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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儿童假装游戏设计与混合现实游戏材料运用
钟兰霞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华文泽幼儿园有限公司，广东 东莞 523820

摘要：学龄前儿童的培养主要通过游戏形式进行，因此游戏质量与儿童未来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基于此，本文

主要探讨学龄前儿童假装游戏设计与混合现实游戏材料的运用。率先分析假装游戏设计与混合现实游戏材料应用

的优势，再总结混合现实游戏材料的特点，包括虚构延伸、真实性与结构性，最后探究学龄前儿童假装游戏设计

与混合现实游戏材料运用策略，以此提高游戏教学水准，深化当前学龄前儿童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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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学龄前儿童培养中，探索假装游戏形式，是帮

助儿童轻松理解知识，掌握社会规则，强化认知水平，

增强社交沟通能力的关键所在，并且有助于培养儿童

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使得儿童在未来能够更为快速地

接受、探索知识。为进一步提高假装游戏应用质量，

从游戏材料角度出发，探索混合现实游戏材料的运用，

实现儿童假装游戏的升级，将有益于推动儿童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满足当下对全能型人才的需求。

1 假装游戏设计与混合现实游戏材料应用的

优势

1.1 假装游戏运用的优势

在现实应用假装游戏开展儿童培养工作中，能够

发现儿童在假装游戏过程会试图模仿亲眼所见的行为，

来尝试呈现个人想法与感受。该过程中，儿童会主动

思索记忆里日常接触人员，如家长、教师、朋友等，

在愉悦、兴奋、工作等时候的面部表现、肢体表现、

语言表现，这就为儿童表达个人情绪提供了参考，基

于此，儿童可以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行为，从而切实

增强儿童在沟通、创新等诸多方面的能力。

1.2 混合现实游戏材料运用的优势

在当前假装游戏当中，发展出混合现实游戏材料

的模式，即在假装游戏把虚拟现实技术和实际游戏材

料进行有机融合。这种模式的出现，使得假装游戏设

计具有更多的可能性，从而创造出更多样化、趣味化、

教育化、正面化的假装游戏。同时，混合现实游戏材

料的充分运用，有效增强了假装游戏的沉浸性，促使

儿童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游戏当中，获得更具

有互动性、多样性的优质游戏体验。此外，相关人员

借助混合现实游戏材料，能够打破传统游戏开发的局

限性，促使假装游戏向着更生动、活泼、形象方向发

展，以此，不仅可以促进游戏教育质量的提高，而且

还能够推动教育方法、教育模式的创新实践，有益于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教育体系构建，为建设教育强国提

供强劲引擎。

2 混合现实游戏材料的特点

2.1 混合游戏材料的虚构延伸

在开展假装游戏中，发现混合游戏材料展现出虚

构延伸的特点，通过利用计算机软件、虚拟现实和增

强现实技术来虚构游戏环境，创造虚拟化的生动逼真

动画视频，打造能够与现实世界融合的虚幻模型，实

现虚拟与现实的可行性交互，促使儿童在参与假装游

戏过程中，利用关联的感应设备，能够体验到高度自

由的操控。在实践下来可以感受到混合游戏材料的虚

构延伸，可以带来更令人自由畅玩的体验，加强游玩

者与假装游戏之间的羁绊，促使游玩者与游戏世界更

为贴近，享受独特且无拘无束的游戏参与体验。虚构

延伸并不仅仅体现在游戏故事情节上，还在游戏体验

中有所渗透。例如，开发者以自身想象的、编造的冒

险、探索主题情节，创造并设计出虚构化的游戏世界，

打造充满超脱世界的奇幻生物，如独角兽、人马、史

莱姆等，构建出魔法森林、异界糖果屋等神秘场所，

以及情节跌宕的虚幻事件，提供充斥浓厚想象力与创

造力的游戏环境。游玩者可以在这个虚构世界中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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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虚拟的生物、角色互动，参与各种冒险、探

索任务，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游戏体验，感受混合现实

游戏材料运用所带来的真实感和沉浸感游戏。

2.2 真实性与结构性

混合现实游戏材料的有效运用中，展现出真实性

和结构性特点，使得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更为贴合。

具体来说，在使用混合现实游戏材料时，结合现实引

力定律、运动规律、量子力学规律、相对论规律等物

理规则，以及等级秩序、伦理道德等社会规则，能够

创建出更具真实感的游戏。以引力定律和运动规律运

用为例，可以在假装游戏中模拟物体抛掷、物体运动

轨迹、运动急刹等更真实的物理环境，促使游玩者提

高对游戏的兴趣程度。基于儿童认知、本体特点，在

实际采用混合现实游戏材料时，往往会从真实性方面

着手，适度进行降低，创造出新型空间交互游戏模式，

以满足儿童的向我性，促使儿童能够凭借自身的想法

与操作，对物体进行自由加工与改动，创设出符合个

人所需功能的物品。混合现实游戏材料的结构性，为

儿童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游戏体验。混合现实

游戏材料具有形态可变的特性，可以更好地满足儿童

的自发假装行为需求，使课程教育设计更加贴合他们

的兴趣和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学习

环境。同时，通过现实叠加虚拟的双重变形，儿童可

以真实地参与其中，感受到触觉的刺激和乐趣，更加

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儿

童手眼协调能力和空间想象力的发展
[1]
。

3 学龄前儿童假装游戏设计与混合现实游戏

材料运用

3.1 游戏场景设计

在为学龄前儿童设计假装游戏时，可以运用混合

现实游戏材料，打造极具独特性和创新性的游戏环境，

以充分刺激游玩者的好奇心和兴趣程度。开发者通过

混合现实游戏材料，把虚拟元素与真实世界进行高度

交融，构建出富有创意的游戏场景，让游玩者在游戏

中充分自由地激发个人想法与创意。基于此，在挑选

游戏场景时，首先可以优先考虑现实所存在的地铁、

标志建筑物、街道等常见设施作为游戏场景设计的基

础，提高游戏场景的真实感，弱化虚拟游戏场景设计，

促使儿童能够更快融入到游戏当中，切实深化儿童游

戏体验，从而有效规避儿童封闭心理问题的出现。比

如，可以选定城市中央公园作为游戏场景，在场景周

围设计消防站、医院、警察局等建筑物，让儿童扮演

在其中工作的角色，包括消防员、医生、护士、警察

等，促使儿童在假装游戏与混合现实游戏材料运用中，

感受到所扮演角色的乐趣，体验到角色在现实世界的

职责，从而理解并尊重现实工作者，为其未来职业发

展导向提供一定帮助。其次，在设计游戏场景时，考

虑到儿童沟通社交等能力发展的重要性，开发者可以

适当引入一定虚拟元素，以提升游戏的互动程度，刺

激儿童参与。具体来说，利用混合现实技术，在现实

环境中放置虚拟物体，比如动物、植物或道具，促使

儿童在游戏中能够与这些虚拟元素互动，增加游戏的

趣味和挑战性。由此不仅可以培养儿童的思维灵活性

和操作反应能力，而且可以推动儿童全面发展综合素

养。例如，设计一个充满虚拟动物的游戏世界，开发

儿童与虚拟动物互动的功能，如抚摸、喂食等，观察

动物行为和习性，甚至可以进行简短的对话，刺激儿

童参与的兴趣和欲望。设计出虚拟植物游戏场景，为

儿童提供观察植物成长过程的渠道，儿童在该过程中

可以学会照料植物的技能，如浇水、翻土、捉虫等，

从而体验种植虚拟植物的乐趣，切实培养儿童的责任

心与耐心，并激发儿童对植物的探索兴趣。将虚拟道

具技术应用于现实世界，使儿童能够与这些道具进行

互动，完成有关挑战和任务，比如使用虚拟粘合剂修

复损坏的虚拟铁皮道具，利用虚拟食物材料制作出功

效型菜品，或者使用虚拟魔法棒释放魔法来保护自己

免受虚拟怪物的攻击。总之，在假装游戏中运用混合

现实游戏材料，将虚拟元素与现实世界相结合，儿童

可以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学习到各种知识，如地理、历

史、科学等。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孩子

们的学习兴趣，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吸收和理解知识
[2]
。

3.2 游戏角色与道具设计

学龄前儿童处于泛化想象阶段，这意味着他们的

思维能力逐渐从具体的事物向抽象的概念转变。受现

实世界约束，儿童在认知、语言等层面的能力尚未成

熟，使得儿童的想象世界通常受限于日常所接触到的

事物和经验，因此需要开展一定指导，来引导儿童，

促进儿童想象力的健康发展。在设计假装游戏过程中，

以创造贴合儿童兴趣和想象力的游戏角色与道具为核

心，集合并整理儿童的可能性需求，支持多样化、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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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化的游戏角色和道具设计工作，从而为儿童提供更

广阔的展示平台，刺激儿童思维现象和创新能力的发

展。在开发游戏角色时，首先需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儿

童认知水平和兴趣爱好。比如，创作讨人喜欢的动物

形象，比如可爱的小熊、小兔子等，更容易打动儿童

的心；创造具备特殊技能的角色，比如超级英雄或者

魔法师，让儿童享受到扮演不同角色的乐趣。在这一

过程中，通过运用混合现实技术，创造虚拟人物，为

儿童打造在线互动平台，能够切实强化儿童参与游戏

的体验感受。其次，在开发基于假装游戏的虚拟游戏

道具时，可以深度结合混合现实游戏材料，让儿童享

受更加真实化的游戏体验。例如，开发模拟真实物品，

比如玩具车、小黄鸡、土豆，关联有关设备，促使儿

童能够对这些物品执行“触摸”、“旋转”、“变色”

等操作，使儿童真切地感受到物品质感和重量，更加

真实地体验和理解物品的特性。此外，还可以开发一

些能够与儿童互动的道具，比如魔法棒、飞行器等，

融合感应技术，促使儿童通过手势变换、语音输出等

方式进行操控，让儿童在游戏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比如，儿童在虚拟世界中挥动魔法棒时，

物品会随着他们的动作而变化，甚至发出相应的声音

效果。最后，在虚拟游戏角色和道具设计阶段，基于

假装游戏为有效发挥混合现实游戏材料的作用，需要

考虑教育性和多样性，以及儿童的年龄阶段需求，促

使儿童在游戏过程中获得知识与思想引导。例如，在

游戏中设置“爱迪生”、“秦始皇”等，与科学、历

史有关的角色，儿童在游戏中通过完成分发的收集材

料、寻找人才等任务，来获取角色提供的知识，诸如

“电灯泡由灯丝、灯头、玻璃壳组成”、“秦始皇手

下有王翦、蒙恬、白起、杨端和等”。同时，可以让

儿童利用自己的照片或绘画来创造角色形象，邀请儿

童参与到道具设计过程中，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儿童的

参与感和归属感，而且还能够培养儿童的审美和能力
[3]
。

3.3 游戏交互方式设计

为增强学龄前儿童假装游戏的互动性，在运用混

合现实游戏材料时，应从提升游戏体验真实性、生动

性角度出发，设计更现代化的游戏交互方式。首先，

创新交互方式，让儿童能够利用手势变换、语音输出、

触摸屏幕等形式，与虚拟元素进行有效互动。比如，

利用手势触摸技术，使得儿童能够在游戏中亲眼看到

并触摸到他们所渴望的物品，促使儿童更加深入地投

入游戏之中，提升游戏体验；结合扫描二维码或者投

掷物体等交互设计，提升游戏创意性和娱乐性。其次，

策划更为多样化的互动活动，以提升儿童的参与度和

学习乐趣。比如，创造虚拟动物园，让儿童亲身体验

观察、接触，并与动物互动，以增进儿童对动物的了

解和兴趣，儿童在虚拟动物园内互动时，可以提高对

各种动物特征、习性和生存环境等认知水平，同时培

养儿童保护动物的意识。或者，创建虚拟厨房，让儿

童利用虚拟厨房所呈现的各种厨具和食材，学习烹饪

的基本步骤和技巧，如模拟切菜、炒菜、淘米、煮饭

等过程，从而体验到烹饪乐趣。在这个过程中，儿童

还可以获得不同菜谱和食谱，根据个人兴趣和口味选

择不同食物进行烹饪。由此，不仅可以帮助儿童掌握

基本的烹饪技能，而且能够有效增强儿童创新能力、

认知能力。最后，在设计游戏交互时，需要考虑到儿

童的年龄和能力水平。学龄前儿童的认知和操作能力

较低。因此，在设计时，必须在能够满足儿童实际需

求的基础上，保证互动形式简单易操作。例如，开发

手势或语音指令，促使儿童通过翻手掌、握拳等方式

来操控游戏中的各种元素。

3.4 游戏故事与任务设计

游戏故事与任务设计是学龄前儿童假装游戏开发

的重要难点之一。只有精心设计环环相扣的游戏故事，

以及蕴含密切联系的游戏任务，才能够彻底吸引儿童

的参与兴趣，并刺激儿童思维想象的发展。同时，融

入混合现实游戏材料，推动假装游戏的升级与转型，

有助于为儿童在假装游戏中探索更多可能性和发挥创

意提供机会。首先，在设计游戏故事时，可以运用混

合现实游戏元素，打造充满想象力和吸引力的世界，

让儿童沉浸其中。融合虚拟元素和现实世界，设计令

儿童喜爱的角色、丰富的情节和扣人心弦的冲突，打

造更为生动的游戏环境，刺激儿童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促使儿童积极主动参与游戏中来。比如，编写一个关

于森林冒险的故事，让儿童扮演勇敢的冒险者，在游

戏中探索神秘的树林，与熊猫、老鹰等野生动物互动，

在该过程中，儿童有机会体验到森林的壮丽和神秘，

从而更深入地融入游戏情节之中。其次，在任务规划

中应用混合现实游戏材料，设计富有趣味和挑战性的

任务，激活儿童挑战自我的情绪，提升自身能力。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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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可以涵盖解谜、物品收集以及特定动作的完成等。

比如，组织朋友进行建造房屋任务，让儿童在玩游戏

的过程中学习建造房屋所需的材料，并了解房屋基础

结构；创建寻宝任务，让儿童在虚拟环境中通过解谜

和探索，寻找隐藏的宝藏，以此不仅可以锻炼儿童的

观察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而且还能培养儿童耐心。最

后，为满足所有学龄前儿童的需要，可以从挑战难度

着手，设计层次化假装游戏，如增加寻找物品数量等，

让所有儿童都能够拥有适合自己的假装游戏
[4]
。

4 结论

综上所述，为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创新游

戏方法至关重要。通过在假装游戏的游戏场景设计、

游戏角色与道具设计、游戏交互方式设计、游戏故事

与人物设计等环节中，运用混合现实游戏材料，提供

更真实、更丰富的游戏体验，切实满足学龄儿童多方

面需求，有利于帮助儿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的知

识，以及创新能力、想象力、沟通能力等的培养，促

进他们的认知发展，从而实现全面教育，推动数字化

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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