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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课堂新探】

小学数学游戏的特点及其有效运用

洪建林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江苏如皋　 ２２６５００）

【摘　 要】 游戏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具有趣味性、 竞争性、 体验性、 探究

性以及开放性的特点， 因此在教学中应当有效利用游戏， 培育学生的游戏精神， 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数学课堂可以利用数学游戏的五个特性， 通过提升学习趣味、 灵活运用规则、 强化多样体验、 增强探

究意识、 保证活动开放等方式， 打造有效的数学游戏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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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儿童的重要活动方式， 也是儿童教育

的重要方式。 数学游戏在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余颖校长这样定义数

学游戏： 我们把一些蕴含着数学道理， 并且运用

数学知识或者数学方法的智力游戏归结为数学游

戏［１］。 它不是单纯的游戏， 而是蕴含着数学问

题， 让做游戏的人能获得数学活动的经验， 并在

潜移默化中掌握数学知识、 思想与方法。 一些教

师可能会简单地认为游戏只是玩玩而已， 与数学

的理性背道而驰。 学生在游戏中只是感性学习，
没有深度学习的发生。 事实证明， 这样的认识不

仅片面， 而且更是对儿童游戏的不尊重。 游戏是

儿童天性的体现， 而数学正是一门 “好玩” 的、
充满游戏意味的学科。 数学游戏特点鲜明， 数学

问题、 数学思想方法等都可寓于游戏之中。 那么，
数学游戏的价值何在？ 课堂教学如何运用游戏？
郑毓信先生认为， 所谓游戏教学， 是指通过组织

学生参与各种他们乐于参与的活动来学习数学，
包括常规意义上的游戏、 看绘本、 演戏等学生比

较感兴趣的活动［２］。 可见， 游戏的价值之一在于

引起学生的兴趣， 激发学生 “乐学”。 郑毓信先

生还认为， 数学学习中的快乐并非直接作用于感

官之上， 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快乐， 是智力满足带

来的快乐， 是战胜困难获得的快乐。 也就是说，
游戏的特点不仅在于一个 “趣” 字， 更在于它具

有强大的启发性、 挑战性， 能够激活学生的创造

意识。 因此， 运用游戏进行课堂教学， 要从游戏

的五个特点出发， 充分发掘游戏的特性以启发学

生深度学习， 达到游戏教学的最优化， 培育学生

的游戏精神， 促进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提升。
一、 小学数学游戏的五大特点
趣味性。 这是数学游戏最直接、 最鲜明的特

点。 在小学阶段， 游戏依然是儿童的重要活动内

容， 要充分利用游戏的趣味性， 遵循儿童的天性

进行教学， 设计适于学生的数学游戏活动。
竞争性。 数学游戏要在一定的规则下进行竞

争。 唯有竞争， 学生的智慧才会被激发， 积极性

才会被调动。 制定数学游戏的规则是组织好游戏

活动的前提。 当规则改变时， 游戏的趣味性、 挑

战性的梯度也会随之变化。 利用好游戏的规则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