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第
%&

卷
!

第
#

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0,,+123)4

5

2,+6(*7,-8+294*:2;

<

!!

',+),*

<

=!"#$

!!

>(-=%&

!

6(=#

收稿日期!

!"#?@"E@!"

!修回日期!

!"#?@#"@!"

作者简介!宋梅"女"安徽宣城人"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基本理论'

"

儿童游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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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课程与游戏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幼儿一日生活的,课程-与作为幼儿园基本活动的,游戏-之间存在重

要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对课程游戏化含义的解读"探讨课程游戏化必要性"从而确立游戏在课程中的地位"倡导游戏精神的

回归"真正将游戏权还给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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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江苏省颁布了#关于开展幼儿园课程游

戏化建设的通知$"这一文件的出台在幼教界引起广

泛关注'通过与一线幼儿教师交谈才知"教师对,课

程游戏化-存在误解"部分教师将其理解为幼儿园将

推翻原有课程"重新设计游戏化课程!有些认为要在

所有教学活动中加入游戏环节!多数则是对,课程-

和,游戏-本身概念不清晰'本文就课程与游戏的关

系"课程游戏化含义及实施等问题进行阐述'

一"(课程游戏化)的内涵

#一$什么是课程*

课程定义较为复杂且种类繁多"教育史上主要

围绕以下四个维度加以界定"即学科(领域)维度&经

验维度&目标维度和计划维度'

.

#

/受幼儿年龄和身心

发展特征影响"应将幼儿园课程看作经验或活动'

笔者认为"幼儿园课程指幼儿的一日生活"包括游戏

活动&生活活动和教学活动'但它们彼此不是相互

割裂"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

#二$什么是游戏*

对于游戏的定义"学术界众说纷纭'对于儿童

的游戏"杜威认为,游戏不等于是儿童的活动"更确

切地说"它是儿童的精神态度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

标志'-

.

!

/可见"游戏不仅是具体的游戏活动"还是一

种游戏精神'本文中游戏的定义包含两方面%一是

具象的游戏活动"或称为实体性游戏!二是抽象的游

戏概念"即游戏精神"真正的,游戏-是游戏活动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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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精神的高度统一'

#三$课程与游戏的关系

#=

课程与游戏活动

作为具象的游戏与课程存在两种关系%一是作

为课程本身或课程的一部分!二是作为课程实施的

一种手段和方式'从,一日生活皆课程-的理念出

发"游戏活动作为三大活动之一"是课程的一部分或

课程本身'此外"虞永平指出%,游戏的确是学前课

程内容经验化的重要形式"同时"还应该通过特定领

域的课程内容来支持和丰富相应的游戏'-

.

%

/课程能

够生成游戏"游戏也能够生成课程'前者表明以教

师为启动者"考虑到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方

式"可将课程的内容以游戏方式展现给幼儿"游戏便

作为课程实施手段而存在!后者表明以幼儿为启动

者"从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出发"以幼儿在游戏中的兴

趣点发展成为课程"即游戏化课程'如瑞吉欧的项

目活动就是根据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发展成为可持续

数月的项目课程"此处游戏作为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或课程本身'因此"不管是作为课程还是作为手段

而存在的游戏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

课程与游戏精神

游戏精神是指在幼儿一日生活中所体现的自

由&自主&创造&和谐和自我更新的精神',游戏精神

具有自成目的性&积极主动性&开放性和生成性以及

体验的真实性等特性'-

.

&

/

,自成目的性-是指游戏目

的在于游戏本身"而不是作为一种手段所具有的工

具性价值!,积极主动性-是指在活动中幼儿自主&自

由的游戏性体验'伽达默尔的,游戏无主体-是指游

戏的主体是游戏本身"当游戏者完全投入到游戏中

时"游戏者与游戏融为一体!,开放性和生成性-是指

游戏者之间&游戏者与游戏规则之间始终保持一种

对话的关系"他们可以根据游戏过程中的实际需要"

通过对话&沟通和理解达成共识"对游戏规则进行灵

活变动"促进经验的分享和提升"游戏不是单纯重复

和封闭的!,体验的真实性-是指体验应当来源于幼

儿亲身体验的真实生活"在活动中幼儿具有自由&享

受的心理状态'游戏不是物质的东西"它是一种精

神"是一种超越了物质的存在'作为游戏精神而存

在的游戏"应当贯穿于幼儿的生活之中"贯穿于整个

课程之中'课程与游戏的关系如同身体和血液的关

系"课程中若没有游戏精神"课程就失去生命力和活

力"儿童的生命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在阐明了课程

与游戏的关系后"笔者试图对课程游戏化的含义进

行解读'

#四$(课程游戏化)的含义

课程游戏化的提出是指%,要确保基本的游戏活

动时间"同时"又可以把游戏的理念&游戏的精神渗

透到课程实施的各类活动中'-

.

A

/课程游戏化不同于

游戏化课程"前者试图克服小学化倾向"赋予并保障

幼儿游戏的权利!后者则易被误解为将游戏作为幼

儿园课程实施的唯一途径"幼儿园的任何活动都应

以游戏的形式开展'因此"实践中更为倡导课程游

戏化的提法'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课程游戏

化的含义进行阐述%

#=

确保幼儿自由游戏的机会和时间

此处,游戏-是指幼儿园具体的游戏活动'#幼

儿园工作规程$中指出%,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

动-"要确保幼儿游戏的机会和时间'实践中幼儿园

教师基本存在三种做法%一是部分教师认识到游戏

对于儿童的身体&认知&社会性和情感方面的发展价

值"在幼儿一日活动中增加了游戏活动的时间!二是

有些教师认识到游戏是教学实施的途径之一"在教

学活动中增加游戏的环节"可充分调动幼儿的兴趣

和积极性"即,教学游戏化-!三是部分教师认为游戏

是教学活动的附属品"教学是学习活动"而游戏是放

松&精力恢复的一种方式"二者是对立的两种活动'

教师对于游戏的作用和价值的认识更多是集中在工

具性价值层面即强调游戏的发展性价值"尚未认识

到游戏本体性价值即游戏的享乐体验',享乐-一词

是指幼儿在游戏活动中体验和享受游戏自由&自主

的精神"是对游戏的全身心投入"而不是单纯的愉快

体验'在享乐中"具体游戏活动和游戏精神实现了

高度的统一"游戏工具性价值和本体性价值实现了

高度整合'幼儿在享受游戏所带来的体验时"其身

心得到放松"知识和技能得到发展"旧经验不断得到

提升'教师不应仅仅注重游戏的工具性价值"更要

体会游戏本身存在的意义"真正将游戏权还给幼儿"

让幼儿可以自主&自由地游戏'

!=

游戏体验应贯穿于课程

游戏体验是指幼儿在游戏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

内在的&真实的主观体验"因个体的不同而有所差

异'它可以分为兴趣性体验&自主性体验&胜任感或

成就感&幽默感和因身体活动的需要满足而获得的

生理快感'

.

C

/游戏体验是一种审美体验"既真实又不

为其所累"有着自由和纯粹的特性'

.

&

/在这样的游戏

体验中同时充满着幼儿的游戏精神"幼儿专注于活

动过程而不论结果'但教师更多是借助,游戏-给本

身枯燥的学习内容包上了一层糖衣"徒有游戏形式

而缺乏真实的&内在的游戏体验'游戏形式不等于

游戏体验"将游戏体验贯穿于课程中并不是说幼儿

园课程都应采取游戏的形式'杜威指出,当事物必

须被赋予兴趣时"那是由于事物本身缺乏兴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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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游戏的形式来实施课程"要避免使儿童感兴趣

的仅仅是事物的外部形式"而对于事物本身并不感

兴趣"从而也就不能引起儿童真正的游戏体验'因

此"有着游戏形式的活动并不一定产生游戏体验"没

有游戏形式的活动可能会产生游戏体验"关键在于

这种活动是否满足儿童内在的兴趣和需要"而内在

的兴趣和儿童的本能有关'杜威指出儿童具有四种

本能"即谈话和交际的本能&建造的本能&探究的本

能&艺术的本能"由四种本能引发了儿童的四种兴

趣"只有引起儿童本能兴趣的课程才会真正使儿童

产生游戏的体验'

%=

游戏精神应贯穿于课程

游戏精神贯穿于课程之中是指游戏精神不仅应

体现在具体的游戏活动中"更应体现在幼儿的一日

生活之中"让这种精神充满游戏者的整个精神世界'

然而"幼儿园的很多游戏都是徒有游戏形式"缺乏游

戏体验和游戏精神'有些教师过度注重物质材料的

准备"不能让幼儿在游戏中,穷玩-"要让他们,真

玩-&,任性玩-"教师的出发点没有错"但有时发现给

幼儿提供各式各样精美的游戏材料未能引起幼儿游

戏的兴趣和积极性"原因在于我们忽视幼儿的游戏

精神'教师需反思所提供的材料是否限制幼儿的自

主游戏"是否抓住游戏的本质特征"是否抓住幼儿的

兴趣和需要'儿童被动地安排进教师设计的游戏

中"教师未将外在目的转化为儿童的内在需要并使

其保持一致'因此"课程游戏化不仅仅要求保证幼

儿自由游戏活动的机会和时间"更多是将游戏体验&

游戏精神贯穿于幼儿的一日活动之中"以确保幼儿

当下的幸福生活'

二"(课程游戏化)目前存在问题

,课程游戏化-主要是针对当前学前教育发展现

状而提出的"它对于克服,小学化-倾向及提高教师

专业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纵观当前幼儿

园教育中游戏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教学非游戏活动%缺少儿童立场

案例
#

%这是一个名为'翻骰子(的活动)教师

在活动过程中给幼儿提供了骰子&骰子六个面的颜

色不同&并标有不同的数字&范围从
!&@&$

&每个数

字都是写在一个多边形中&如三角形中标有
!&

&五

边形中标有
%E

**教师将幼儿分为两组&幼儿的

#任务$就是根据教师的指令将骰子按照教师指定的

颜色%数字%边数进行翻骰子)在活动过程中&从幼

儿的表情可以看出紧张的状态&从幼儿的回答可以

看出幼儿对于数字大小的比较%图形边数的认知并

不清楚&甚至幼儿对于自己的成功也没有丝毫的自

豪感和愉悦感)

笔者将此活动界定为教学游戏化下的大班数学

活动"教师在整个过程中以游戏的方式展开"但其目

标意识非常明显"即让幼儿掌握对数字的认知'教

学游戏化说明教师考虑到幼儿的兴趣&特点及幼儿

的学习方式与成人是不同的"这与传统的,灌输式-

教学相比已是很大进步"但上述案例仍是教师主导

下的教学活动"即便采用游戏的形式"在此过程中未

能体现幼儿的游戏体验和游戏精神"缺少儿童立场'

#二$(伪游戏活动)普遍存在

从幼儿园一日生活流程来看"几乎每所幼儿园

都会有所谓的,游戏时间-"但在这些,游戏时间-中

幼儿是在游戏吗2 这种游戏是真正的游戏吗2 笔者

曾听说一个案例%在游戏结束之后"一个孩子对另一

个孩子说%#我们终于玩完了老师的游戏&现在我们

去玩自己的游戏吧+$幼儿为什么会有教师游戏和儿

童游戏之分呢2 前者是由教师为儿童设计的游戏"

更多体现教师意愿!后者是由幼儿自发形成的游戏"

幼儿就是游戏的主人'在教师安排的游戏中儿童只

是被动地去玩"幼儿感受不到游戏的享乐体验"他们

更多地是在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徒有游戏形式

而缺少游戏体验和游戏态度的游戏是一种,伪游

戏-'游戏是一个过程"游戏精神和游戏态度比游戏

形式和游戏结果更重要"在真正的游戏中"儿童应是

积极主动&自由&自主的"身心达到了和谐状态'

#三$游戏活动的发展性不足

杜威从具体游戏概念出发"认为,学校所以采用

游戏和主动作业"并在课程中占有明确的位置"是理

智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并非临时的权宜之计和

片刻的愉快惬意'-

.

?

/理智方面的原因在于游戏作为

儿童本能兴趣所在"可满足儿童的内在需要&经验的

生长和自我更新!社会方面的原因在于游戏使儿童

的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更好地联系起来"游戏是儿

童生活的主线"它将儿童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

会生活中的,一颗颗珠子-进行串联"游戏中的内容

大多是儿童真实生活的再现'游戏活动中材料和空

间方面的投入不足"教师自身对游戏活动价值认识

的缺乏"对游戏的观察和指导的迷茫等"导致游戏更

多是一种恢复精力的闲暇活动"是教学活动结束后

的片刻放松"忽视游戏的发展性价值'

三"(课程游戏化)的实施路径和策略

,课程游戏化-试图站在儿童立场"通过充分利

用当地的课程资源"使课程更能体现幼儿的学习特

点"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从而形成综合的&渗透的&

整体的课程"促进幼儿身心地和谐发展'一日生活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中的各项活动都应包含游戏精神和游戏的发展价

值"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课程游戏化-的

实施策略'

#一$(课程游戏化)背景下游戏活动的改造策略

游戏活动不仅是课程"它还是一个过程"要求教

师用动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幼儿游戏"注重游戏

活动中幼儿的游戏体验和游戏精神'首先"教师应

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为幼儿提供合适的材料"创设动

态&丰富的游戏环境',游戏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依

赖于游戏材料的质量&数量和变化程度'-

.

$

/教师可

以和幼儿共同商议材料的选择与投放问题"在班级

中投放一本反馈图册"幼儿可将自己在游戏中缺少

的材料在反馈图册中以绘画的方式加以表现!其次"

教师在幼儿游戏过程中应掌握介入的时机和方式"

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无端干扰"学会等待也学会

把握教育的时机!最后"教师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总结

幼儿的游戏"游戏是一个过程"应当有始有终'

下面以安吉游戏为例"简要介绍在户外游戏中

教师的一些做法'

安吉游戏让很多人产生了,哇-的惊叹"由于身

处农村地区"场地较大"接近自然资源"在安吉户外

游戏中"我们可以看见孩子爬梯子&滚油桶&爬树&从

高处跳跃等一系列成人认为危险系数很高的活动"

安吉的户外游戏被认为是真正回归自然&回归儿童

本性的游戏'在材料的投放方面"小&中&大班均有

梯子&油桶等器材"幼儿由于年龄特点和能力限制"

各年龄段会探索出不同的玩法'教师在幼儿游戏的

过程中更多扮演的是一位观察者和记录者"在幼儿

无法独立解决问题或是有安全问题时"教师才会加

以干涉'在游戏的总结环节"他们更多以游戏故事

的方式进行回忆&点评"教师可以通过播放幼儿游戏

的视频让幼儿自己发现问题"或者是幼儿通过绘画

的方式表现其游戏体验'

#二$(课程游戏化)背景下生活活动的改造策略

从当前幼儿园活动开展的现状来看"相对于教

学活动和游戏活动来说"生活活动是教师比较忽视

的环节'在许多教师眼中"生活活动无非就是喝水&

如厕&洗手等"忽视了生活活动的教育价值'通过在

幼儿园的观察发现"幼儿园的点名环节往往是教师

叫到一个小朋友的名字"小朋友答,到-"有时幼儿会

心不在焉"有时会非常热闹'那么如何使得点名环

节也能游戏化呢2 针对小班幼儿"教师可以和小朋

友们玩一个声音游戏"教师故意小声说出幼儿的姓

名"或者是变换声音的语速"以观察幼儿是否能够准

确回应教师的点名'对于中&大班的幼儿"教师则可

以小组的方式"由幼儿自己来进行点名"检查自己小

组的成员是否都到齐'这样的点名方式不再杂乱无

章或是死气沉沉"而是充满了乐趣'

#三$(课程游戏化)背景下教学活动的改造策略

对于教学活动来说",课程游戏化-并不是说在

教学中都要增加游戏的环节',课程游戏化-首先是

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课程资源"选择幼儿感兴趣的教

学内容"只有贴近幼儿的实际生活&在幼儿已有经验

基础上的活动内容才是幼儿真正感兴趣的!只有幼

儿感兴趣的内容"才能充分调动幼儿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以南京市梅花山庄幼儿园为例"该幼儿

园充分利用退休皮影艺术家的资源"将皮影带进课

程中"孩子们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知道了皮影是用

什么材料制成的"如何进行皮影表演等"形成了以民

间文化为特色的课程体系!其次"教师应当转变自身

的游戏观"游戏不仅仅是纯粹的游戏"它对于幼儿的

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教学活动的设计中可以采

取游戏的方式"使幼儿更感兴趣&更容易接受"但教

师必须从课程内容本身和幼儿身心发展水平出发"

选择合适的游戏"如此幼儿才能产生游戏性体验"幼

儿才是真正在游戏!最后"在教学活动中应当给予幼

儿充分的话语权"教师要做到倾听幼儿&理解幼儿"

使幼儿想说&敢说&有话说'

综上所述"课程游戏化是指在充分利用课程资

源的基础上"使幼儿园课程更贴近幼儿的整个生活

世界"体现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使课程更加生

动&更加有趣"形式更丰富"使游戏精神回归于幼儿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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