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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游戏理论

(数理化)多维视角下的儿童游戏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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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章旨在通过跨领域的理性视角"多维解读儿童与游戏的内在联系以及儿童游戏的文化价值"为儿童游戏的探索提

供新的思路'儿童与游戏之间相互影响&形成的平衡发展状态是儿童游戏教育发展和儿童认知建构的基础"在平衡发展的基

础上"游戏使儿童的成长,曲线-变得平顺而美丽'不同文化和教育经验的融入"在不同的时代让儿童和游戏之间产生,化学

反应-"生成了具有时代特色和文化背景的儿童游戏"并使其不断更新发展'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应博采众长"提炼出适合中国

社会儿童教育发展的儿童游戏文化'

关键词!儿童游戏!,数理化-多维视角!逻辑关系!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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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的教育和成长"需要家长和老师通过

游戏的方式让幼儿对这个神秘的世界有了系统基础

的认识"这是儿童建构自身文化结构&适应社会生活

的第一步'但由于现代社会中社会结构&生态环境&

家庭结构的变迁和升学压力以及高科技的发展使得

儿童游戏面临消逝的危机"性质也被改变'遵循人

和游戏的发展历史"现代社会的,教育游戏化-和,课

程游戏化-虽然达到了教学目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忽

略了儿童游戏的本体性价值"对儿童文化是一种损

害.

#

/

'因此"了解儿童和游戏的本质"以及它们的内

在联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儿童游戏的教育熏陶

和文化传承作用'许多研究者通过哲学&心理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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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领域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上

解读儿童游戏的本质"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对于广

大读者来说有时难免晦涩难懂'本文将从物理&数

学和化学跨领域视角"为儿童游戏解读提供新思路"

从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寻找儿童游戏的答案'

一"儿童与游戏的(力学平衡)

力学通过描述物体的运动状态来揭示大千世界

奇妙的现象'我们所感受到的物体的静止&昼夜更

替和月亮盈缺等"揭示了物体的力学平衡'对于学

前儿童来说"自出生开始"对于世界每一件事物都充

满好奇"并主要受到父母的文化熏陶"父母和儿童的

游戏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儿童的文化建构"在这

样的外力推动下"儿童对于游戏的认知就具有了,加

速度-"而家长一旦放手"儿童就会原地徘徊张望或

失足跌倒"这个表现就会让我们反思%儿童怎样才能

通过游戏自主地平稳成长2

#一$儿童与游戏相互作用

首先"游戏的主体是人"源于儿童的内部动机'

正如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通过系统研究游戏的起因

及价值认为%,游戏是儿童内部存在的自我活动的表

现"是一种本能性的活动"是儿童内心世界的反映"

通过游戏可以表现和发展神的本源-'

.

!

/可以看出游

戏是儿童内心世界的外在体现"儿童通过游戏表达

出在成长过程中除饮食与睡眠外最大的心理需求'

其次"游戏对于儿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推动儿

童的认知进程和系统建构'游戏通过玩具展现世界

的认知模型"充分利用儿童的好奇和游戏天性"让儿

童形成基本的认知框架'蒙台梭利指出%儿童的心

理是有吸收的心理"不论是,胚胎心理-还是人类特

有的心理都是以儿童自身为主导吸收的"具有主体

性'在儿童期"游戏是获得良好吸收的最佳手段'

.

%

/

此外"游戏还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儿童了解了游

戏的核心要素"即规则"正如赫伊津哈认为的那样"

游戏是一个在特定时空界限内的秩序"而这种秩序

与真实的生活世界是隔绝的&无关的"在这个特定的

时空界限内"游戏主体依据游戏规则生产了自身的

秩序"我们可以称之为,游戏社会-

.

&

/

"正是规范将

游戏秩序化"并使游戏自身形成了独立于游戏主体

之外的结构'游戏以这种方式"让儿童确立在游戏

中的主体地位"并促使其遵循规则约束"不会产生混

乱的认知结果"阻碍儿童的社会化发展'

最后"儿童对于游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建

构和游戏本质价值的传承'杨晓萍指出",儿童是一

个集内在文化和外在文化&自然文化与社会文化于

一体的多种文化融合体'游戏是文化本质的&固有

的&不可或缺的成分"是作为文化存在的现象'-

.

A

/正

如赫伊津哈所言%文化在游戏中成长"在游戏中展

开"文化就是游戏'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儿童

是游戏本质的载体"是文化交流的方式"游戏来源于

儿童的文化生活'伽达默尔(

_,+:@B4(*

Q

B,L,7a

4*

)认为"游戏是,重复往返又不断更新-"

.

C

/这为儿

童对于游戏的作用方式提供了解读依据'

儿童和游戏正是这样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达

到了儿童认知和教育发展的,力学平衡-"形成了独

特的儿童游戏"即许多文化因子连接形成的文化链

条"实现了自由与创造的核心精神价值"并为实现儿

童游戏美的终极目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儿童与游戏的不平衡

游戏在儿童自身认知建构中起推动作用"这样

的,力-使儿童的认知过程有了明确的方向'现代社

会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学前儿童的教育不断融

入国外先进教育经验和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

学前教育理论体系"但是"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小

的负面影响'张珊明通过分析国内外儿童游戏研究

现状并和国内进行跨文化对比研究"指出不同文化

中儿童游戏的性别差异&父母对儿童游戏的影响以

及游戏的争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阐述"并得出结论%

儿童游戏与文化是双向构建的过程'

.

?

/从研究成果

可以看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游戏的特点和表现

形式都有明显的差别"所以"了解不同文化下儿童游

戏的差异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样才能在吸收外来文

化的同时"避免出现更严重的教育问题'詹姆斯+

约翰逊等认为"社会阶级与文化因素更能影响儿童

游戏的频率和性质"游戏内容因文化的不同而不

同"而游戏在每种文化中的水平将随着社会经济功

能不同而不同'

.

$

/寻找平衡也是儿童游戏文化建构

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代社会崇洋媚外的风气仍然存在"中国的传

统文化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学前儿童教育表现出来

的问题"如语言的,国际化-&教育的,出国热-等"既

然游戏就是文化"就是一种社会化体制"那么必然会

产生差别'此外"目前的幼儿园教育环境中"幼儿教

师自身的局限性和在各方面压力的作用下存在对游

戏的理解尚偏重外在形式要素而忽视游戏的精神内

涵的现象'

.

E

/不同文化下的儿童如果没有适应性的

游戏"必然会导致两者发展的不平衡"到时候就不仅

仅是文化缺失的问题了"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充分了

解差异"才能更好地吸收精华'

物理学中的力学平衡让我们感受到了物体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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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永恒不变的状态是一种运动的平衡"而社会和

教育的平衡代表着和谐的进步"儿童游戏正是在不

同文化下形成的一种平衡和谐'只有儿童与游戏的

平衡发展"才能发挥其最大教育作用和文化传承价

值'这正好印证了赫伊津哈所言"游戏之所以迷住

儿童"是因为游戏能带来节律与和谐的美'

二"儿童与游戏的(函数)曲线

数学中的函数的通俗理解是表征某种现象随着

另外一种现象变化而变化的关系'通过儿童与游戏

之间的作用关系"我们不妨将儿童定义为游戏的,函

数-"儿童对于游戏的偏好映射着内心的自主活动和

不同的心理需求'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儿童在游戏

中所扮演的主体地位也有明显差别'海伦+斯瓦茨

门认为"游戏是人类的一种适应行为"而这种行为只

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得到准确解释'

.

#"

/儿童

在不同游戏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和函数的定义不谋

而合"这样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理解儿童游戏的逻

辑建构'

#一$游戏的(自变量)特点

通过对比国内外儿童游戏的文化差异可知"游

戏在人类发展的漫长时期里"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产

生了不小的变化"所以"它的根本在于文化的分异'

德国人类学家卡西尔认为"人区别于动物之根本在

于文化"人是文化的产物"人具有符号化的想象力与

智慧"人是,符号人-"也是,文化人-'

.

##

/而荷兰文化

学家赫伊津哈在探讨游戏与文化的关系时也提出%

,游戏先于文化并创造了文化"文化是游戏的衍生

物'-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游戏创造了文化"人是

文化的产物"那么游戏就可以定义为函数中的自变

量"儿童在游戏的影响下体现出相对应的文化教育

背景和社会特征'

#二$儿童的(因变量)特点

"

#

C

岁的学前儿童是游戏的特殊群体"这也是

形成人格特性的重要阶段"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

格认为%,儿童与生俱来的精神生活是古老的&动物

式的&无意识的'-

.

#!

/也就是说"刚出生的婴儿可以

理解为函数的原点"有着无数的发育轨迹"无法对其

发展方向做出准确判断"而游戏的出现让它变得有

迹可循'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所言%,人愈是接近

他的自然状态"他的能力和欲望的差别就越小"因

此"他达到幸福的路程就没有那样遥远'-

.

#%

/虽然游

戏的主题确立&情节设想&道具安排&角色扮演等体

现出,游戏社会-中的社会化体制"社会结构存在冲

突和合作"但是"儿童游戏的自由和创造同样存在"

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陆登庭说过%,如果没有好奇心

和纯粹的求知欲为动力"就不可能产生那些对人类

和社会具有巨大价值的发明创造'-这也可以解释为

什么游戏对于儿童来说是一种美'

#三$儿童游戏的(函数)特点

儿童游戏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并且形成了社

会学视角下的由儿童作为主体的&非生产性的&非消

费性的&以儿童自我愉悦为内在目的的社会互动系

统'这样就有了变量和变量之间的逻辑"就可以构

成一个合理的,函数-"它的方程从不同的角度有着

不同的理解"其根源在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差异"我

们需要结合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逻辑思维建构'

,函数-的曲线代表着儿童游戏的内在逻辑关系"游

戏的表现形式和学习过程会让儿童有着不一样发展

方向"在游戏,重复往返并不断更新-的过程中"游戏

的内在价值会让学前儿童的认知发展也会不断

更新'

三"儿童与游戏的(化学反应)

化学反应是对自然界现象的微观揭示"一般定

义为%一种或多种物质在一定反应条件下相互作用

生成新的物质的过程'基于化学视角来理解儿童与

游戏之间的关系同样会带来一些新的分析思路'循

着儿童游戏的多维视角(生理学&文化哲学&社会学&

教育学等)"我们可以大致得出结论%社会和人类的

进步是必然的方向和结果"在这样的条件下"儿童与

游戏可以,自发-地进行反应"仍然可以产生无法估

量的新事物'

#一$(反应物)的组成

#E$E

年的#儿童权利公约$定义儿童为
"

#

#$

岁"根据中国社会的人口比例结构"习惯上称
#&

岁

以下的孩子为儿童"虽然研究表明"不能拘泥于普适

的儿童概念限定"但为了有所区别"本次研究对象限

定为
"

#

C

岁的学前儿童'而游戏"现代社会有着很

多的定义"我们必须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来理解"荷

兰文化学家胡伊青加认为%,在整个文化进程中都活

跃着某种游戏因素"这种游戏因素产生了社会生活

的很多重要形式"而处于最初阶段的文化就是被游

戏出来的'它不是像婴儿从子宫脱离出来那样从游

戏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产生出

来并永远也不脱离游戏的'-

.

#&

/所以"游戏我们可以

粗略定义为一种文化"一种儿童认知的手段'儿童

与游戏是这种,化学反应-确定的反应物"而不确定

的有时代&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以及儿童游戏的解读

视角等"这些反应物在儿童游戏的发展演化过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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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碰撞&合作"才能激起儿童文化和学前教育的

进步'

#二$(生成物)的特点

儿童与游戏在不同的,化学反应-条件下会得到

不同的,生成物-'维果斯基(

>

<Q

(;:V

<

)认为"儿童

游戏时"将文化价值观融入到游戏中去"通过游戏"

儿童超越了原有的理解"并获得了用来支持今后发

展和学习的新技能'

.

#A

/韦敕(

P4*;:K0

)进一步强调"

应以一种动态整合的方式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将所有

的环境因素考虑进去"来观察和理解儿童'所以"我

们可以结合儿童与游戏的特性"得出,生成物-的特

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背景"衍生的具

有文化传承气息的儿童游戏"正如乔孝冬.

#C

/解读

#世说新语$儿童游戏时所得到的古代家庭教育文化

一样'

第二"借鉴国外成功的儿童游戏特点"来指导学

前儿童的认知发展和文化建构"容易出现,水土不

服-的差异性儿童游戏文化'

第三"有着时代特点的新型儿童游戏"彰显中国

式特色的儿童游戏文化'无论是,反应物-还是,生

成物-都有着复杂的内在联系"反应是否能够完全发

生"反应前后我们所提取的因子是否正确都需要我

们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学习'站在文化的高度来理

解儿童和游戏"才不会让儿童游戏沦为儿童教育的

工具'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甚至整个社会"应该循着

中国传统儿童游戏的文化发展方向"让儿童在游戏

的熏陶下形成认知结构"才会摒弃,生成物-中的杂

质'从游戏精神层面来说"教育过程中成人应该以

,童眼-和,童心-来了解儿童生活"观察儿童的世界"

才能更好地将游戏理念贯穿学前教育"为儿童成长

提供保障.

#?

/

'

,做人就意味着处在旅途中-"人的未特定化和

未完成性是人与动物的最根本区别"为人的无限开

放性和无限发展性提供了无限可能.

#$

/

'儿童与游

戏的,博弈-和碰撞让儿童的文化吸收和认知发展处

于动态的发展平衡状态!游戏的主题确立&情节设

想&道具安排&角色扮演等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牵动

着儿童的内心世界"形成了充满节奏与和谐的儿童

成长的美妙,函数-曲线!不同文化和时代背景的影

响和融入"为儿童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只有掌握游

戏的文化本质和发挥文化传承的工具性价值"才能

得到适合儿童认知发展和适应社会要求的,生成

物-'游戏的美让儿童游戏充满了自由与创造"好奇

心带给幼儿源源不断的求知动力"让他们能逐渐完

成自己的认知和文化建构"掌握游戏中的文化价值

和规则"最终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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