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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即获得在社会中生产所必需的知识技能&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和主要活动方

式'玩沙游戏有助于儿童,去自我中心-"提高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提高儿童的问题解决能力'笔者设计了支持儿童社会性

发展的玩沙游戏设计模型"通过情景创设&主题引入&混龄组织&家园合作的形式支持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的实施"培养儿童优

秀的社会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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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即获得在社会中生产所必需

的知识技能&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换而言之"是指

儿童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所需要的人.

#

/

!

'学龄前

儿童社会性的发展是学龄前儿童同外界环境相互作

用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我国学者
#EE&

年的一项

研究表明"我国儿童的社会性是由七个因素组成的"

即社会技能&自我概念&意志品质&道德品质&社会认

知&社会适应&社会情绪'笔者主要从自我概念&社

会技能&社会适应三方面进行研究'按照皮亚杰的

理论"

?

岁前的儿童是,自我中心思维-"是指儿童完

全以自己的身体和动作为中心"从自己的立场和观

点去认识事物"而不能从客观的&他人的观点去认识

事物'因此"幼儿期的社会性发展尤为重要'游戏

是儿童的天性和主要活动方式"也是幼儿进行社会

性交往的起点'教育部党组成员郑富芝在
!"#?

年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的启动仪式上强调%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开发玩具和游戏材料'恰巧与玩沙游戏的

材料来源相吻合"低成本&环保&可塑性强等优点将

玩沙游戏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玩沙游戏常常需

要幼儿之间进行频繁地互动"有助于儿童协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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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分享&互助&合作等良好行为的形成'因此"玩沙

游戏作为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支持是值得肯

定的'

一"玩沙游戏对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

作用

#一$玩沙游戏有助于儿童(去自我中心)

玩沙游戏以集体玩耍的时间居多"不论是小班

的平行游戏还是大班的合作游戏"都会与同伴产生

交集',自我中心-在年龄越小的儿童身上表现得越

明显"通常在玩沙游戏中发生的争抢工具的行为"也

是儿童的,自我中心思维-诱发的'在游戏过程中儿

童认识并区分了自己和他人有愿意或不愿意的不同

观点"儿童逐步理解,我-和,你-的区别'最终在自

己的协调&同伴的帮助或老师的调解中化解矛盾'

只有知道了自己和别人观点会不一致"才会逐渐改

变自己的观点"并在矛盾冲突中学会协调自己和他

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学会理解别人"慢慢克服,自我

中心-的思维'

#二$玩沙游戏可提高儿童的社会技能

主题式游戏在幼儿园玩沙游戏中是一种崭新的

尝试"尤其是对大班幼儿受益颇多'比如以主题游

戏#我们的公园$为例"这是一个合作游戏'首先"分

小组推选一名组长"或者用划拳的方式选出一名组

长'在这个选组长的过程中幼儿需要遵守规则"不

可能谁想当组长就能随便实现'组长需要民主选择

或者划拳来公平抉择'其次"组长分配工作"一个挖

坑&一个打水&一个修路&一个收集辅材等等'如果

有幼儿不服从安排或者觉得不能胜任"组长和组员

就得商量"采取这次打水&下次修路的轮流方式"或

者一起打水&一起修路的互助方式'最终达成共识"

一起合作游戏'再次"开始修建公园"在建构的过程

中"难免不小心把沙子弄到同伴的身上了"难免需要

同伴传递一下材料等等'儿童很容易在这种情景下

学会使用,对不起&谢谢-等礼貌用语'最后"当#我

们的公园$在这一小组的齐心协力之下"光彩夺目地

屹立在沙池里时"孩子们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去向

其它小组成员&老师"甚至放学时来接自己的家长介

绍自己的作品"分享内心的喜悦'总之"简单的一个

主题游戏活动"就能汇集商量&轮流&互助&礼貌用

语&分享&合作等社会技能"从而在玩沙游戏中提高

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

#三$玩沙游戏可提高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

儿童的社会性适应能力是儿童对社会环境及人

际圈子的认知与理解"以及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

的应对态度'还是以#我们的公园$为例"比如"当组

织分配任务时"有孩子不服从"组长需要用商量&退

步的方式解决"达到让这个小组的儿童都乐意合作

建构'如果后来该孩子还是不听从安排"那么就可

能遭到同伴的排斥或者冷落"最终促使该孩子改变

自己的态度"从而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再如"当提

水的幼儿不小心把水溅到同伴的身上时"有时一句

,对不起-就化解了"有时可能会招来哇哇大哭'组

长或成员采取了安慰&说笑&寻找干衣服等补救措

施"受委屈的幼儿依然不依不饶的话就很难得到大

家的喜欢"这个自然结果会让该幼儿改变应对态度"

从而社会适应能力也会得到增强'又如"当构建拱

桥的过程出现瓶颈"沙子垒到一定程度就总是垮塌"

甚至想放弃"这时老师的恰当介入"让幼儿仔细分析

垮塌的原因从而解决垮塌问题"即使有自暴自弃的

行为发生也会得到老师的及时关注"从而正确引导"

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总之"玩沙游戏是充满挑战

的游戏"幼儿在成长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挑战"玩沙

游戏可以为幼儿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奠定基础'

二"支持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玩沙游

戏设计模型

幼儿园里的玩沙游戏是教育游戏"是一种学中

玩"玩中学的游戏',放养-的玩耍形式很难在儿童

的社会性发展方面取得实效'设计时"应该从儿童

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结合情景&主题&混龄组织&家

园合作等形式"借助教师的专业化指导"深入挖掘儿

童社会性发展的精髓"促使儿童通过玩沙游戏在,去

自我中心-&提高社会交往能力&提高问题解决能力

三方面产生质的飞跃'为此"笔者设计了支持儿童

社会性发展的玩沙游戏设计模型"见图
#

'

从图
#

可以看出"支持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玩沙

游戏设计主要由目标分析&形式设计&辅材设计&专

业指导等一系列设计活动组成"具体以情景创设&主

题引入&混龄组织&家园合作的形式"使儿童自发做

出商量&分享&合作等亲社会行为"彼此间互相支持

与改进'其中"目标分析是以儿童已有的生活经验

为基础"从而确定下一阶段需要发展的良好行为品

质!玩沙游戏的形式设计主要指的是情景创设与主

题引入"进而通过混龄组织&家园合作进行巩固与提

升!辅材设计是指根据主题和情景提供适宜的辅助

性材料"而不是盲目地追求丰富!专业指导是指教师

通过专业的观察"等待恰当的介入时机"通过言语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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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进行提醒或启发"促使儿童产生更多的亲社会

行为'这个玩沙游戏应坚持以儿童为主体&以教师

为主导的设计宗旨"创设宽松&自由的支持儿童社会

性发展的玩沙游戏环境'

图
#

!

支持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玩沙游戏设计模型

三"支持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玩沙游

戏实施的一般策略

实施是前期设计与动态生成的平衡杠杆'从玩

沙游戏中儿童的操作情况来看"儿童的年龄有差异"

社会性发展的水平也参差不齐'对于低段儿童情景

创设更有效"对于高段儿童主题引入更有利于他们

进行探索"探索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更为复杂"对他们

社会性发展提出更大的挑战'而混龄组织&家园合

作也是在实施中总结出来的有效经验"为儿童的社

会性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情景创设式

#

%@C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实施要求第三

点明确规定%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

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

!

/

$

'低段儿童的大脑和神

经系统发育不完善"导致自控力差'因此"需要老师

创设具有良好社会性行为的情景'尽可能为每一位

儿童提供具体的游戏活动任务"调动起全体儿童主

动参与到再现情景的玩沙游戏中来'比如在给中小

班儿童讲了#拔萝卜$这个故事之后"就可以引申到

玩沙游戏中'还可以改编故事情节"比如"小白兔家

种了很多的白萝卜(将沙池比作萝卜地"树叶比作萝

卜)"丰收的季节到了"邀请小伙伴来帮忙拔萝卜'

互帮互助&礼貌用语&分享丰收的喜悦等良好社会习

惯都融入到该情景式的玩沙游戏中"儿童也能在潜

移默化中习得这些优良品质'诸如此类的情景还有

很多"比如"孔融让梨(沙团作为梨子"自己挑一个最

小的梨"把大的留给哥哥姐姐吃"学习谦让的品质)"

生日聚会(用沙子动手做一个大蛋糕"邀请好朋友来

举行生日聚会"学习分享的品质)"沙地寻宝(将玩沙

的工具埋藏在沙池里"一个人藏一个人找"学习轮流

的品质)'中小班儿童在有趣的情景玩沙游戏中"既

获得了快乐"又促进了社会性的发展'

#二$主题引入式

大班儿童开始出现清晰的搭建意识"作品建构

的精细与美观逐渐加强"对事物的观察能力更仔细'

因此"科学地设定主题可以增强儿童的兴趣"越是复

杂的作品越能对儿童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挑战"社

会性能力能在主题式的玩沙游戏中得到增强'借助

儿童的已有生活经验设计出#车来车往$的玩沙游

戏'为儿童提供木质积木&落叶&枯枝作为辅助材

料'让儿童先回忆街道上车来车往的情景"搭建街

道"包括街道两边的建筑'在类似主题式的玩沙游

戏中"因为有已有经验为基础"幼儿建构街道并不困

难'首先"打来水把沙子混合成湿沙(因为湿沙可塑

性更强&更稳)"然后"用积木作为车辆和楼房"用树

叶和沙子做隔离带"用树枝画斑马线'协商分工&互

助合作&分享喜悦&树立自信&礼貌用语无一不在此

类主题式的玩沙游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沙子的特殊性"除了可以安排建构类的主

题"还可以设计#沙画$类的艺术主题'仅仅给儿童

提供一根筷子就可以在沙子中进行绘画创作'在一

次筷子掉入蛋糕圆心内的偶然教育契机中"引导儿

童用筷子掷蛋糕圆心"比一比看谁掷得准'充分调

动了儿童的积极性"都争先恐后地想玩"经商量决定

轮流投掷"每人每轮三次投掷机会'儿童在讲秩序

的规范中玩得不亦乐乎"社会性本领再一次得到

巩固'

#三$混龄组织式

一线教师都比较反感儿童过多的告状行为'然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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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儿童的告状行为"涉及儿童&同伴和教师之间的互

动"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社会生活现象.

%

/

'玩沙游戏

中也毫不例外"当儿童认为自己受到同伴的侵犯(如

把沙子弄到自己头上了"自己的玩沙辅助材料被同

伴抢了"自己建构的作品被同伴毁坏了等等)"或同

伴的某种做法不符合老师的规定(如领取玩沙辅助

材料时不排队"在游戏过程中说脏话"游戏结束后匆

忙离开沙池带出了很多细沙等等)"便向老师告状'

经观察发现"混龄组织的玩沙游戏"儿童间的告状行

为较少'首先"他们之间会大的让着小的"互相帮

助"很多冲突都能自己解决'其次"混龄组织中的儿

童因年龄差异导致的游戏水平不同"各自感兴趣的

材料也不一样'教师只需准备适应不同年龄段儿童

的材料即可"所以因争抢材料而引发的告状行为也

少有发生'因此"混龄组织的玩沙游戏值得推广'

通常大班儿童掌握了一定的社会交往技巧"在

玩沙游戏中能够把握好交往方式"获得同伴及老师

的认可'然而"中小班的儿童还有所欠缺'恰巧混

龄组织的玩沙游戏"通过以大带小的同伴榜样法有

助于中小班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不仅中小班幼儿在

观察合作游戏中可以学习到大班哥哥姐姐的社交技

巧(如分工合作&分享材料)"还可以在不当社交行为

和语言(如争抢工具"得到他人的帮助默不作声)产

生之后得到大班儿童的提醒与更正'在日积月累

中"中小班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四$家园合作式

家园合作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玩沙游戏的

开展也需要家园合作的支持'比如"长久隔代抚养

的儿童"由于老人的体力和精力有限"担心沙子弄脏

了衣服"忽视儿童与同龄伙伴交往的心理需求"不允

许儿童玩沙以致同伴交往机会缺失'再如"当两个

小朋友在玩沙游戏中发生了矛盾"儿童被告状之后"

父母没有了解情况就进行惩罚"或者禁止该儿童再

与发生争执的同伴玩耍'儿童因受到委屈而养成孤

僻的性格"或者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父母的这种解决

问题的方式"从而很难与同伴友好相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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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

见"玩沙游戏也需要家园合作"进而促进儿童社会性

发展'

家园合作的方式很多"针对玩沙游戏可以组织

如下形式%

#

)关于玩沙游戏的价值和如何促进儿童

的社会性发展两个话题分别开展一次讲座"使得关

于这两个话题的相关知识在家长中得到普及"让家

长懂得玩沙游戏对儿童的身体&认知&社会性&情感

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扭转家长重知识掌握&轻社

会性培养的错误观念"从而让家长乐意接受儿童参

与玩沙游戏"哪怕沙子弄脏了衣服&头发"形成洗一

洗就好了的乐观心态'

!

)组织玩沙游戏的亲子活

动"让家长朋友有意识地创设诱发儿童亲社会行为

的机会"并在恰当的时机给予正确示范'比如"在构

建升旗台时"为了让飘扬的国旗更形象需要一小块

红布"恰巧旁边的亲子队准备了红布"于是请自家孩

子去同伴处借辅助性材料'这样既可以帮助儿童克

服胆怯的心理"又可以观察幼儿的礼貌用语情况'

再如"在分工协作时"代理组长安排的某某小朋友去

提水"但是自己孩子也想去提水"并向自己求助"这

时不妨试试%,妈妈现在正忙着准备材料呢"你自己

同某某小朋友协商好不好2 妈妈相信你一定能办

到'-不管最终是采取轮流提水"或是一起提水"还是

只好妥协不提水"这都是一次社会性能力得到历练

的机会'如果协商失败"可以帮助其分析原因"为下

一次更好的协商做准备'玩沙游戏中的家园合作可

以更好地促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当前重知识灌输&轻社会性培养的现象比较普

遍"因而从小重视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尤其重要"为儿

童成年之后更好地适应社会奠定基础.

A

/

'玩沙游戏

对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具有天然的优势"教师科学

地进行目标分析&形式设计&辅材设计&专业指导"保

证幼儿玩沙游戏时间与空间"在宽松&自由的游戏环

境中促使儿童社会性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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