊重老师的劳动成果。

在老师讲解游戏规则的时候要认真的去听，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要及时的去问

老师，如果自己明白规则而其他的同学不明白规则，那么自己可以帮助老师向

同学们解释游戏规则。学生应该积极的参与到游戏的过程中去，如果认为自己

不喜欢这个游戏或者不适合自己，那么应该在课下的时候及时向老师反馈，然

后老师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这个游戏而影响其他同学做游

戏，导致课堂秩序混乱，影响教学进度。学生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也要进行自

我反思，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看看自己究竟哪些知识点掌握的不牢靠，下课

后自己尝试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向老师求助。 

最后从游戏的角度出发，游戏是辅助教学的手段。游戏的作用就是为了能

让老师更好的教，学生更好的学，不能为了娱乐而玩，而是为了教学而玩。在

游戏的选择上，一定要适应学生的水平和所在的班型，游戏不能过难或者过

易，游戏太难学生不会玩，容易产生畏难情绪，游戏太容易又不能吸引学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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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学生不愿意参与。游戏规则一定要清楚，不能出现模棱两可的现象，这样

在游戏竞赛中无法评定结果，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或者使游戏无法开展。做

课堂游戏的时候一定要设置奖惩制度，良性的竞争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

热情，能都更好的达到教学效果，学生为了得到奖励或者避免惩罚愿意主动的

参与到游戏中。奖励和惩罚要有度，太有诱惑的奖励会引起恶意竞争，过于严

重的惩罚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学生会觉得丢面子，对汉语课堂产生厌恶感。

游戏的内容不能触碰到文化的禁忌，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学生会感觉不被尊

重。 

（1）汉语课堂中的游戏分类 

 可以在汉语课堂中运用的游戏非常多，为了方便以后在汉语课堂中使用这

些游戏，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分类，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我们可以将其

分为一下几类： 

根据训练汉语的针对的内容，我们可以将这些游戏分为：语音游戏、词汇

游戏、语法游戏、汉字游戏、文化类游戏、表达类游戏等等。 

    根据训练不同的技能，我们可以将这些游戏分为：听力游戏、口语类游

戏、综合类游戏等等。 

    根据参与到游戏中的学生数量，我们可以将这些游戏分为：集体游戏、

小组游戏（三至五人一组）、双人游戏、单人游戏等等。 

    根据进行游戏的场地不同，我们可以将这些游戏分为：课堂游戏、非课

堂游戏、室内游戏、室外游戏等等。 

根据游戏出现在课堂中的时间，我们可以将这些游戏分为：课前游戏、课

中游戏和课堂结束以前的游戏。 

根据游戏中的参与者，我们可以将这些游戏分为：老师和学生之间互动的

游戏、学生和学生之间互动的游戏等等。 

根据游戏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将这些游戏分为：歌曲类游戏、记忆

类游戏、动作类游戏、表演类游戏。 

这些游戏有许多重叠的地方，一种游戏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被归属

到不同种类的游戏中去，根据教学需要，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对这些游戏进行选

择，选择最适合本节课教学要求的游戏来辅助自己调动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

率。 

   （2）不同类型的游戏能解决的问题 

正式讲解新课前做游戏是导入新课的一种方法，有助于吸引学生的兴趣，

在课堂的开端就调动了学生学汉语的热情，后面的教学内容也比较容易开展下

去。在刚上课的时候做游戏也可以给学生一个缓冲，慢慢的从上节课中的情绪

过渡到这节课上。如果汉语课经常有学生迟到，但是迟到的时间又不是特别

长，教师可以采取做游戏的方法来等这些学生，游戏做完时，学生差不多都到

齐了，就可以继续开展教学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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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中期做游戏非常适合低年龄段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年纪非常小，

对知识接受的能力和消化的能力有限，所以很容易听不懂，再加上学生年龄

小，注意力集中的时间非常短，所以教学效果非常不明显，成人学生具有一定

的逻辑思维能力，如果有语言难点的时候教师可以解释，但是小学生的逻辑思

维不强，很难对他们解释。这时如果采用做游戏的方法，首先会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其次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语感，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但是能正确使

用，时间久了学生自然而然的会使用了。对于成人的学生来说，在课堂中期做

游戏主要就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为接下来的教学内容做准备。 

在汉语课快要结束前做游戏，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学生对本节课

掌握的程度，相比传统的检验方式例如“提问法”、“课堂小考”的枯燥单一，这

种方法具有趣味性，学生愿意主动参与，不会出现没有学生回答的尴尬场面，

也避免提问到没有掌握好知识点的同学，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在课堂结束前做

游戏也有助于学生自己总结梳理知识点，加深对这些知识点的印象，以后在实

际生活中可以正确使用。 

汉语的发音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很难把握的，除了有轻重音的区别外还有

语流音变1的现象，还有的音与其他语言中的发音不完全一样，导致学生负迁移

现象2严重，或者出现语言化石化3的现象，所以学生在掌握汉语语音时是很困

难的，急需一种有效的方法帮助学生记忆。这时候学习中文歌曲是一种有效的

方法，选择和教学内容相关的简单易学的歌曲，在歌曲中更容易练习发音。例

如在学习中国春节的时候，可以教学生唱和中国春节相关的歌曲《恭喜恭喜》、

《恭喜发财》，歌词简单易学，不但可以锻炼发音，又可以学习中国文化，感

受春节的气氛。 

在汉语课堂中引入游戏教学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动课堂气氛，在实践中证

明，游戏教学法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我们不能只把它看成是一种教学工

具，它也是学生和老师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合作交流的平台。学习汉语就是

为了以后能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它，但是传统的教学方法就是老师一个人在上面

讲，学生在下面听，不但十分枯燥，学生还没有机会练习自己的汉语，这时就

凸显出游戏教学发的优势，一是课堂游戏具有趣味性，能抓住学生的注意力，

二是游戏具有互动性，学生可以通过游戏来练习自己的汉语。汉语是一门非常

难的语言，知识面广、知识点复杂，非常难以把握，可能老师讲很多遍学生还

是不会怎么用，如果可以将这部分的教学内容和课堂游戏相结合的话，可能会

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让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得就掌握了汉语的要领。

                                                           
1 因发音器官的制约和发音方便的需要，音位与音位接续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就是语流音变。常见的

语流音变有同化、异化、弱化、脱落四种类型。 
2 负迁移一般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干扰或抑制作用。 
3 语言石化现象指在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中，一个时不时会出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正确的语言特

征成为了一个人说或写一门语言的方式的一个不变的部分。 

http://baike.so.com/doc/6483317-6697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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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课堂游戏在教学中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我并不建议在所有的课堂中都

使用游戏进行教学。首先玩是人的天性，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儿童，大家都喜欢

玩，只是程度不同，如果在课堂中引入的游戏太具有诱惑力，那么有的学生可

能会被这个游戏本身所吸引，偏离了教学目标，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游戏上

而不是知识点上，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引入课堂游戏的最初目的。其次，引入课

堂游戏就是因为它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果每节课都使用这些游戏，学生会

逐渐习惯，进而失去兴趣，游戏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游戏教学法这个理论

是近些年才提出来的，所以这个理论还不成熟，中国的学者还在一直探索，使

其完善，在汉语课堂中引入游戏这个作法还要借鉴其他国家关于这方面的经

验。游戏教学法对于汉语教师来说也是很难掌握的，尤其是对一些比较缺乏经

验的老师来说，怎么运用是一个难题。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出现问题，老师和学

生都会感觉很尴尬，尤其是经验少的老师，就很难再能继续上课，老师会失去

威信，学生也会质疑老师的能力，这是非常不好的局面。虽然在课堂中使用游

戏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积极意义还是大于消极意义的，相比传统的教学模

式，这种方法还是值得研究的。总之我们应该加大研究游戏理论的力度，使游

戏教学法日益完善，以后能更好的为汉语课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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