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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专注力低是制约幼小衔接时期小学低年级学生数学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小学数学游戏化教学将数

学教学内容与游戏元素有机融合，能提高学生的无意注意、增强学生的有意注意、促进学生注意力的合

理分配和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的内在动机，从而较大提升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课堂专注力。为提升小学低

年级学生的课堂专注力，建议教师在数学课堂中开展游戏化教学，并明确游戏化教学的目标与原则、设

计多样化的游戏活动和注重游戏设计的难度与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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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w classroom concentr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restricts the math learning effect of 
lower grades students of primary school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s from kindergarten to school. 
The gamified teaching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organically integrates mathematics content 
with game elements, which can improve students’ unintentional attention, enhance students’ inten-
tional attention, promote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students’ attention and enhance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students’ classroom concentration, thus greatly improving the classroom concentra-
tion of juni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ower grades students’ classroom 
concentration of primary school,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carry out gamified teaching in math-
ematics classroom, and clarify the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of gamified teaching, design diversified 
game activiti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games’ difficulty and gra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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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堂专注力低是幼小衔接时期小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面临的核心困扰之一

[1]。传统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注重数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却忽视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

导致学生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小学数学游戏化教学将数学教学内容与游戏元素有机融合，通

过趣味性的互动体验能促进学生的数学知识建构和技能发展，且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课

堂专注力，从而确保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2. 游戏化教学提升小学低年级学生课堂专注力的必要性 

为探究游戏化教学对小学低年级学生数学课堂专注力的影响，基于方便取样的原则，对 5 名小学低

年级数学教师开展了访谈调研，并以旁观者的角色倾听了受访教师的课堂教学，对其游戏化教学的开展

情况和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专注力进行了非参与观察。5 名受访教师的情况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d teachers 
表 1. 受访教师基本情况 

教师编码 所在学校 学历 教龄 职称 

T1 H 市 H 小学 本科 15 年 高级教师 

T2 H 市 H 小学 本科 3 年 二级教师 

T3 H 市 B 小学 本科 7 年 一级教师 

T4 H 市 F 小学 本科 7 年 二级教师 

T5 H 市 B 小学 本科 1 年 二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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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小学低年级学生课堂专注力的发展特点 

幼小衔接阶段的小学生通常处于 6~7 岁之间，这一时期的学生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但自控能力较

差，容易被外界环境中因素所干扰，从而影响了其课堂学习的专注力。在课堂学习方面具有注意力容易

分散和以无意注意为主的特点。此阶段学生的注意力系统尚待完善，注意力集中时间相对较短、稳定性

也相对较弱。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小学生注意力集中时间约 10~15 分钟，易受外界刺激影响。

此外，幼小衔接阶段学生的学习方式，从以游戏为主的幼儿园生活过渡到注重知识学习的小学生活，身

心适应方面存在一定的挑战。课堂专注力是学习能力的核心基础。正如 T1 老师所言“幼小衔接阶段是学

生从幼儿园游戏化学习向小学结构化课堂过渡的关键期。如果这一时期专注力未得到有效培养，学生可

能出现上课走神、作业拖拉等问题，甚至影响未来学习习惯的养成”。 

2.2. 培养小学低年级学生课堂专注力的重要性 

课堂专注力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基础，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业成绩。幼小衔接是幼儿从游

戏化学习转向结构化课堂学习的关键过渡期，这一阶段专注力的培养直接影响学生后续的学习习惯和学

业成绩。T3 老师举例“我曾带过一个学生，因幼小衔接阶段专注力不足，一年级时无法坚持听完整节课，

频繁出现玩文具、与同学说话等行为，导致基础知识点掌握不牢，后期追赶压力很大。”在幼小衔接时

期，良好的课堂专注力有助于学生更快地适应小学的学习节奏和要求，为今后的学习生涯奠定坚实的基

础。同时，专注力的培养也与学生的思维发展、情感态度等方面密切相关。学生在课堂上专注于数学学

习，能够更好地理解数学概念、掌握数学方法，培养和提升数学逻辑思维能力及问题解决能力。此外，

培养学生的课堂专注力，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成就感，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

形成良性的学习循环。 

2.3. 游戏化教学能提升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课堂专注力 

具备较高的课堂专注力在帮助学生平稳渡过幼小衔接期和确保学生的课堂教学效果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但在传统的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通常把学生对于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理解与掌握作为

课堂教学的核心乃至唯一目的，在教学中也往往采用教师传递–学生接受这一相对迅捷的方式，由此导

致很多人有意或无意地将“传递–接受”当作教学的普遍方式[2]。这种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中心，注重知

识的单向传授，对于幼小衔接阶段的学生来说，却难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导致在课堂上容

易出现注意力分散、开小差等现象。例如，在讲解数学概念和公式时，教师如果只是单纯地进行理论讲

解，缺乏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和互动，学生很难理解和吸收，课堂专注力自然会受到影响。另外，“传递–

接受”式的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比较强调规范和纪律，一定程度上会压抑学生的天性和创造力，不利于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和专注力的培养。 
将游戏元素融入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学中，则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学习专注力，

“唤醒”学生的学习内驱力。根据游戏的唤醒理论，“唤醒”是个体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机能状态或驱

力状态，课堂教学中游戏的作用便在于寻求刺激、避免厌烦等不良的“唤醒”状态，提高学生的唤醒水

平并使之恢复到最佳状态，表现出学生主动“影响”环境的倾向[3]。T5 老师分享道“我发现，当孩子们

在游戏中学习时，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那是纯粹对知识的渴望。”游戏的心理基础是活动的自由

性和自我决定性，通过游戏化教学，教师的要求转化成了学生自觉自愿的活动。激发儿童的内在学习动

机，而不是学习外的强制手段和规范，这既是区别传统教学的重要特征，也是游戏化教学整合学生学习

的规范特性和自由创造的基本机制[4]。由此，游戏化教学有助于打破传统教学的枯燥，使学习过程变得

更加生动有趣，游戏化教学在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方面有显著成效，学生们更加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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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学学习的热情明显提高。T2 老师这样说道“自从引入游戏化教学后，原本对数学不感兴趣的学生也

开始主动提问和探索，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变化。”也有少数教师表达了对游戏化教学的担忧，主要

是担心过度依赖游戏可能会导致学生分心，影响学习效果，游戏化教学经验丰富的 T4 教师指出“游戏确

实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但关键是如何设计游戏，确保它们既有教育意义，又不会让学生过于沉迷。” 

3. 数学游戏化教学提升小学低年级学生课堂专注力的价值分析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丰富教学场景，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探究新知

的欲望。”[5]游戏化教学通过设计有趣的游戏情境，引导学生在游戏中发现数学问题、解决数学问题，

从而提升学生的课堂专注力。注意力多向度网络理论认为完整的注意力包括导向性、警觉性与执行性三

种功能。其中，导向性功能是指能在众多刺激物中选择想要的目标物；警觉性功能是指注意力维持在警

觉性状态，维持注意力去瞄准目标物，能随时对刺激物给予反应；执行性功能是指在干扰物出现时，能

够有效调解视觉目标冲突和产生对干扰物的冲动抑制[6]。相关研究表明，当大脑中负责注意力功能的前

额叶皮质区与前扣带回皮质区被反复刺激时，相关组织功能可获得增强，整体视觉注意力能得到显著提

升[7]。事实上，这反映了数学游戏化教学能激发和增强学生课堂学习时的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促进学

生注意力的合理分配，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维持学生保持高度课堂专注力的内在动机。 

3.1. 激发学生学习的无意注意 

游戏化教学通过创设生动有趣的游戏情境，如角色扮演、故事冒险等，将抽象的数学知识融入到具

体的场景中。这些情境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使他们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从而将注意力聚焦

在教学内容上。例如，在学习加减法时，教师可以创设“超市购物”的游戏情境，让学生扮演顾客和收银

员，通过模拟购物过程进行加减法运算，学生在这种真实的情境体验中更容易集中注意力。 
观察发现，虽然游戏化教学中可能存在一些干扰因素，如游戏道具的使用、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等，

但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且可以转化为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的有益元素。教师可以通过合理

设计游戏规则和引导方式，让学生明确在游戏中的任务和目标，从而减少无关干扰对学生注意力的影响。

同时，适度的干扰也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活跃度，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专注力。 

3.2. 增强学生学习的有意注意 

在游戏化教学中，明确的游戏目标能够引导学生主动地控制自己的注意力，使其专注于完成游戏任

务。当学生明确了自己在游戏中的角色和任务后，他们会更自觉地排除外界干扰，将注意力集中在与任

务相关的信息上。例如，在“数字拼图”游戏中，学生的目标是将打乱的数字卡片拼成完整的数学算式，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会集中注意力观察数字、思考运算方法，从而提高有意注意的能力。 
许多游戏需要学生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投入注意力，这有助于培养学生注意力的稳定性。例如，棋类

游戏、积木搭建等游戏，都需要学生耐心地思考、操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注意力不断地得到锻炼

和强化。随着游戏的进行，学生逐渐能够更长时间地保持注意力集中，这种注意力稳定性的提升会迁移

到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在学习数学时能够更好地专注于老师的讲解和问题的解决。 

3.3. 促进学生学习专注力的合理分配 

一些复杂的游戏往往包含多个子任务或任务环节，需要学生在同一时间内关注多个方面的信息，并

进行合理的注意力分配。例如，在“数学探险”游戏中，学生既要寻找隐藏在地图中的数学线索，又要解

答各种数学谜题，还要与队友合作完成任务。这就要求学生学会在不同任务之间合理分配注意力，根据

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程度灵活调整注意力的焦点，从而提高注意力分配能力。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6403


黄振峰 等 
 

 

DOI: 10.12677/ces.2025.136403 5 创新教育研究 
 

游戏中的情境和任务常常发生变化，学生需要不断地适应新的游戏场景和规则，这就锻炼了他们的

注意力转移能力。例如，从一个简单的数字识别游戏突然转换到一个几何图形拼接游戏，学生需要迅速

调整自己的注意力，从关注数字的特征转移到关注图形的形状和空间关系上。通过参与不同类型的游戏，

学生能够逐渐提高注意力的灵活性和转移速度，更好地应对学习过程中的各种变化。 

3.4. 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的内在动机 

当学生在数学游戏中取得成功时，他们会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会极大地提升他们的自我

效能感。例如，在“数学竞赛小游戏”中，学生通过努力解决了一道道具有挑战性的数学难题，获得了较

高的分数和排名，会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与赞扬。这种积极的反馈会让学生相信自己有能力学好数

学，从而在课堂上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集中注意力听讲、思考和回答问题。与此同时，游戏

会降低学生对失败的畏惧，使儿童沉浸在游戏的过程中，激发其内部动机[8]。学生能更加自信地面对数

学学习中的困难，努力克服各种干扰因素，保持高度的专注力，于一种轻松自在的氛围中获得更佳的学

习体验。 
游戏化教学以其独特的趣味性激发了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与传统枯燥的数学教学相比，游戏为

学生提供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平台。例如，将数学知识融入到猜谜语、做实验等游戏形式中，让学生

在玩乐中发现数学的奥秘和乐趣。当学生对数学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时，他们会更愿意主动投入到学习

中，并且能够在学习过程中保持较高的注意力集中水平。相关研究表明，对比传统的叙事性学习(story-
based learning，简称 SBL)和游戏化学习(game-based learning，简称 GBL)，95%的采用 SBL 的学生是为了

获得高分或者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而学习，而采用 GBL 的学生，仅有 34%的将此列为学习的原因，65%
的学生则提出他们学习仅仅是因为“想学”[9]。可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数学游戏化教学可以驱

使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主动探索数学知识，即使在遇到困难时也能保持较高的专注度，努力克服困

难以继续享受游戏带来的学习乐趣。 

4. 提升小学低年级学生课堂专注力的数学游戏化教学建议 

4.1. 明确游戏化教学的目标与原则 

学校教学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任何课堂教学都有特定的目标旨归，在游戏化教

学中，游戏本质上是更加有效乃至高效达成教学目标的手段。因而，游戏化教学并非简单地将游戏引入

课堂，而是需要基于明确的教学目标和一系列指导性原则进行科学设计。首要目标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让他们在游戏中自然地吸收知识，同时培养他们的专注力、团队协作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实

现这一目标，教师应遵循几个基本原则：一是相关性原则，即游戏内容需紧密贴合课程标准和学生实际

需求，确保学习目标与游戏任务相一致；二是趣味性原则，利用游戏的趣味性吸引学生参与，但同时保

持适度的挑战性，避免过于简单或困难导致学生失去兴趣；三是参与性原则，鼓励所有学生积极参与，

通过团队合作或竞争机制增加互动，促进社交技能的发展；四是反馈及时原则，游戏过程中应及时给予

正面或建设性的反馈，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进步与不足，引导他们持续改进。 

4.2. 设计多样化的游戏活动 

教学目标和内容的不同，决定了学生学习方式的多样，小学数学教师在设计教学游戏时，要注意设

计多样化的游戏活动，这也是游戏化教学激发和维持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数学学习需求、保持较高学习专

注力的应然之举。数学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设计激发学生动机的热身游戏、辅助学生理解课程内容

的体验游戏、巩固知识的练习游戏等。如教师在第一学段数学“数与代数”模块的游戏化教学中，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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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析数学课程标准和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在教学重难点内容部分设计类似数字拼图、比大小、数学

故事解谜等游戏，以此来增强学生对数的认识和理解[10]；开展图形拼图游戏，帮助学生认识各种几何图

形的特征和拼接方法；组织数学抢答竞赛游戏，练习巩固课堂所学，提高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深度理解

和实践运用能力。此外，还可以结合现代信息技术，设计线上数学游戏，如数学益智小游戏 APP，让学

生在课后也能通过游戏巩固所学知识，从而增加数学学习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

课堂专注力。 

4.3. 注重游戏设计的难度与梯度 

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存在差异，因此在游戏化教学中注重游戏的难度与梯度是实

现因材施教的关键。在游戏设计初期，应从简单的基础游戏入手，如认识数字的小游戏，让学生轻松上

手，建立自信心和学习兴趣。随着教学的推进和学生能力的提升，逐渐增加游戏的难度，如从简单的数

字运算过渡到复杂的应用题求解游戏。同时，针对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可以设计分层游戏，为学习能

力较强的学生提供具有挑战性的拓展游戏，为学习能力稍弱的学生提供巩固基础的强化游戏，使每个学

生都能在游戏中有所收获，逐步提升课堂专注力和数学学习能力。 
游戏化教学在幼小衔接时期小学低年级学生课堂专注力培养方面具有显著的价值。它能够充分利用

学生的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机制，通过创设有趣的游戏情境、设定明确的游戏目标等方式提高学生的注

意力集中程度和稳定性。同时，游戏化教学有助于促进学生注意力的分配与转移能力发展，提升学生的

内在学习动机，从而有效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数学课堂专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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