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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元素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张学雅

(广东白云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００)

【摘要】本文研究了游戏化元素对于外语课堂的意义,并讨论了其在词汇和语法学习,口语和听力练习,阅读和写作技

能、文化学习以及评估和反馈方面的具体应用.游戏化教学方法通过创造有趣和互动性强的学习环境,在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为了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师应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外语

水平,合理设计游戏规则和学习任务,并及时给予学生反馈和奖励.通过引入游戏化元素,可以使学生更加主动地参

与外语学习,唤醒学生学习的内驱力,促进学生的语言发展.因此,游戏化教学方法在外语课堂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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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化元素在外语课堂中的应用是基于对传统语言教学

模式的反思和对学生学习需求的理解而产生的。 传统的语

言教学方法往往以教师为中心，注重知识传授和机械的语法

练习，学生的参与度不高，缺乏学习的动力。 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相关研究发现，游戏化元素在外语课堂中的应用可以改

变学生传统的学习外语的方式。 首先，游戏本身具有吸引

力和趣味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学习外语

的积极性；其次，游戏化元素提供了一种情境化的学习环

境，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语言使用场景中进行语言的实践和

应用，增强了学生运用语言的交际能力；最后，游戏化元素

还可以通过设置任务和挑战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内驱力，培养

他们解决问题、合作与交流的能力。

学者们对游戏化元素在外语课堂中的应用进行了广泛关

注和研究，他们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观察和实验设计等方

法，探究了游戏化元素对学生学习动机、学习成效和学习体

验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游戏化元素能够显著提高学生

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成绩，同时也得到了学生和教师较好的

评价。

总之，游戏化元素在外语课堂中的应用可以满足学生对

更加有趣、积极互动的学习方式的需求。 相关研究已经证

明了游戏化元素在外语教学中的积极效果，为未来的教育实

践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１　什么是游戏化教学方法

游戏化教学方法是将游戏设计和元素应用于教育领域，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积极性。 游戏化教学方法通过创

造有趣和互动性强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在主动参与中获得知

识和技能。

在游戏化教学方法中，有几个关键要素。 首先，设定

明确的学习目标和任务，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学生需

要清楚地知道他们所面对的任务和追求的目标，并有具体的

方法去完成。 这样的设定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自己所

要达到的目标，增强他们的学习意愿和动力；其次，制定游

戏规则和学习制度，引导学生参与并遵循规则。 这些规则

可以包括学习过程中的时间限制、回合制度等，帮助学生形

成秩序和纪律；最后，教师及时给予学生反馈和奖励也是游

戏化教学的重要元素。 学生需要知道他们的表现如何，以

及他们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这些反馈和奖励可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除了这些要素之外，游戏化教学还采用一系列策略来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比如，关卡设计可以设置不同难度的

关卡，逐渐提高学生的竞争力。 角色扮演可以让学生扮演

不同角色，增加学生的情境认知和情感投入。 团队合作则

鼓励学生之间进行相互合作学习，培养学生的协作和沟通能

力。 此外，即时互动也是游戏化教学过程中普遍使用的策

略之一，通过利用技术工具实现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

间的交流互动，从而提升学生学习和交流的效果。

游戏化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 游戏化教学

方法将学习融入游戏中，使学生在学习中更加主动、参与度

更高，并通过情境化、互动性和奖励机制给学生提供更好的

学习体验。 同时，游戏化教学方法也需要教师科学地指导

和设计，以确保学生在游戏中获得有效的学习成果。

２　游戏化元素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范围

在外语教学中，游戏化元素可以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方面

和层次。 以下是游戏化元素在外语教学中的一些应用

范围。

２．１　词汇和语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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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汇学习方面，教师可以设计词汇卡，让学生通过配

对词汇、图像或单词定义来记忆。 此外，也可以进行记单

词比赛，让学生通过团队竞争的方式来巩固词汇知识。 在

语法学习方面，游戏化可以采用填空游戏、迷宫游戏等形

式，让学生练习语法结构和句子的构成。

２．２　口语和听力练习

为了提高口语能力，可以使用角色扮演游戏，让学生扮

演不同角色并进行对话交流。 教师可以设定情境并提供相

应的对话指导，激发学生主动运用目标语言进行口语表达。

在听力练习方面，教师可以利用录音材料设计听力竞赛，要

求学生根据听到的信息回答问题，这样可以培养他们的听力

理解能力和反应速度。

２．３　阅读和写作技能

通过阅读游戏，教师可以设计阅读任务和阅读挑战，要

求学生解决阅读中的相关问题、找出关键信息或完成阅读理

解练习。 写作技能的游戏化可采用故事创作比赛，要求学

生以目标语言撰写有趣的故事，提升他们的写作能力。

２．４　文化学习

在文化学习方面，教师可以利用文化知识问答游戏，让

学生了解目标语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风俗、节日等方面的

信息。 教师还可以组织文化探索与发现活动，让学生切身

体验“文化考察”，或通过实地参观等方式深入了解目标语

言国家的文化。

２．５　评估和反馈

为了评估学生的语言水平，教师可以设计在线测验或语

言竞赛，以游戏化的形式进行个人或团队评估。 此外，教

师可以通过即时反馈系统，向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指

导。 这样的评估和反馈可以有效激励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

性，并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展和改进方向。

总的来说，通过在外语教学中引入游戏化元素，学生将

会更加主动地学习外语，其学习兴趣更浓，积极性更高。

游戏化的学习环境可以增加学生在语言中的互动，促进他们

在语言学习中的全面发展。 同时，教师的创新教学方法也

能使课堂更为有趣和活跃。

３　游戏化元素在外语课堂中的应用

鉴于笔者是一名德语专业教师，下面将以中级德语这门

课程为例，介绍游戏化元素在课堂实践中应用的具体案例。

３．１　填字游戏

以《当代大学德语２》第二课为例，该章节学生需熟练

掌握身体部位相关的德语名词。 教师可以选择教材第２９页

中的图片及词汇作为素材，将关键单词和短语的字母打乱顺

序，让学生重新排列这些字母，还原正确的单词或短语。

这个活动可以提高学生对语法(名词词性)和词汇的理解能

力，同时培养他们的拼写能力。

３．２　角色扮演游戏

当教师讲解《当代大学德语３》第九课中《小红帽》的

故事时，在大家熟知情节的情况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小

组的形式将故事分为多个场景，每个场景都需要不同的角

色，学生可以扮演这些角色并进行自由发挥，或按照教材内

容进行对话练习。 学生在感受角色情绪的同时，还可以学

习德语童话故事中常用的词汇及时态。 当然，该游戏还适

用于多种教学场合，如问路、点餐、租房、预订机票等，教

师均可以设计一些情境任务，要求学生通过模拟对话达到特

定的目标。 这样的游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口语

表达能力和情境适应能力。

３．３　多媒体展示竞赛

在《当代大学德语２》第一课这一章节的学习中，学生

需要了解德国节日习俗及德国人业余时间的社交活动。 那

么，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选择某个德国节日作为

主题，并用多媒体形式进行展示。 他们可以制作幻灯片、

视频或音频等，介绍相关的词汇、语法和文化知识。 然

后，教师可以组织一场展示竞赛，学生通过展示和回答问题

来竞争分数，这个活动可以激励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提升学

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３．４　德语跳棋游戏

该游戏非常适合学期初或学期末的大复习，它可以把近

期所学的关键知识点(包括词汇、语法、常用句型及文化知

识)设计成一个德语学习板，在每个跳棋的格子里都有一个

学生学过的知识点。 游戏中可以准备几枚不同颜色的棋

子，分别代表不同的队伍。 每个队伍的目标是通过跳跃移

动棋子，以正确的方式使用单词和短语进行造句或了解一些

文化现象，最后到达目的地。 答对一般难度的题目跳１
格，答对难度较大的题目可以跳２~３格，答错则要倒退。

该游戏可以让学生以更轻松和有趣的方式来学习并应用德语

知识。 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水平和教学目标进行适当地

调整和扩展，使游戏更具挑战性和教育价值。

３．５　谜题挑战

和上一个游戏类似，在谜题挑战游戏中教师可以为学生

设计德语谜题或智力挑战。 当然，如果是学生主动参与到

谜题设计的过程中会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题目形式可以

包括填空、选择题、迷宫等，内容可以涵盖教材中的词汇、

语法和文化知识。 比如，在《当代大学德语２》第十二课被

动态巩固练习时可以让学生设计谜语，尽可能使用被动句，

谜底由其他同学来猜，学生通过解决谜题来加深对德语被动

句的理解和记忆。

３．６　哑剧表演

相比于第二种游戏方式，哑剧表演是无声的表演，该游

戏非常适合做词汇练习。 比如，在学习《当代大学德语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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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课关于情绪表达的德语词汇时，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

面部表情、手势和动作来传达不同的情绪，其他同学用德语

来对肢体语言做相应的描述，使大家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到角

色所表达的情感。 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针对哑剧表演者

而言)或猜测出来(针对观众而言)的情绪会比枯燥的词汇学

习更加生动和有趣。 该游戏方式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

力和想象力，通过参与角色扮演和表演游戏，学生能够积极

参与、放松心态，同时提高非语言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

力。 此外，哑剧表演游戏还鼓励学习者发展观察力、倾听

力和理解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总之，哑剧表演游戏

形式为外语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有趣和创造性的学习环境，可

以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

这些具体的游戏化元素实践案例将教材内容与游戏形式

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德语知识。 通过这

些活动，学生可以在愉快的氛围中积极参与课堂，提高他们

的语言技能和学习动力。 教师也可以根据教材本身的特点

和学生的需求进行创新性的教学设计，让学习更加富有趣味

和互动性。

４　对游戏化元素创新性应用的思考

游戏化元素在课堂使用的优势不言而喻，它可以提高学

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培养了

学生的竞争与合作意识，同时还增强了学生的记忆力和专注

力。 通过游戏化的学习活动，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

操作中，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通过

竞争与合作，培养了学生的社交与管理能力。

然而，游戏化元素的使用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教师需

要平衡教学目标与课堂娱乐性，确保游戏本身能够有效地支

持学习。 此外，教师设计差异化的游戏化学习活动还需考

虑学生的不同需求和外语水平，并合理安排时间，以避免对

整体教学计划造成过大影响。 因此，在使用游戏化元素

时，教师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

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

鉴于以上局限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设计

游戏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兴趣，从而提升教师的教

学效果。

４．１　融合社交互动

通过融合社交互动和游戏化学习，学生可以与同伴进行

讨论、合作、竞争及评价。 这种方式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

的界限，线上也可以顺利开展，而且有助于促进学生之间的

交流和相互学习，增强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４．２　用户生成内容

充分考虑学生的个性化特点，鼓励学生参与到游戏化学

习活动的设计和创作中，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学习的主动

性。 例如，学生可以设计关卡、创作游戏角色或编写剧

情，从而获得更个性化和有趣的学习体验。

４．３　实现实时反馈和评估

通过实时反馈和评估系统，学生能够及时掌握自己的学

习进度情况。 这样的反馈可以帮助他们调整学习方式，查

漏补缺，并激励他们不断进步。

４．４　完善奖励系统

设置奖励系统可以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游戏化学习活动，

并完成既定目标。 奖励可以是虚拟的，例如解锁新关卡或

获得勋章，也可以是实物奖励或获得某种特权，如获得课程

选择权或获得参加特别活动的机会。

５　结束语

游戏化教学是一种创新的教育方法，在外语教学中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通过将游戏设计和元素应用于课堂，教

师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

学习效果。 在设计游戏化学习活动时，教师需要平衡教学

目标与课堂娱乐性，并考虑学生的不同需求和外语水平。

相信通过教师的不断创新和探索，游戏化元素将会为外语教

学带来更多的活力和教学成果。

参考文献:

[１]孙凯,左美云,孔栋．游戏化有用吗———教育领域实证研究的比较

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３７(１１):８５Ｇ９２．

[２]曹丹妮．游戏化元素在初中英语词汇记忆中的应用[D]．杭州:杭州

师范大学,２０１９．

[３]曾健．游戏在二语习得和教学中的应用[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

报,２００６(０２):６１Ｇ６２．

作者简介:

张学雅(１９９０－),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

德语语言文学、德语教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