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数学游戏化学习具有独特的价值。要建构数学游戏化学习，需要厘清数学游戏化学习的内

涵和价值，洞悉数学游戏化学习的内在特质，广泛涉猎和借鉴哲学、心理学、教育学、数学、脑科学等方面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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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游戏化学习的内涵、特质与原理
庄惠芬

相当一部分儿童对数学学习存在一定的恐

惧感、障碍感与分化感，如何通过学习方式的转

型与改变，突破儿童数学学习的瓶颈，让更多的

儿童喜欢学习数学、善于学习数学？有着“数学

莫扎特”之称的奥林匹克获奖者陶哲轩说自己

的数学学习兴趣来自自由地和数学玩，他两岁

时喜欢玩数学积木，中学时迷上数学符号控制

模型，大学时欣赏数学与生活的联系。笔者认

为，在儿童的数学学习中，数学游戏化学习显然

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一、小学数学游戏化学习的基本内涵

数学游戏化学习，是指基于学习者对新鲜

情境、新奇问题的好奇心，将数学游戏融入常态

的学习内容、学习过程、学习方式中，采用具有

互动性、体验性、实践性的游戏化方式，使学习

者的信息传递过程更加生动、形象、有趣、充满

挑战，并将交互元素引入沟通交流环节的数学

学习方式。在数学游戏化学习中，数学本身可以

被视为一种游戏，游戏的产生并不局限于数学

学科，还涉及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数

学游戏化学习将需要学习的数学内容、现有的

核心意义和内在价值与游戏机制、游戏思维和

游戏心理相结合，强调让儿童在自在、愉悦的环

境中学习、探究，以培养儿童学习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发掘儿童多元智能的潜能。数学游戏化学

习有着丰富的内涵，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数学游戏化学习有助于了解儿童的学习

差异。

游戏精神是一种童年的精神，它切切实实

地贯穿在儿童的生活与学习中。游戏化学习能

增强学习活动的愉悦感、情趣性，是在轻松娱乐

中学习。它强调“做中学”，具有实践性，注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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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操作与学习、思考相结合。数学游戏化学习有

助于增强儿童对数学学习的亲近度，深层次观

照儿童的思维品质与学习质量，提升师生之

间、师生与学习内容之间的黏合度。数学游戏

化学习也是审视和评判儿童学习质量的一把

标尺，有助于教师在游戏中观察、了解和评价

儿童。

2.数学游戏化学习有助于巩固儿童的学习

行为。

游戏是儿童最乐于参与的活动，游戏化学

习也是激发儿童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最好的学习

与活动方式。数学游戏化学习能推动儿童的数

学学习重心下移，丰富儿童对学习内容的体验，

巩固儿童刚刚形成的新行为。

3.数学游戏化学习有助于优化儿童大脑的

信息加工任务。

大脑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结构，不同脑区承

载着不同的信息加工任务，数学游戏化学习能

通过刺激让大脑作出反应，使儿童形成学习行

为信息处理网络和信息存储设备，使数学思维

潜移默化地根植于儿童的认知结构中，架构起

数学学习促进儿童发展的绿色通道，激发儿童

数学学习的参与度、融合性、投入感。

二、小学数学游戏化学习的内在特质

数学游戏化学习是学习新事物、新知识、新

技能的方式方法，使儿童通过具身体验促进其

生理与心理共振发展，使得他们的思维和行

动更加有效。数学游戏化学习有其独特的内

在特质。

1.在场性。

教育过程就是师生共同建构学习场景的过

程，学习资源也是以“场”的形态存在的。数学游

戏化学习通过不断选择和优化资源领域，强调

让学生在游戏过程中学习数学、探索数学问题，

这与学生的生活经历、学习环境和认知水平相

适应。

2.挑战性。

游戏是由许多小部分（即游戏元素）有机组

成的。游戏化涉及现实的学习目的与学习意义，

教师应注重探索如何将游戏元素整合进游戏过

程，并在教学中加以合理运用，把枯燥的学习变

成令人兴奋的挑战。脑科学研究发现，环境中科

学合理的刺激以及必需的能量、营养都会引起

大脑的可塑性变化。

3.可塑性。

儿童的大脑在已有生物发展的基点上有着

最大的可塑性，它会优先接受具有情绪性的影

响。积极友善的情感伴随着日常的学习而产生

效度，轻松愉悦的游戏化学习有助于儿童产生

积极友善的情感。

4.沉浸感。

沉浸感是指玩家参与、整合和替代的程度。

数学游戏化学习能激发儿童全身心投入，使他

们一方面有着能力需求，要掌控并积极处理与

外部环境的关系；一方面有着关系需求，有与社

会关系和同伴互动相关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

还有着自助需求，这天生的使命是有意义的，与

个人价值观相统一。

5.联结性。

数学游戏化学习可以改善师生关系，增强

师生的参与体验。游戏应该是教师了解学生的

窗口，同时可以促进学生的自发重复行为，学生

在游戏中的尝试将促进其智力发展。游戏的精

神是童年的精神，它是贯穿所有实践和儿童教

育的灵魂，也是检查和判断儿童教育和教学质

量以及观察和评估游戏中儿童行为的标准。

三、小学数学游戏化学习的原理设计

我们提出和建构数学游戏化学习，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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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学学科教育内在逻辑的理解、对儿童认知

发展规律的把握、对儿童数学学习特点的理解

以及对儿童数学教育原理的把握。构成小学数

学游戏化学习的基本原理（如文末图 1）具体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具身学习原理。

从儿童的年龄、心理、生理特征来看，他们

天真活泼、生性好动、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游

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情境性与挑战性。学习是

全身心参与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儿童摆脱

“离身思维”，身、心、灵结合，做、学、玩合一，在

自我与世界的互动中获得认知发展，可形成一

种具身认知。认知、身体和环境是统一的整体，

具身认知注重心智、思维、观念与身体的契合

性，身体与环境的互动程度制约着人的认知过

程和认知水平，儿童的数学认知与其身体状态

和所处环境是分不开的。数学游戏化学习正好

契合这些元素，主张释放儿童好动、好玩的天

性，使儿童在动手、动口、动脑的过程中学习数

学，使儿童的知觉、身体和世界成为一个统一

体，这有助于儿童形成自我的认知图式。

2.情境认知原理。

人类存在两种记忆方式，

一种是语义记忆，另一种是情

景记忆。知识是在情境中发生

与习得的，数学游戏化学习中

的游戏情境必须与儿童的经验

有意识地联系起来。将知识融

入情境的目的是与儿童的已有

经验相关联，将知识嵌入生动

的情境中，为儿童提供丰富的

学习环境，使拥有不同知识结

构的儿童能够发展自己的个

性，使儿童获得的知识是积极

的，可以被体验，可以被感知，并可以应用于转

变。数学游戏化学习常常以不变的教学原理来

应对不确定的、复杂的学习过程，学生在玩游戏

的过程中思考，从具体到抽象地了解数学学习

的趣味性和挑战性。

3.统觉思维原理。

游戏可以使人丰富情感、获取知识、发展智

力和能力。情境认知观照下的数学游戏化学习

是一种自由活动，能使人放松，能满足人的好奇

心。当一个新的刺激发生时，儿童的视觉、听觉、

触觉甚至整个身体都会产生反应并给予反馈，

包括知识结构、学习方式、方法策略、情感体验、

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反馈。儿童这种统

觉能力是由一切产生于外界的经验所赋予的，

会在他们大脑中留下深刻而生动的印记，有助

于提高他们的数学学习效率，同时使他们产生

身心愉悦感。通过统觉，儿童理解、记忆、思维，

从而完成高阶的思维活动。

综上所述，数学游戏化学习通过创设游戏

情境开展游戏活动，引领学生在数学游戏活动

中理解知识、习得技能、发展数学学科素养。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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