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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课程”的天空是广阔的。
这本书的问世，着实出于偶然，但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从提纲草拟、资料收集到编写提炼教学过程中的各类游戏；从理论研究、实践操作到案例分析、研究
，凝聚了所有参与此书编写的领导、专家、学者，尤其是部分一线老师的经验和智慧，它是汗水和心
血的结晶，也是大家互相合作、共同努力的成果。
    本书分为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
“理论与指导”部分在吸收了国内外儿童游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幼小衔接时期教
学游戏的概念和功能、分类及特点、游戏的设计与操作策略等内容，并针对各类游戏提出了具有可操
作性的指导和建议。
此外，这一部分还结合具体的课堂教学实例探究了有关游戏的使用密度、形式选择、选用时机等问题
。
“设计与操作”部分根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的一年级上
下册、二年级上下册，按课序配套编写了分板块的教学游戏，包括拼音游戏、识字游戏、词语游戏、
阅读游戏、口语交际游戏和综合性游戏等。
本书在游戏理论的指导之下，立足课堂，深入实践，加强反思，结合较为详尽的第一手实验资料进行
游戏的开发与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将幼小衔接时期语文教学游戏的研究引向了深入。
本书可供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人员和一线语文老师参考使用，尤其是对刚进入课改或准备进入课改的负
责低段教学的语文老师具有较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老师们在参考本书的时候，可以根据本班的教学实际（包括开展游戏所需条件、教师本人的条件以及
学生的可接受程度等），灵活选用相应游戏并且大胆创新，完善或开发出更多更好的游戏。
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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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晓芳：女，1972年生于浙江义乌。
现任浙江省义乌市教育局教研室小学语文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
主要从事小学语文教学与教研工作，近年来，对小学语文幼小衔接教学游戏进行了集中、深人的研究
。
撰写论文十余篇，散见于《人民教育》、《中小学教材教学》、《小学语文教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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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游戏：幼小衔接的桥梁　　游戏是一种古老的活动。
自从有了人类，游戏便出现了。
几千年来，人们从未放弃过对游戏的思考和研究。
“在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游戏’之说渊源长久。
从古希腊的赫拉克里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康德、席勒、斯宾塞，再到现代心理学的皮
亚杰、文化人类学的爱德华?泰勒、阐释学的伽达默尔，以及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等人，
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注意并对游戏现象进行了研究与阐述。
”游戏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生活现象，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生存、活动方式。
　　对于身心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尚未承负起社会职责的儿童而言，游戏更是他们的一种存在方式。
柏拉图曾说，儿童的本性是需要游戏的。
福禄贝尔说：“游戏是儿童发展的、这一时期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因为它是内在本质的自发表现，
是内在本质出于其本身的必要性和需要的向外表现⋯⋯游戏是人在这一阶段上最纯洁的精神产物，同
时是人的整个生活、人和一切事物内部隐藏着的自然生活的样品和复制品。
”儿童正是通过游戏体验并证明着自己的存在。
游戏是儿童展现生命存在与活力的舞台。
蒙苔梭利把儿童看作是发展着的个体，儿童的发展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儿童在游戏中不断地与环境交互作用获得经验并不断积累，从而促进自身生理与心理的发展。
游戏是让儿童得到发展和表现的主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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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不仅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教学游戏的目的、功能、意义，提出了教学游戏的设计原则和实施策
略，还就拼音、识字、阅读、口语交际等不同学习内容开发和设计了多种多样的具体教学游戏。
本书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具体的操作办法，对语文教师更新教学观念、用好课标新教材有着重要的借
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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