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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于,三圈理论-的视角"从,价值-&,能力-&,支持-三个方面对,利津游戏-的内涵及推广进行了探究"主要发现%,利津

游戏-在对幼儿园游戏的,价值确立-&,能力提升-以及,支持获得-三方面做了成功示范'在充分认识,利津游戏-的前提下"

提出了,深度挖掘游戏价值-&,提高教师游戏能力-及,争取相关者的支持-等推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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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游戏作为幼儿的基本活动"在幼儿园尚有极大

的发展空间'幼儿园工作者通常在理论上明白游戏

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却难以,做主-"当

前"在内容或形式上被,上课-牵着鼻子走'幼儿园

,小学化-愈演愈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比如,幼儿

园小学化是一种病-这样的电视节目曾从大众视角

出发"展开了对幼儿园,小学化-及,去小学化-的多

元探讨'笔者认为"幼儿园游戏与,小学化-的,地盘

之争-"其本质是游戏在幼儿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

相冲突的表现'如何解决这一冲突"将影响,以游戏

作为幼儿园基本活动-理念的落实'

,利津游戏-是,山东省利津县幼儿园户外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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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简称"由利津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园长赵兰会

(原利津第一幼儿园园长)及其研究团队历经
#"

余

年探索创建'利津一幼&二幼以,游戏&童年&快乐-

为发展理念"主张,把游戏还给孩子&把童年还给孩

子&把快乐还给孩子-'其丰富多彩而又系统完整的

户外体育游戏和民间传统游戏活动"成为,低成本&

高质量-推进学前教育本土创新的希望和典范'这

一游戏教育模式颠覆了当前传统幼儿教育模式"成

为国内知名的幼教品牌',利津游戏-到底是怎样一

种课程模式2 它是怎样解决游戏理论与实践间的冲

突2 如何推广这一模式"以真正落实,以游戏为基本

活动-的教育理念2 本文试图在,三圈理论-指导下"

对其进行内涵剖析与推广策略探究"为落实,幼儿园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寻找实践路径'

二"(三圈理论)视角下(利津游戏)内涵剖析

#一$(三圈理论)概述

,三圈理论-最早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马

克+莫尔教授提出"是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基本分

析框架"广泛运用于分析和指导公共决策行为'它

的分析单位可以是一项大规模的行动计划"也可以

是一项具体的改革方案'该理论构建了,价值-&,能

力-&,支持-三要素分析框架'

,三圈理论-认为"制定一项公共政策或实现一

种战略计划时"必须考虑三个问题.

#

/

%首先"政策方

案的目标是否具有或能否创造公共价值"是不是以

公共利益作为政策方案的最重要诉求'此称为,价

值-(

>

)!第二"必须考虑政策方案的实施与执行中

的约束条件"即达到政策目标的人&财&物等资源条

件是否具备"此称为,能力-(

N

)!第三"必须考虑政

策方案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与意见"能否获

得各个方面的认同与配合"此称为,支持-(

/

)'成

功的决策和行动方案是三个要素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的结果'研究者认为",三圈理论-几乎可以用在分

析任何预期或正在进行的活动&计划&提议或风险评

估上'

#二$(利津游戏)的内涵剖析

#=

确定游戏符合幼儿天性的价值观&提出建设

儿童乐园的愿景

,关上幼儿园的大门"园长就是国王-"利津二幼

在赵兰会园长的带领下"不仅从正面形成,玩"是孩

子的生活"玩是孩子的工作"玩是孩子的事业"玩是

孩子的权利-的认识!还从反面发出,没有游戏就没

有童年"没有游戏就没有完整健全的儿童-的警示"

将,孩子天性爱游戏-与教育结合起来"形成,教育要

做符合孩子天性的事情"而不应该违背孩子成长规

律-的基本理念!在全园深化,把游戏还给孩子"把童

年还给孩子"把快乐还给孩子-的共识',三圈理论-

把公共价值摆在重要位置"强调价值的根本性"要求

决策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一种愿景'毋庸置疑",利津

游戏-从,游戏是儿童的天性-这一高度强调了游戏

的重要价值"并在园长的带领下创造性的确立了,寓

儿童传统游戏于幼儿一日生活-的教育思想"提出

,让幼儿园里每一寸土地都充满灵性"让孩子在园里

的每一天都怦然心动-的教育愿景!

'

!=

在#做游戏$中培养教师的游戏能力&建设以

传统游戏为主的幼儿园

知道,创设怎样的游戏环境"提供怎样的游戏材

料"在游戏中如何观察和引导儿童"是大有学问

的-'

.

!

/

,利津游戏-在让儿童传统游戏融入幼儿生活

的教育目标下"通过,三步走-工作"深入开展了游戏

素材的挖掘与整理工作'

!第一步是素材征集'通

过广泛发放,儿童传统游戏素材征集表-"先后回收

民间儿童游戏
!""

多例'第二步是素材筛选'在幼

儿园成立,游戏素材研究小组-"对每例游戏的教育

性&适宜性进行科学分析"最后筛选出
#""

例游戏素

材'第三是素材分类'根据游戏目标侧重"将游戏

划分为,体育类-&,智力类-和,语言类-三大类型'

在丰富的游戏素材基础上"秉持,传统的东西也要体

现时代脉搏-的观念"教师们从游戏的活动材料&玩

法规则以及场地布置三个方面进行了改编创新'本

着,盘活资源"因地制宜-的原则"先后设计了攀爬游

戏&平衡游戏&跑跳游戏&水上游戏&泥土游戏&情景

游戏等六大类有利于发展幼儿大小肌肉动作&体适

能&合作性以及认知发展的
#&

个区
#$"

多种游戏

活动'

方案或计划项目有价值可以成为梦想(

>

梦想

区)"有价值又有能力就可成为实现梦想之地(

>bN

梦想实现区)',利津游戏-在,做游戏-的过程中"提

高了教师组织和开展游戏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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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将幼儿园建设成以户外*传统游戏为主的儿

童理想乐园'

%=

坚持游戏教育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争取家庭

和社会的支持

,利津游戏-主要的本土化创新发展内容集中体

现在儿童传统游戏和户外野趣游戏两个类型上'其

中"户外体育*野趣游戏本身的冒险基数偏高"这对

于,安全第一-的教育领域来说"被视为,大忌-'为

了转变,直接利益相关者-333家长"对这一问题的

态度"从理念和行动上获得他们的支持'利津二幼

运用了以下策略%一方面通过在全园开展,安全教研

活动-"运用科学方法"不断在游戏细节上改进和提

高"尽可能保障幼儿游戏环境的安全性'

"另一方

面"通过多种形式的家园联合"改造家长的教育理

念"端正家长对游戏的看法'如入园前"幼儿园与家

长签订,理念认可-协议!开学后"园长面向家长开展

,吃苦教育-的讲座!在平时的教育活动中"组织家长

义工协助教师开展游戏活动'更有说服力的是"幼

儿在玩各种,爬树-&,跳跃-&,荡秋千-&,翻滚-等高

难度游戏的同时"自身的平衡性&速度和力度得到发

展"内在的自我保护能力加强'多年来"利津游戏教

育,零事故-为家长吃了一颗,定心丸-'在专业性和

科学性的引导下",利津游戏-成就了幼儿也成就了

幼儿园"在逐步得到家长们认可的同时"也逐步赢得

了家庭&政府&学者等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由以上分析可见",利津游戏-作为已经执行的

行动方案"其取得成功是,价值-&,能力-和,支持-三

个要素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它在落实,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的教育理念中做了成功的实践示范"其经

验值得推广'

三"基于(三圈理论)的游戏推广策略探究

#一$应深度挖掘游戏价值%创造独特教育愿景

在,三圈理论-分析框架中"创新就是要努力实

现具有公共价值'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权利"幼儿园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能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符合广

大幼儿的根本利益'这就值得教育工作者在这一领

域深度挖掘游戏价值及不断创新教育愿景'

深度挖掘游戏价值"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充分认

识儿童缺乏游戏带来的危害'当前"幼儿园不同程

度的存在着,内容形式小学化&大班要做模拟题&特

色课程绕花眼&电子儿童显愁容&重复单调是常规-

的问题'种种现象表明"幼儿园失去游戏"幼儿教育

就变成,苦了孩子"愁了老师-的,死板-教育'二是

挖掘不同游戏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具体影响'比如"

民间儿童游戏对幼儿具有,身心发展价值-&,社会成

长价值-&,教育心理价值-及,文化传承价值-等多重

价值'

.

%

/

,利津游戏-通过开展民间传统游戏"在以上

方面进行了深度挖掘"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事实

上"游戏种类繁多"功能不一"只要用心挖掘"就能够

发现和建设起一个宏大的游戏乐园'

在充分认识并挖掘游戏价值的基础上"园长能

否创造性的提出本园的教育愿景就变得至关重要'

幼儿园教育愿景简单说就是幼儿园所追求的理想蓝

图'研究表明"教育愿景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来

源.

&

/

%继承历史"自我发展"借用移植和外部订制'

就像同用,花-名"却有千万种花的模样"同以,游戏

为基本活动-的幼儿园"也应该独具特色'

#二$应培养幼儿园教师开展游戏的能力%因地

制宜建设游戏特色幼儿园

按照,三圈理论-分析的逻辑"当我们明确了实

施对象(什么项目)和实施主体(谁来完成)之后"紧

接着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实施这

个项目'平时所见"在教师的设计和高度控制下"幼

儿就像流水线上的,操作工-"思维简单刻板"没有快

乐"缺少创造力&专注力&独立和自信"甚至有的时候

会产生,想逃也逃不了-的无奈感'

.

A

/这与教师开展

游戏的能力不足有关'关于幼儿教师开展游戏的能

力"应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玩游戏的能力(如何玩)!

第二"创设游戏情景的能力(玩什么)!第三"观察&评

价和指导幼儿游戏的能力(玩得怎样及如何玩得更

好)'

首先"应提高教师玩游戏的能力"使幼儿教师首

先是一个,大玩家-'在利津二幼"教师首先是热爱

玩游戏"会玩游戏的,玩家-"然后才是幼儿的老师'

懂得,如何玩-是一种对游戏从深度和广度上做研究

的能力'了解,玩什么-主要通过对玩具的研究而

来'玩具是游戏的物质基础"玩具为游戏服务'从

,一物多玩-的角度来看"玩具也创造了游戏'如在

利津二幼的音乐区"教师运用不同种类的日用品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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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创造了,户外打击乐-的游戏'教师通过对,玩

具-的研究"为幼儿提供,玩什么-的场所"这就是创

设游戏环境的能力'最后"教师通过观察"了解幼儿

,玩的怎样-"在评价的基础上做出指导"引导幼儿

,玩的更好-'其中"观察是,教-或干预的基础"是幼

儿教师应具备的重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

C

/要提高

这项能力"一方面必须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如幼儿

游戏水平划分"幼儿认知思维发展理论等'没有好

的理论绝对没有好的实践'另一方面需要运用理论

的,透视镜-去实践"从而掌握分析&解释幼儿行为表

现的方法"做出正确的指导行为'幼儿园在教师能

力足够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建设地域特色游戏幼

儿园'

#三$应扩展游戏支持的广度和深度%形成游戏

教育的合力

,三圈理论-之所以把,支持-看做难点和重点"

原因在于政策或计划项目制定及实施过程中"普遍

存在,沟通难-的问题',业精于勤荒于嬉-的传统思

想"导致多数成人对于儿童游戏存在不同程度的误

解"认为游戏是一种玩耍"只用于消遣"在幼儿园游

戏是浪费时间'另外"游戏中存在的,安全-问题"也

成为游戏教育的拦路虎'因此"幼儿园要提高家长

对游戏教育的支持力度"获得教育合力"可从两个方

面努力%一要坚持专业引领"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帮

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游戏观'这就要求幼儿

园从园长到教师自身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二要坚持游戏的科学性"从游戏材料的选择"游戏环

节的设置到游戏对幼儿身心发展的影响各方面都要

进行科学探讨"以保障安全'糟糕的操场设计和器

材选择以及缺乏维护是造成多数操场事故的原

因'

.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仅试用于工业领

域"教育领域同样需要科学研究与指导'

游戏是儿童的权利"各界已经达成共识'游戏

中的自由&想象&快乐&体验&创造"能够让幼儿的头

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和空间彻底摆脱外界的枷

锁'

.

$

/

,利津游戏-强调尊重儿童游戏权利"坚持推进

游戏回归儿童"致力把,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的国家教育要求落地"初步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文

化特色游戏课程化模式"具有广泛学前教育品牌和

推广价值'运用,三圈理论-对,利津游戏-进行剖

析"有利于更好的认识&完善和推广这一模式'古语

云%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而为枳"单纯地模仿

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希望在,安吉游戏-和,利

津游戏-的带领下"我国各地幼儿园能够真正落实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教育理念"不断创造出适合

中国儿童身心发展的各具特色的本土化游戏模式'

&注
!

释'

!!

文中有关,利津游戏-的信息来自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

第二实验幼儿园赵兰会园长的演讲稿#,利津游戏-点亮

快乐童年$"以及笔者的现场观察所得'

"!

主要通过观察利津二幼的户外游戏场地设置得知"比

如"为减轻幼儿在滑索游戏中的撞击"滑索两端周围的

树都做过软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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