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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幽默就是一种游戏，幽默也是一种游戏精神。儿童的幽默通过游戏的情境得以表现，并促进儿童的发展，这个过程即

是幽默游戏。儿童幽默游戏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特点。儿童的幽默游戏与认知发展密切相关。儿童幽默游戏对儿童认

知、社会性、情绪情感、道德养成、行为塑造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成人与教师应积极关注和支持儿童幽默游戏，通过儿童幽

默游戏促进儿童身心发展，培养儿童的幽默意识与幽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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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默是一种品质。每个人都喜欢有幽默感的

人。和有幽默感的人一起总能分享很多的快乐。

“幽默既是增进他人关系、调节社会行为的润滑剂，

也是提升自我品质、增强自我修养的良方。”［１］１儿童

具有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如儿童与成人的藏猫猫游

戏所蕴含的幽默感不言而喻。幽默是一种游戏。儿

童会在游戏中表现幽默。具有幽默意味的游戏称为

幽默游戏。儿童幽默游戏对儿童认知、社会性等方

面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幽默

什么是幽默？中外理论家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

定义。“只可意会，不以言传”［２］，“有多少人就有多

少意义”［３］７，“懂的人一读就懂，不懂的人打一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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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心也不知其所言为何物”［４］，“要想明确地说一说

它（幽默）到底是什么，就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５］

幽默起初是具有医学含义的一个词。西方起源

于古希腊的“Ｈｕｍｏｕｒ”一词，被希波克拉底用来表

示汁液（体液）。所以幽默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人的某

种特殊的性格气质。后来学者和理论家对幽默进行

了许多论述。黑格尔说幽默是理性的嘲弄，里普斯

说幽默是天生的戏剧性，赫斯列特说幽默是对荒谬

可笑的模仿，梅瑞狄斯说幽默是对同情性的讽刺，幽

默是游戏本能、有意味的玩笑、崇高嘲弄等说法，使

幽默具有审美意味。［１］３弗洛伊德从临床心理学角度

对幽默进行了研究。认为幽默是一种被压抑的“欲

望”、“本能”的合法释放。他认为幽默的快乐，降低

了人的感情消耗［６］２１６。幽默的含义虽众说纷纭，但

总的来说，大多数幽默研究者都认可：幽默与人的认

知、情绪情感、社会交际（特别是语言和行为）、个性

等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儿童的幽默同样如此。

笔者认为，幽默是使人发笑的，受人的认知、情

绪情感、个性等方面支配的，在特定情境中表现出的

诙谐而轻松的语言或行为的艺术。此含义中，表明

了幽默四层含义：第一，幽默产生具有一定身心基

础；第二，幽默产生具有情境条件；第三，幽默是能使

自己或他人发笑的，让人感到诙谐而轻松的；第四，

幽默是一种语言和行为的艺术。

二、儿童的幽默游戏

儿童幽默游戏本质上是一种游戏。原因有三：

“首先，幽默是令人愉快的———大部分游戏是令人愉

快的；其次，幽默创设了不真实的世界———和假装游

戏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第三，幽默建立的对令人愉快

的虚拟世界的认知、社会以及情绪功能往往与一般

游戏相同。”［７］９５笔者认为，儿童的幽默，特别是言语

和行为的幽默，通过游戏的情境得以表现并促进儿

童的发展。

（一）幽默游戏具有游戏的共性

首先，儿童幽默游戏具有与其他类型游戏，如感

觉运动游戏、创造性游戏和规则游戏等同样特点，即

游戏的共性。

１．儿童的幽默游戏是一种紧张的虚无

这种紧张后的虚无可以缓解儿童的紧张感，使

儿童身心得到放松。这与游戏是一致的，是紧张之

后的放松。著名哲学家康德说：“笑是一种情感，起

源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变为虚无”。［８］３３４如一个孩子

在家里玩具区玩玩具，突然她惊声尖叫起来。爸爸

以为孩子受伤了，赶紧跑过来紧张地问：“怎么了？”

孩子说：“有虫”，然后用手指着一只死去的蚊子。爸

爸被逗笑了。孩子制造的幽默给你以一种跟期待不

一样的“原来是这样”。笛卡尔、叔本华，还有我国朱

光潜先生都有类似的观点。幽默游戏的这种紧张后

的虚无与儿童的愉悦的游戏体验是一致的。

２．儿童的幽默游戏是其剩余精力的一种宣泄

这是斯宾塞的观点，同时也用来解释儿童为什

么游戏。因为幽默的笑和儿童游戏一样都是剩余精

力的宣泄。斯宾塞认为，儿童是精力旺盛的个体，儿

童正是通过游戏（幽默的活动）让剩余的精力找到宣

泄的途径。这是斯宾塞从生物性角度解释儿童幽默

游戏的观点。

３．儿童幽默游戏是一种愉悦的放松

法国心理学家彭约翰认为“笑是一种没有外在

目的的行为，它总是一种游戏的情感，是为自身的活

动。”［１］１９－２０他和格里高利都认为：笑是一种束缚被

解除后的松弛。“笑的作用就在于消除为准备应付

环境而在身体内产生的精神紧张和肌肉精

神”［１］１９－２０，这种观点被称为“松弛说”。这与一些阐

释儿童为什么游戏的理论是一致的。

４．儿童幽默发笑的心境和儿童游戏的心境一致

梅瑞狄斯说幽默是游戏本能。萨利明确地提到

“我们在发笑时和在游戏时的心境是根本相同

的。”［９］２６笑是由于游戏心境突然出现。

许多学者把幽默感看成是儿童游戏的主体性本

质特征之一。有些学者，如美国斯卡雷特，还在儿童

游戏的论著里，开辟“幽默游戏”专章进行讨论。

（二）幽默游戏具有个性

儿童幽默游戏除具有游戏的共性之外，还具有

自己的个性，即与其他类型的游戏不一样的地方。

儿童幽默游戏不是一般的游戏，而是蕴含有幽

默意味（成分）的游戏。所以幽默游戏也属于幽默。

游戏中幽默的意味（成分）也把幽默游戏和其他类型

的游戏相区分开来，使其具有了自己的特点———并

不是所有的儿童游戏都具有幽默意味，如规则游戏

中，儿童按规则进行游戏，建构游戏中，幼儿按照图

纸搭建积木，其中并不含有幽默的意味。但如果儿

童在游戏中表现出了幽默的语言和行为，如创造性

地搭建出奇特的、令人发笑的造型或以一个夸张的

姿势搭建积木等，就使游戏具有了幽默的意味。

所谓儿童幽默意味，包含有意的幽默成分和无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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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幽默成分。前者是儿童有意制造的幽默，后者

是儿童无意制造的幽默，即儿童自身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在进行幽默游戏。

（三）幽默游戏与其他类型游戏的关联性

幽默游戏与其他类型的游戏还具有关联性，即

幽默游戏往往与表演游戏、角色游戏、建构游戏等创

造性游戏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依托于这些游戏的

情境———这与笔者在幽默的定义中表述的，幽默具

有情境性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不能脱离特定的游戏

情境而独立存在。

（四）幽默游戏的独立性

既然幽默游戏与各类游戏情境关联，为什么要

把“幽默游戏”独立出来研究呢？原因有三：第一，任

何游戏都具有规则，为什么要把表演游戏、角色游

戏、建构游戏和规则游戏并列呢？显然，一方面，规

则是个相对的概念；另一方面，前三者有其游戏独特

性，有独特的儿童发展价值。将其独立出来，深入研

究是必要的。于是，用隐性规则概念将这三类游戏

中的规则与规则游戏中的“规则”区别———可是谁说

隐性规则不是规则呢？通过类比，幽默游戏的独立

研究的必要与价值，是由其特性和对儿童发展的独

特意义决定的。第二，幽默游戏的确与其他类型的

游戏有明显的区别———幽默游戏具有幽默的意味

（成分），至少从概念上看，这是其他类型的游戏所不

具备的。例如，我们肯定不能笼统地说规则游戏具

有幽默成分。目前的研究，都把幽默游戏蕴含在各

类游戏中，这显然是不严谨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

游戏都具有幽默的成分。因此，有必要对幽默游戏

进行独立而深入的研究，甚至单独成类。这样，一方

面赋予了幽默游戏独立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澄

清其他类型的游戏特征———目前的游戏分类，把游

戏的幽默成分深锁在各类游戏牢笼里，让各类游戏

有时候具有幽默的特征，有时候不具有幽默的特征。

这显然是违背分类逻辑的。如果幽默性不是所有游

戏的必要特征，要么它不是游戏的特征，要么应该据

此特征划分出另一种游戏类型。笔者认为后者从逻

辑上是成立的。第三，基于前两点，将幽默游戏相对

独立出来，有利于深入研究、挖掘价值、服务教育。

即对幽默游戏进行界定和研究，具有研究的理论价

值和教育价值。

三、幽默游戏对儿童发展的价值

幽默游戏对儿童发展的作用是全方位的。斯卡

雷特认为，“大多数幽默的发展必然包括情绪、认知

以及社会的交互作用。”［７］１１１前文已述，儿童的幽默

通过游戏的情境得以表现，并促进儿童的发展，这个

过程就是幽默游戏。因此幽默游戏中已经蕴含了儿

童幽默的表现（特别是言语和行为）和儿童的发展两

层含义。儿童进行幽默游戏的途径是游戏情境中的

幽默表现，幽默游戏的落脚点是儿童的发展。二者

相辅相承，相互促进。

（一）幽默游戏促进儿童认知发展

认知的冲突引发婴幼儿的幽默游戏。婴幼儿在

幽默游戏中发展认知。婴幼儿阶段的幽默游戏，更

多体现为一种“认知幽默”，而后才逐渐发展为“社会

性幽默”或者认知幽默与社会性幽默的整合。

１．幽默游戏丰富儿童认知经验

以儿童语言发展为例，大部分三岁的孩子都能

够使用句子进行交流。但儿童不能完全理解词语背

后的文化知识。虽然掌握了一些语用知识，但并未

完全掌握；虽然掌握了一些社会语言知识，但并未完

全掌握。

笔者通过观察发现，某种认知的“不足”，会让儿

童产生语言的幽默。比如，一个三岁半的小女孩在

看外婆用铝盆腌制腊肉，外婆随口说道：这个盐巴也

不知道会不会把盆“咬烂”。小女孩顿时就笑了，说：

盐巴又没有嘴巴，怎么会把盆“咬烂”！很显然，小女

孩并没有理解“咬”这个字在这里的含义，她只能理

解单一的含义，即嘴巴和牙齿的关系，这种与她已有

认知的“不协调”，让她觉得可笑。同时她的言语又

制造了幽默，这是一种无心的幽默———当事人并不

知晓自己已经制造了幽默。

此处的“幽默”是由于儿童的认知经验不足所致

的，它产生了儿童特有的语言幽默。这样的幽默情

境是令人愉快的。儿童在幽默游戏中感受到自身认

知的不足，同时成人或者教师正好可以抓住机会，在

愉快中潜移默化地丰富了儿童的认知经验，让儿童

对“咬”的概念和文化含义理解更透彻，对语词的掌

握逐渐变得丰富而正确，从而促进儿童语言能力的

提高。

２．幽默游戏中的“认知冲突”强化了儿童认知

发展

所谓认知冲突是指事物与儿童已有的认知经验

产生冲突，从而产生幽默。深受儿童喜爱的儿童歌

谣《胡说歌》（颠倒歌），正是利用了儿童的认知“不协

调”来制造幽默效果的。儿童在这充满与现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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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歪曲”中，进一步强化了对正确认知的肯定，在感

到幽默愉快的氛围中摒弃了错误的认知，让幼儿对

正确认知的印象深刻。这也启示我们，在某些教育

中，有意识营造一种“认知冲突”，更能让幼儿在轻松

愉快中学习，促进认知发展。

３．幽默游戏促进儿童想象力的发展

想象力是儿童最基本的能力。儿童经常通过一

种对事物的“任意结合”而产生的幽默游戏展现和发

展自己的想象力。“任意结合”是一种不符合常理的

结合，但又感觉“毫无违和感”而带来的幽默效果。

如一个孩子用拖把当话筒，在认真投入地唱歌，观者

觉得特别好笑；一个小姑娘，把数辆玩具小汽车并排

放在床上，给它们盖上被子，说它们在睡觉；一个小

男孩把水瓢扣在头上，用一根红薯当枪，说：“我是警

察，举起手来！”这些幽默游戏与儿童认知发展水平

密切相关，都充分展现了儿童丰富的想象力和事物

运用的能力。成人或教师鼓励和支持，甚至投入到

儿童的幽默游戏中与儿童共同游戏，对发展儿童的

想象力具有重大意义。

（二）幽默游戏提高儿童社会交际能力

幽默游戏将从认知幽默向认知与社会性幽默的

整合方向发展，甚至完全成为了一种社会性交际。

幽默游戏过程往往是儿童与他人进行社会性交互作

用的过程。

１．增强人际关系

幽默被认为是通过分享笑声来增强人际关系的

行为。许多幽默研究者都认为，幽默游戏具有儿童

社会性发展功能。

从游戏的阶段理论看，幽默的“阶段１”（感觉运

动阶段的游戏）开始就离不开具有交际意味的

笑———针对依恋对象的笑———幽默游戏从一开始就

具有社会性。幽默一定是在人与人交互的过程中产

生的。独自笑或一个人笑而对方不笑，至少不能称

之为“幽默”———专属幽默除外。儿童的幽默游戏，

甚至单纯的幽默的语言和动作有时正是为了引起教

师和同伴的注意，通过这种方式紧密人际关系。它

是以儿童人际关系的发生为指向的。儿童的幽默游

戏过程有时本身就是人际互动的过程。

２．调节人际关系

斯卡雷特等认为“尽管幽默可以独立发生，但其

实大部分它还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和朋友联络感

情的方式，也是我们了解所处世界的方式。”［７］１００“笑

话可以帮助大家团结，可以缓解紧张，可以隐藏不

适，还可以避免困窘”［７］９７。儿童在幽默游戏中与教

师、同伴进行互动，幽默就像润滑剂推进游戏的进

程，同时调节人际间的关系。一个孩子在户外活动

的场地上打滚，老师看到很惊讶，问：“你们干么在地

上滚（太不卫生了）？”这个孩子说：“老师，我在学轱

辘滚！”老师顿时笑了，一群小朋友加进了“滚轱辘”

的行列。这个幽默游戏中的人际调节关系，特别在

调节这个孩子和老师之间的关系上是非常清晰的。

３．凝聚与保护

幽默游戏能增强同伴之间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凝

聚力，同时又能发挥自我保护的作用，比如避免自

卑、免于尴尬等。

萨利认为幽默的笑是具有社会功能的。他说

“笑能为我们以类似于游戏的姿态投身社会生活做

好准备”，笑具有社会方面的功能：笑的感染力隐含

“合唱”功能，集体的笑能使大家团结一致；笑具有惩

罚性的社会功能；笑能驱除敌意，防止不和；在任何

社会中，笑都能“防止外人的沾染”；笑既可作为“内

在的惩罚”，也可以作为“外在的惩罚”，即笑者与被

笑者都能在笑声中引起对被笑者的行为的警觉。［９］

伊斯特曼认为，笑是在社会中遭遇挫折时的自

我保护。笑成为社会传递愉悦感的手段。而且在幽

默游戏中，以笑的愉快来抵御挫折感。儿童在幽默

游戏中能够完全地进行内心的自我保护，使心灵免

受挫败。［１］２１

（三）幽默游戏促进儿童情绪情感发展

幽默游戏能促进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弗洛伊

德的宣泄理论认为游戏是一种无意识的宣泄。儿童

通过游戏中的笑（幽默感）来消除紧张和焦虑，宣泄

社会交往过程的情绪。如“打针游戏”，可以消除儿

童焦虑和痛苦，儿童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人建立良好

的社会性关系。他还认为幽默能使人移除压抑，“节

省心力”，所以幽默游戏具有良好的情绪调节作用。

幽默还被认为是一种防卫机制，是儿童面对压力时

的一种应对策略，让儿童产生积极的心理变化，促进

儿童心理健康发展。［１０］

（四）幽默游戏促进儿童道德养成

我国自古不乏关于幽默具有道德劝诫功能的论

述。汉代刘向在《说苑》中写道“将忠言藏在滑稽戏

笑中，使听着不觉得逆耳而乐于接受”［１１］２３。南朝文

艺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专列“谐隐”一章，论述笑

的道德规劝作用。清人石成金专门写了一部《笑得

好》笑话书一部，平列警醒，劝诫于人。他认为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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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劝人向善方面符合人的心理，把道德教育蕴含在

幽默笑话中更容易被人接受。儿童教育中幽默的动

画片、幽默的插图、幽默的行为都更能够吸引儿童的

注意力，把道德教育蕴含在幽默的背后更能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如《猪八戒吃西瓜》的幽默动画片，

猪八戒乱扔西瓜皮导致自食其果的幽默情节就让幼

儿印象深刻，对幼儿良好行为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

避免了言语说教的枯燥。儿童故事《城里来了大肚

狼》的幽默表演游戏活动，让儿童体验大肚狼的滑稽

可笑，同时又在幽默游戏中感受到诚实、善良的可贵

和欺骗的可笑可耻。

（五）幽默游戏促进儿童积极行为塑造

幽默游戏对幼儿良好行为塑造具有积极作用。

有一次，孩子不刷牙，笔者故意问孩子妈妈：妈妈，你

觉得宝宝是不是一个乖宝宝？孩子的妈妈心神领

会，神秘地说：我觉得应该是吧！笔者：真的吗？那

你觉得如果我叫她过来刷牙的话，她会不会很乖地

过来呀？妈妈：你试试看！笔者故意大声说：宝，过

来刷牙了！同时故意用眼光去偷看她的行动。结果

看到她果然愉快地偷偷地过来刷牙了。笔者故意惊

奇地说：呀，妈妈，她真过来了耶！笔者故意制造的

这种“意外”，与“宝宝不乖”的认知形成一个有力“逆

转”，让孩子觉得很有趣———本来以为应该会说她

“不乖”的，于是孩子欣然接受成人对她的行为要求。

如果足够有趣，这样的幽默游戏就会被孩子要求不

断重复。在吃饭、喂药、洗漱、收拾等行为塑造中，这

样的幽默游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必须看到，这

样的幽默游戏之所以对孩子的行为塑造有效，是因

为切合了孩子的认知发展特点。如果对中、高年级

小学生、中学生，这样的“幽默游戏”是没有用的。

四、幽默游戏对儿童教育的启示

（一）基于儿童认知发展水平开展幽默游戏

已有研究显示，儿童的幽默游戏与其认知发展

密不可分。幽默研究学者ＰａｕｌＭｃＧｈｅｅ以皮亚杰

的认知阶段的理论为背景，在１９７９年提出了一个有

关儿童幽默发展的阶段模型（２００２年修订），把儿童

幽默游戏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７］１０８。有些研究者

从认知角度，把儿童的幽默游戏发展划分为四个阶

段：动作假想的幽默、语言假想的幽默、歪曲概念的

幽默、多种含义 （理 解 语 言 多 重 含 义）的 幽

默。［１］４１－５０。从学者对儿童幽默的分类可见，儿童认

知发展是儿童幽默游戏的基础。所以儿童幽默游戏

开展必须基于儿童已有的认知水平。

儿童认知发展与幽默是相互促进的。认知的不

协调（不足、冲突、错位、逆转等）产生幽默，但如果不

协调让儿童产生心理压力，就会失去“幽默”，让儿童

产生心理上的不适，甚至恐惧和害怕。这时就需要

通过儿童认知的发展来调节，产生新的幽默。以深

受孩子喜爱的动画片《倒霉熊》为例，这只熊的“倒

霉”和本身的憨态让儿童乃至成人不禁捧腹大笑。

但该动画片给三岁以前孩子观看，未必能引发笑，甚

至对“倒霉熊”的过于“倒霉”感到心里的不适和害

怕。笔者给自己女儿做过这样的实验，确实如此，按

照孩子的话来说：“我以前（３岁前）看了倒霉熊会害

怕，现在（３岁８个月）不害怕”了。她知道这是用

“倒霉”行为制造的幽默效果。从害怕到发笑的变化

有赖于孩子的认知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能让儿童产生认知“不协调”，又

不会让儿童产生心理压力的幽默是儿童能够理解和

接受的幽默。同样的幽默游戏，对于不同年龄段的

孩子产生效果和作用是不一样的。认知的“不协

调”，包括错位、反差、逆转、任意结合、概念混淆等，

之所以能产生幽默游戏，是由儿童思维发展的特点

决定的，与儿童的认知发展密切相关。

（二）超越儿童认知发展水平开展幽默游戏

虽然儿童幽默游戏是基于儿童认知发展水平

的，但幽默游戏本身也不是被动的。幽默游戏和儿

童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的。儿童幽默游戏

反过来可以促进认知发展。根据维果斯基的最近发

展区理论，在儿童认知发展水平许可的范围内，在教

师的指导和帮助下，超越儿童现有认知水平的内容

可以使幼儿认知水平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高度。通过

对儿童游戏产生的认知分析，我们发现，停留在儿童

现有认知水平经验，并不能让幼儿产生认知不足、冲

突和错位之感，从而无法产生幽默游戏。但在一定

情境和活动材料丰富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产生由“任

意结合”而产生的幽默游戏。

（三）以丰富的刺激性环境，创造儿童幽默游戏

条件

幼儿教育环境太单调、简单，无法调动儿童情

感，无法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在幼儿教育中，即表现

为儿童教育活动中学习、体验的认知经验等于或者

低于儿童已有认知水平（即学习内容过于简单），让

幼儿产生倦怠情绪，无从激发儿童情感，更不会产生

幽默。从这个角度讲，创造丰富的幼儿教育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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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难度的学习内容能激发儿童的幽默游戏，

前提是必须在维果斯基所说的儿童“最近发展区”之

内，因为可以刺激儿童认知不足、认知冲突和认知错

位的产生，而这是幽默游戏产生的条件之一。

（四）支持和共享儿童的幽默游戏

第一，丰富和发展儿童的认知经验，认知是幽默

的基础。第二，积极培养儿童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和良好的肢体语言表达能力，口语和肢体语言是儿

童幽默的载体。第三，创造良好的幽默氛围，如轻松

愉快的心理环境和物质环境，如有意识地创设幽默

区，儿童可以在幽默区自由创造和共享幽默游

戏［１２］。研究表明，学前儿童已经具有一定的幽默理

解和幽默创造能力［１３］，因此创设幽默创造区对培养

孩子的幽默意识，发掘孩子的幽默表现能力是有意

义的。第四，成人或教师有意识地对幼儿进行思维

训练。幽默是敏捷思维的表现。在幽默游戏中发展

儿童思维，在敏捷思维训练中培养儿童丰富的幽默

感。第五，培养儿童乐观积极的心态。具有乐观积

极心态的人通常更具有幽默感。因为乐观的人善于

把悲观以“乐子”、“自嘲”的幽默方式宣泄出来，因而

具有更好的抗挫能力和健康的心理。反过来讲，培

养儿童良好的抗挫能力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培养儿

童的幽默意识和幽默感也具有积极意义。

（五）关注儿童幽默游戏开展的个体差异性

儿童幽默游戏的差异性主要体现为性别差异、

理解能力差异、年龄差异、人格差异四个方面。心理

学研究表明，由于性别不同，男性和女性思维加工的

方式也不同，使幽默理解存在个体差异。此外，对幽

默材料的理解能力受到个体认知发展水平的制约而

各有不同。年龄的差异同样制约儿童幽默游戏的开

展，而年龄水平又与儿童认知水平密切相关。个性

特征是儿童个体开展幽默游戏的重要影响因素。［１４］

所以成人或教师在培养孩子的幽默意识、支持儿童

幽默游戏活动时，对个体差异给予足够关注，采取不

同的支持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五、结语

具有幽默精神的儿童是会游戏的儿童，会游戏

的儿童是富有幽默感的。幽默游戏对儿童的发展价

值和其他类型的游戏对儿童的发展价值一样重要。

幽默与游戏常常是一体而难以分开，幽默通过游戏

的情境得以表现，游戏常常是幽默的。我们把具有

幽默意味的那类游戏称为幽默游戏。幽默游戏的谐

趣性在促进认知、情绪、情感、个性、道德感、行为规

范等方面发展的独特意义是其他类型的游戏所不能

取代的。因此在今后儿童的教育活动中，教师应给

予儿童的幽默游戏以更多有意识的关注、支持和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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