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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民间游戏教育价值研究综述

冯超群

（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安徽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

摘　要：游戏是儿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儿童学习的主要方式。民间游戏是游戏的重要表现形式，对其教育价值的研究

具有重大意义。民间游戏的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儿童身心完满发展的促进作用方面，具体表现为民间游戏在儿童生理发

展、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情感发展及个性发展五个方面的教育价值。不足之处体现在：有关民间游戏的理论基础不足；民

间游戏对儿童精神层面影响的研究略有欠缺；民间游戏在实证研究中缺乏普适性的论证及在实际运用方面未得到有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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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是点燃儿童求知欲和

创造精神的火种。”［１］“２００１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作为沟通理念层与实践层的桥梁将学前

教育改革带入新时期。其对幼儿园游戏重要性的重

申更是引起研究者和教育者们的关注。随后，包括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内的一系

列文件的颁布给予儿童权利、儿童发展以充分重视，

作为儿童生活方式和基本活动的游戏也成为题中之

义。”［２］随着对儿童游戏教育价值研究的逐渐深入，

人们发现民间游戏蕴藏着独特文化意蕴及教育价

值，民间游戏来源于儿童日常生活，更容易为儿童所

接受，不仅能够满足幼儿身体活动和发展的需要，又

能够促进幼儿认知、个性、情感、社会性等心理的发

展，对培养完满儿童有重大意义。

一、关于民间游戏概念的研究

基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及研究视角，国内外的专

家学者对民间游戏有过多种定义。通过梳理相关文

献发现：对民间游戏的概念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俗学

和教育人类学两大视角，前者将民间游戏作为丰富

民俗的一部分进行解读，源于人们日常生活，具有很

强的传承性；后者则将其视为能够影响人的活动，对

个体发展产生一定意义，具有即时性的特点。

（一）民间游戏是传统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游戏扎根于社会文明，渗透在日常生活，属

于民俗学的研究范围。虽然在民俗学范围内的众多

研究中也是各有差异并未达成一致，但仍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如被人们所广泛认同的乌丙安先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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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民间游戏是指流传于广大人民生活中的嬉戏

娱乐活动，俗称玩耍。游戏是游艺民俗中最常见的、

最普遍的、最有趣的娱乐活动。它主要流行于少年

儿童中间和节日里成年人娱乐节目之中。”［３］陈连山

在《游戏》中将民间游戏解释为：流传于广大民众之

中，由两者或两者以上的人组成的具有独特规则、稳

定表现形式和传承优秀文化性质的游戏。郭泮溪在

其著作《民间游戏与竞技》中提道：“广泛流传于民

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以娱乐、嬉戏为目的的身体

活动或智力性游戏称之为民间游戏与竞技，如，踩高

跷、跳绳、老鹰抓小鸡、跳像皮筋、母鸡护蛋等

项目。”［４］

（二）民间游戏概念在教育人类学领域研究下得

到一定发展，具有非传承性

如涂元玲将儿童在生活中的随地取材即时发生

的游戏称为“玩耍”，认为：“玩耍和游戏均是指一种

自愿的活动或消遣，以自身为目的并又伴有一种紧

张、愉悦的情感。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游戏是有规

则的，但是，在这种有规则的活动之外，儿童还有其

他的玩耍活动，如无所事事或偶然性为。具体来说，

如，在椅子上、床上或炕上爬来爬去，摆弄家里的锹、

铲子、扫帚等东西，到屋外随意地走走等等。”［５］张新

立在研究彝族儿童民间游戏对其定义为：“流传于彝

族地区民间的、彝族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自愿和自由

嬉戏、玩耍与娱乐的活动。它不同于专门的教学程

序和指导”［６］，他还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解读过民间

游戏———“斗鸡”所具有的价值。

综合以上对民间游戏概念的分析可知，民间游

戏主要是指由民间创编、流传于广大民众之中，为儿

童所喜闻乐见的、承载着中国优秀文化的活动。具

有传承性和即时性、群体性和个体性、地域性和普遍

性、随意性和教育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民间游戏

教育价值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关于民间游戏对儿童发展教育价值

的研究

无论是被称为“幼儿教育之父”的福禄贝尔，还

是与之齐名的伟大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均强调游戏

对于儿童发展的不可或缺性。中国教育家陈鹤琴也

曾说：游戏是儿童的第二次生命。民间游戏源于中

国五千年文明历史，源远流长，是人们智慧的结晶，

它内容丰富多彩，取材简便易得，形式灵活多样，且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活动较少受空间限制，娱乐性、

随机性较强，符合儿童好动、好奇、好模仿的特点，也

对其动作、认知、社会性、情感等身心发展有很大的

教育价值。

儿童发展包括身体的发展和心理的发展两大部

分，“身体的健康是儿童全面发展的基础。儿童年龄

越小，身体发展对心理发展的影响越明显。”［７］身体

的发展主要是指：人体各种器官系统的生长，如，身

高、体重等；运动能力的发展，如，大小肌肉群的发

展、跑、跳、投等；对外界环境变化和自身变化的适应

能力，如，对冷热的适应、对疾病的抵御等；心理的发

展主要是指儿童在认知、社会性、情感、个性等方面

的发展和完善。民间游戏简单易学，取材容易，多人

参与，具有一定技巧性，难易适中，对促进儿童身心

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一）民间游戏对儿童身体发展的作用

自从有正式教育以来，人们无不重视身体活动

在少年儿童教育中的作用，现代大教育家洛克就将

体育与智育、德育并称“三育”，提出“三育”应成为学

校教育的主要目标，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于１９１７年

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体育

之研究》一文，对体育就有精辟的论述，指出：“体育

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

智也”。［４］游戏活动对儿童来说是锻炼身体体能的重

要途径，对儿童身体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身体的

良好发展是其他机能发展的基础，是实现良好生活

的基本条件。

与民间游戏相比，现代游戏（包括媒体游戏和现

代玩教具等）呈现出由户外逐渐转向户内、由多人向

单人化过渡等特点，使活跃期的儿童被迫在狭小的

封闭的空间内进行所谓的“游戏”，身体发展得不到

满足。再者，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及家长对儿童

的过度保护，儿童户外的游戏时间被大量剥夺，跑、

跳等基本动作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身体素质也急

剧下降。

民间游戏多是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进行的，空气

中的氧气和其它的有益因子有利于儿童的新陈代

谢，促进其呼吸系统发展，提高其免疫能力抵抗疾

病；阳光中的有益射线可以起到杀菌以及促进儿童

骨骼生长的作用；外界环境的变化还可提高儿童的

适应能力。民间游戏在幼儿园活动中应用较为广

泛，但最能体现出“促进幼儿身体发展”这一目标的

当属民间体育游戏在幼儿园中的运用。罗红辉从民

间体育游戏存在的问题出发，论述了当前幼儿园运

用民间体育游戏时出现的误区并提出了一定切实可

行的策略；李玉峰则从民间体育游戏所具有的特性、

价值入手，阐述了民间游戏入园的可行性；曹中平、

刘霞等学者则从提高幼儿身体健康这一角度，论述

了民间游戏促进幼儿身体发展的重要性。此外，从

已有研究结论可知：民间游戏多由奔跑、跳跃、抓握、

钻爬等基本动作构成，通过游戏可以训练大小肌肉

群及协调、平衡能力等的发展，增强心肺功能，促进

幼儿身体健全发展。如：“丢沙包”、“钻山洞”、“老鹰

捉小鸡”等民间游戏在幼儿园中的应用，都可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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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跑、跳、投、躲、闪等基本动作。

（二）民间游戏对儿童认知发展的作用

“认知发展是人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

个体认知结构和认知能力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过程，

涉及知觉、记忆、注意、思维、语言、想象等多种心理

过程。”［７］对儿童而言，游戏是儿童生活中的主要活

动，是学习的主要方式，因此，游戏是他们获得认知发

展的主要途径。美国心理学家皮尔斯曾说过：“儿童

认知发展的两大基础分别是玩耍和听故事。”在游戏

过程中儿童的各种认知能力逐渐得到启蒙和加强。

民间游戏是由民间自行组织创编而得，并没有

明确的分类体系与标准，但范围较广涉及儿童活动

的各个方面，对其认知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民间游戏多伴随着童谣、民谣等，不仅促进儿

童口头语言的发展，而且对其记忆能力的提高具有

一定影响。如：刘饶民的童谣《春雨》：滴答，滴答，下

小雨啦！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梨树说：

“下吧，下吧，我要开花。”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

长大。”孩子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滴答，滴答，

下小雨啦！这首童谣，通过反复的咏唱，不但可以帮

助孩子学习语言，还可以使他们的表达能力得到提

高。［８］其次，幼儿园活动与教学中融入民间游戏。民

间游戏中的材料多来自于生活、自然，如：泥、石头、

纸、棍棒等，教师在教学和活动中可以投放恰当的材

料，让儿童在游戏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喜

好对这些材料进行创作和想象。如：“骑竹马”（将竹

子、棍棒等当作马）、“斗草”（以捡来的树叶、草茎等

辨别胜负的游戏）、“玩泥巴”（用泥巴做成自己喜欢

的形状或物品，也可用以比赛）、“纸艺”（用纸或其他

物品折成各种东西）等民间游戏作为幼儿园的活动

内容（自由活动时间）或课程内容（认识物质性质），

会对儿童想象、思维、注意等认知过程产生很大的促

进作用。

（三）民间游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作用

“大量研究表明，游戏可以促进婴幼儿社会性发

展。游戏是婴幼儿社会性交往的重要形式，也是他

们社会性发展的重要途径。”［７］社会性发展主要包括

理解他人意图和想法、学会分享、合作，理解规则、遵

守规则等，获得同情心和与人相处的能力。社会性

发展是儿童由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过程中重要的

动力来源，是儿童将来立身于现实社会、与人和谐相

处所必不可少的。

１．民间游戏促进儿童规则意识的形成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对于儿童而言其

自我约束力还很薄弱，规则意识不强。“老鹰捉小

鸡”、“拔河”、“捉迷藏”及棋类游戏具有很强的竞技

性和规则性。徐莉在《毛南族儿童的棋游戏及其教

育价值》一文中提到：“儿童各类棋游戏的开展使儿

童的规则教育不再是空洞的说教，孩子们在游戏的

过程中会切身体会到规则的重要性，并潜移默化地

掌握各项游戏的具体规则，久而久之，有助于促使儿

童形成规则意识。”［９］学者张新立通过分析经典民间

游戏“斗鸡”的内在价值，论证了在游戏过程中儿童

所展出的智慧和策略及对于游戏规则的认识；还有

学者对“捉迷藏”这一民间游戏进行了相关解读，指

出了民间游戏在组织过程中的所具有的规则性以及

对幼儿规则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２．民间游戏有利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当儿童基本的

生理、安全需要得以实现后，儿童就希望自己能有所

归属，能够融入集体，与集体中的成员之间建立深厚

的感情，得到认可。集体教学活动、亲子活动、小组

活动等幼儿园常开展的教育形式，是发展幼儿亲社

会行为的良好渠道。我国不少研究者从不同的视

角、地域对民间游戏进行了探究，从实证的角度论证

了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实现幼儿亲社会行为的

良好发展。如：集体游戏“丢沙包”、“跳皮筋”，区域

游戏“过家家”，亲子游戏“老鹰抓小鸡”等民间游戏

都需要儿童之间相互合作、相互理解，通过商议决定

角色分配才能够完成整个游戏。在玩耍期间通过合

作、分享等游戏体验促进亲社会性的发展。

（四）民间游戏有助于儿童积极情感的培养

“情绪情感是我们心理活动的重要构成因素，它

可以发动、组织与干扰人的认知过程与学习活动，影

响人际关系的性质与发展方向，影响人对待生活的

态度。”［７］儿童时期是人的情感发生发展的重要时

期。有研究表明，现代儿童的情感体验中有很多不

喜欢的东西或不想做的事情，作家陈村也说：“看着

今天的孩子，我总会生出一点怜悯，他们不光缺少玩

的时间，就是玩起来也很可怜。他们很少和人玩，只

能和机器玩，和从来没说过话的玩具动物玩。他们

很少气喘吁吁，大笑大叫。”［１０］这体现了现代儿童情

感发展的悲剧。

民间游戏具有浓厚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它既区

别于以教育为目的现代游戏，也不同于成年人眼中

的游戏，是属于自然游戏。首先，民间游戏有较强的

本体性而非工具性，儿童可在自发状态下进行游戏，

这种轻松、愉悦、无压力的氛围，能够满足儿童内在

的情感需要，在适当抒发自己情绪、情感的同时能够

正确理解他人的情绪、情感。研究者叶小艳在《乡镇

中心幼儿园民间游戏“竹趣”方案开发的行动研究》

一文中以“竹游戏”为主线，通过教学活动、游戏活动

及亲子活动将其融入幼儿园课程，让幼儿体验活动

过程中教师、同伴及家长所具有情感，进而增进幼儿

自身的情感体验。其次，民间游戏没有明确的规定

性，游戏的形式与规则可以随着儿童自身的实际情

况而变化，这就使得儿童在整个游戏过程都充满活

力和兴趣，不论胜负都会获得积极的游戏体验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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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成良好的情感打下基础。比如，“骑竹马”、“荡

秋千”等民间游戏很容易成功，有利于儿童自信心和

乐观情绪的养成；“跳皮筋”、“拍烟牌”等虽有输赢之

分，但丝毫不影响儿童参与游戏的热情，源于其承受

挫折的能力和开朗活泼的性格；“草编”、“纸艺”等充

分发挥了儿童的智慧、想象力以及审美能力，以美的

事物促进其积极情感发展的能力。

（五）民间游戏有助于儿童个性的发展

“个性是指一个人比较稳定，具有一定倾向性的

各种心理特点或品质的独特组合。它包括了一个人

的需要、动机、兴趣等个性倾向性，还包括气质、性

格、能力等个性心理特征，此外，个性还包括自我意

识。”［１１］对一个“完整的儿童”而言，其个性主要体现

为“游戏性”，游戏性既包括主体性的特征（主动性、

积极性、创造性），又包含开朗、快乐、幽默等品行。

民间游戏具有的竞争性、合作性、娱乐性等特征是儿

童个性形成的动力源泉。

民间游戏之所以大受欢迎在于其所带来的乐趣

远大于失败产生的不安，使儿童逐渐养成了积极、主

动、坚韧等良好的个性及意志品质。如，水族地区民

间有种游戏叫“打飞鼠”就非常考验儿童的创造力和

坚持不放弃的精神。“滚铁环”、“斗鸡”、“扔石子”等

民间游戏都非常具有技巧性和智慧性，儿童要想在

游戏中赢得胜利没有一定的毅力和正视自我的觉悟

是很困难的。儿童只有在游戏中获得了积极的游戏

体验，需要得到了满足，兴趣得以展现，才能培养儿

童外向、开朗、乐观的性格，促进儿童自我意识的萌

芽。因此，将这些丰富的民间游戏资源作为当地幼

儿园的教育资源，开发多元化、丰富性的课程模式，

为促进幼儿个性发展奠定基础。

三、不足和尚待研究的问题

民间游戏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在贫瘠的时代

为儿童的发展添了一抹炫丽的色彩，直至今天仍未

褪色。无论是对儿童而言，还是对于家长教师来说，

对民间游戏进行其教育价值的深刻研究都是非常有

必要的。总结以上研究结果，发现还可以从以下几

点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第一，理论是实践的基础，从哲学、社会学、人类

学、历史学等理论基础上去进一步剖析民间游戏的

本质、内涵、意义和价值，能够使其更好的适应现代

社会，使研究者对民间游戏教育价值可进行多层次、

多角度的探索，使之更加适合现代儿童的发展。

第二，一个完整的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三个

层面所组成的，三者的和谐发展才能体现一个人的

完满发展。所以，应进一步研究儿童在精神层面所

具有的特点及如何从精神角度去实现民间游戏的教

育价值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更深层次挖掘

民间游戏教育价值的一种有效手段。

第三，民间游戏的实证研究多集中在少数民族、

农村地区等偏远、贫困区域，且多从文化的角度对民

间游戏进行剖析，虽充分利用了当地资源，充实了幼

儿园课程形式、减轻了幼儿园投入负担等问题，但未

考虑如何切实提高儿童的学习能力，也未从儿童的

需要和民间游戏的本体价值出发，而忽视了民间游

戏真正的价值。另外，研究只关注了民间游戏的地

域性价值而忽略了其普遍性价值。

第四，据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家长

还是幼儿教师都对民间游戏所具有的教育价值持肯

定态度，也希望将民间游戏融入到幼儿园教学中，但

结果显示我国幼儿园中真正利用民间游戏进行教学

的却寥寥无几。因此，如何将民间游戏这一资源进

行合理的开发，并广泛利用显得尤为重要。

全球化与城镇化背景下，作为民间文化重要组

成部分的儿童民间游戏，日益受到越来越多学科领

域中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对前人的总结使人们认

识到了悠久而自然的民间游戏的魅力，同时，我们也

认识到了对民间游戏价值研究的片面性，因而对具

有文化和社会双重特性的民间游戏而言，我们对其

教育价值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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