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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游戏是幼儿园最基本的活动&空间是幼儿成长的重要"场域#&因此&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然而传统的空间理论视域下&儿童游戏空间仅被理解为物质性空间&儿童在空间中的主体地位被抹煞&空间被理解为狭

隘的'静态的'平直的'线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儿童与游戏空间是二元分离和对立的(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儿童游戏空间的

非物质性得到扩展&儿童在空间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彰显&儿童游戏空间走向综合的'动态的'关系的'交互的和生产性的理解&

儿童在游戏空间中走向主体间性的融合(研究认为&儿童游戏空间具有主体性'物质性'社会性'教育性'游戏性和关系性的

特点&其中游戏性是其特征属性&关系性是其本质属性(双主体关系'游戏关系'两界关系是儿童游戏空间的本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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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游戏空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室外游

戏区和室内游戏区(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分类&如&

根据游戏区的性质可分为传统游戏区'创造性游戏

区和冒险游戏区!根据游戏区的材料性质分&可以分

为玩水区'玩沙区'泥塑区'种植区等!根据游戏区的

功能分&可以分为阅读游戏区'身体运动区'智力游

戏区'表演区等!根据游戏区的规模分&可以分为大

型游戏区'小型游戏区和私密游戏区等等&不一

而足(

关于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很丰富&但已有的对

游戏空间的研究都基于这样两种空间假设)一方面&

儿童游戏空间是一种三维的物理空间&是游戏材料

和儿童游戏活动物质空间&游戏空间被理解成物质

的"容器#(而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物

理的'物质性的&也是人文的'非物质性(空间实际

上更是一种"关系的社会#&兼具自然和人文双重属

性!另一方面&视儿童游戏空间为一种集体的空间&

强调空间的共有'共享&而忽视游戏空间的个体性和

私密性&忽视个体在空间中的生产性和再生产性&忽

视个体与空间的交互(因此&个体在空间中处于被

动的地位&个体对自我的空间没有主动权和自主权&

个体的空间连同集体的空间一样经常被割裂'被分

配'被占有&个体也因此失去自身的空间地位$空间

占有权'享有权'支配权'自主权等%(黄进教授指

出)"空间意识的缺乏使得我们很少把环境和人的行

为看做一个整体&很少反思到空间本身意味着关系'

情感&意味着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更少考虑儿童对周

遭的体验和反应(#

+

#

,

!D因此&我们需要从空间生产

理论的新视角重新审视儿童游戏空间&关注儿童的

空间公平&把儿童游戏空间视为关系的整体&反思儿

童在游戏空间中的存在方式&走向关系均衡(

一$空间

空间概念最初是自然地理学上的概念&"宏观上

为欧几里得几何意义上的三维空间(#

+

!

,

D!

&昂利2

列斐伏尔提出了著名的空间生产理论&社会研究向

空间转向&空间概念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理解&具有更

加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一&传统的空间概念

传统的源于自然地理学的空间概念是三维物理

空间(空间被视为"虚空#与"容器#&是一种物质空

间&是平直的'均值的'物质性'静态的空间&是一种

物理场所(

+

!

,

'G@D'传统的对儿童游戏区的划分&实际

上采用的是这种物质性的空间概念&如&室内游戏

区'室外游戏区'玩沙区'玩水区'积木区'表演区等

等都指的是一种物理空间(在这一概念之下&游戏

空间仅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形式或载体&游戏空间

被理解成客观的'冰冷的物构成的对象&儿童在空间

中游戏也仅仅是在一个具有丰富物质刺激的"容器#

中进行活动&儿童只是游戏空间的外来者&不是游戏

空间的一部分&更不是游戏空间的主体(儿童游戏

活动并没有被视为空间的一部分&空间只是儿童游

戏活动的承载者(这种将游戏与空间相分离的二元

论对立观点的结果是"遮蔽了空间的主观性和社会

性&遮蔽了空间与主体'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

系(#

+

&

,

FG后果是也将儿童和儿童的游戏从空间中剥

离出来&儿童成为了游戏空间的旁观者&而不是主动

建构者(儿童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空间的附庸&而不

是空间生产者(儿童游戏空间成为了早已摆在那

里///尽管儿童可能会在教师的组织下零碎地参与

空间环境的创设///等待儿童进入的"容器#&游戏

材料成为客观的游戏介质&教师也会因此而忽略儿

童与游戏空间的交互性&只看到个体之间'个体与物

质环境$如游戏材料%之间的交互结果&而忽略了交

互的过程'交互的意义&以及游戏空间中各种错综复

杂的关系///如儿童之间的关系'儿童与物之间关

系&以及他们作为整体之一部分的错综关系等等&忽

略了儿童在游戏空间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我

们把儿童'儿童交互活动$包括个体与同伴的交互'

与环境的交互以及自身内部的交互%视为儿童游戏

空间的一部分的话&儿童游戏空间的意蕴就会大不

一样&我们关于儿童游戏空间的视野也将得到极大

的扩展&我们对儿童游戏以及游戏空间的认识都会

进入一个全新的视野(空间生产理论为我们打开了

一扇通往儿童游戏空间的认识之门(

%二&"空间生产#理论的空间概念

昂利2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止是传统地理学

所说的静止的空间&更是动态的'矛盾的&充满非物

质性的空间&空间具有生产性(

+

'

,

%G@$'空间具有自然

和人文双重属性(

+

D

,

#!G@#&#空间是一种关系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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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被赋予了比物质本身要广阔得多的意义(社会

学家布迪厄在其"场域#理论中也指出&空间是关系

的系统&空间即"场域#&是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

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

F

,社会场域

是由个人的行动场域所组成的&社会空间具有建构

性(

+

%

,

##@#$福柯的"空间/权力#论认为)"空间是权

力运作的容器#&而权力运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

运作(

+

$

,

#%#@#%D大卫2哈维从"历史///地理唯物主

义#出发&把空间分为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关系空

间&构建了一种新的空间思维理论范式&把差异性'

象征性'内在性和开放性看成是空间分析的四个基

本原则(

+

G

,

FG@%&差异性原则倡导空间分析要关注事

物的多样性&特别是空间尺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认

为空间规模"根据内容'程度'需求而不断改变和重

新定义(#

+

G

,

FG这就揭示了空间动态可变性(象征性

就是空间想象性&哈维'布迪厄和莫尔等人均认为)

时空观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个体在空间中被空间

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具有个体意义的新空间形

式&空间不可能是纯粹物质性的"容器#!内在性原则

即在时空的统一中分析空间存在&空间的存在与变

化不能逃离时间维度!开放性原则是指空间的相对

性'运动性和关系性&而不是绝对'静止和单一(社

会学家吉登斯也认为)"在一个场所中&行动者不仅

仅显示其在场&和别人建立联系&而且会利用实践的

库存知识来解释场所的情境(这样&场所就不再是

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成了互动的意义情境$社会

空间%(#

+

$

,

#%'

因此&除了物质性'三维性以外&空间还充满了

非物质性'关系性'动态性'建构性和生产性("空间

是由社会关系和物质的社会实践构成的(完整的空

间认识论应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

+

#"

,

&'&

二$传统儿童游戏空间解释

基于传统的空间概念的解析&我们发现&传统儿

童游戏空间的也是一种自然地理空间视野下的三维

物理空间&关注空间的物质性&但由于教育活动及儿

童游戏活动的特殊性&即儿童游戏活动本身就是一

种个体在空间中的交互活动&所以&儿童游戏空间不

自觉地触摸到了空间的非物质性和生产性&使传统

儿童游戏空间表现出自然地理游戏空间和边缘化的

"社会///教育空间#双重特点(

%一&自然地理游戏空间

首先&在自然地理空间视野下&儿童游戏空间仅

仅看重三维空间的建构&即游戏环境创设&忽视个体

的空间参与和空间生产性(尽管在儿童游戏空间的

创设中&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创设&但精神环

境常常只是物质环境的附庸&是由创设者///通常

是教师///在物质环境创设的过程中产生的依附于

物质的精神投射&并没有实际的意义(精神环境仅

仅是物质环境的审美性和装饰性投射出来的"气

氛#&这种"气氛#通常并不为游戏空间的创设者有意

识地注意到&空间创设者也不会注意这种"气氛#对

儿童的意义(儿童在游戏空间中的交互更多是与物

的交互(儿童在交互中产生的空间生产意义也往往

被游戏空间的创设者所忽略(笔者曾对
!""!

/

!"#F

年的
$$

篇以儿童游戏空间为研究主题的硕博

论文进行分析&发现研究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对"空

间#给予了传统自然地理学的界定&即空间是物质容

器(游戏空间研究&成为了对自然容器中的景观'设

施'规划'设计的研究#

(这说明&当前对儿童游戏

空间的"空间#理解&依然停留于自然地理空间概念

之下(

其次&自然地理空间视野下的儿童游戏空间&空

间生产的主体往往是教师等成人&而不是儿童(因

为在传统空间思想的指导下&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

被认为是教师创造出来的游戏场所&儿童首先是个

外来者&正等待进入游戏空间&这样&儿童游戏空间

从一开始就散失了儿童主体性&儿童在游戏空间中

处于被动的地位(即便教师在创设儿童游戏空间时

考虑了儿童的成分&如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年龄特

点'兴趣'爱好等&也不能取代儿童本身的自主性(

传统儿童游戏空间理解最严重的局限是导致了游戏

空间与游戏主体的二元分离和对立&使儿童游戏空

间的生产散失主体性&儿童在游戏空间中的主动性'

积极性'创造性'生产性和交互能力难以得到有效发

挥(这也是"儿童游戏#变成"游戏儿童#的根源(

%二&边缘化的"社会.教育空间#

"社会空间涵括了丰盈的话语场域'经验性事实

或想象力限度#(

+

##

,

!%教育空间同社会空间一样&是

交互的'生成的&是动态的'矛盾运动的&是个体与空

间的交互生成的产物(因此&社会空间与教育空间

具有同质性&教育空间是社会空间的一种特殊形式&

也可以说教育空间是兼具社会空间基本属性的特殊

空间&儿童游戏空间又是教育空间的一种特殊空间

形式(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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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儿童游戏空间作为"社会///教育空间#

经常是被忽视的(教育的空间属性常常被教育研究

者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而忽视&或简单地将空

间理解为一种空洞的容器&或将空间一般地理解成

环境'场所'场地'景观等等(在教育学领域中&空间

概念的使用存在模糊'泛化'随意现象&教育空间概

念似乎是不需要界定的(正如田晓伟指出的)"教育

研究没有合理恰当的空间观念&研究者要么放弃使

用&要么随意使用空间观念&其研究价值和意义被空

间消解(#

+

#!

,

##@#$应当"确立一种符合教育研究特性

的合理的空间观念来实现空间转向(#

+

#!

,

##@#$正是在

这种教育空间概念模糊'泛化和随意的乱象中&教育

空间研究的价值被消解&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价值

也难逃厄运(分析发现&

!""!

/

!"#F

年的
$$

篇以

儿童游戏空间为主题的研究&只有
&

篇来自教育学

的研究&也证明了以上结论的可靠性(儿童游戏本

身就包含深刻的交互性'生产性和儿童主体价值的

彰显&这么明显的空间特性在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

中却被忽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也是值得教育研究

者反思的问题(

三$现代儿童游戏空间新解

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关系的社会&个

体是这一关系中的核心要素&个体以其自身的知识'

经验塑造着空间&同时&被空间所塑造(因此&儿童

游戏空间不是一个静止的'平直的容器&而是充满情

境性'交互性和生产性的动态系统&这一系统是物质

性与非物质性的统一体(空间生产理论对儿童游戏

空间研究的启示有四方面)首先&承认空间是以物质

为前提的&但又超越了传统物质空间概念&极大拓展

了空间的内涵!其次&空间生产理论对社会空间的解

读为教育空间的理解寻找到了契合点(教育空间与

社会空间一样具有空间生产性!第三&是对空间中儿

童主体性地位的极大彰显(儿童不仅仅被空间塑

造&更以自身的个体性塑造着空间&使空间具有生产

性&使空间成为充满生命力的关系空间!第四&实现

了儿童游戏空间之空间与儿童主体的融合&儿童不

再是游戏空间的外来者'对立者和旁观者&而是游

戏空间组织者'协作者和参与者&是儿童游戏空间的

核心组成部分(以上四方面使儿童在游戏空间中的

"空间公平#得到了实现(

综上&儿童游戏空间有了自身新的定义)儿童游

戏空间是以儿童为主体&以物质为前提&以社会为基

础&以教育为内涵&以游戏为内容&以关系为本质的

动态系统(主体性'物质性'社会性'教育性'游戏性

和关系性可视为儿童游戏空间的属性(其中&游戏

性是特征属性&关系性是本质属性(

%一&物质的空间!儿童游戏空间的前提

空间首先是物质的(海德格尔说&任何存在者

都占据其自身作为存在者赖以存在的空间&个体不

可能逃离其自身存在的空间而存在(

+

#&

,

'&@'F任何的

个体都占据一定的物理空间&而后在此空间基础上

建构自身的社会关系(儿童游戏空间作为一种以儿

童为主体的关系空间同样如此(因此&首先必须承

认儿童游戏空间的物质性这一前提(事实上&幼儿

园儿童游戏空间的物质性是不能忽视的属性(儿童

认知特点是具体形象思维&儿童的学习以直接经验

的获得为主要途径&儿童的学习是一种经验的建构

活动&因此&儿童游戏空间必以其丰富多样的物质刺

激作为前提(

%二&社会的空间!儿童游戏空间的基础

儿童游戏空间作为一种空间形式&是一种"关系

的社会#&因此&社会性是儿童游戏空间的基础(儿

童在游戏空间中的交互&不仅体现为与物质的交往&

而且体现为主体间性的生态交际活动(交际活动是

社会性的活动&儿童在游戏空间中以物质为媒介&以

游戏为内容&以交际为途径&进行主体间的互动&这

种互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从某种意义上&儿童游

戏空间属于社会空间在微观尺度下的空间形式(

%三&教育的空间!儿童游戏空间的内涵

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使教育研究更加关

注空间作为研究本体'视角'方法和话语(教育空间

不仅是容器&还具有教育生产和建构的意义(其教

育生产的建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个体

发展与社会化层面&空间是个体发展的媒介!第二&

从个体间关系层面&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媒介(

+

#!

,

##@#$

儿童游戏活动是幼儿园最基本的活动&如果说幼儿

园是宏观尺度下的儿童教育空间&那么儿童游戏空

间就是次一级尺度下的儿童教育空间(儿童游戏空

间根据尺度的不同&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等级的

游戏空间(从这个意义上&儿童游戏空间是教育空

间的一种特殊形式(

%四&游戏的空间!儿童游戏空间的内容

儿童游戏空间的特征属性即游戏性(游戏是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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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吕进锋&曹能秀)关系社会)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新论

童游戏空间的内容(游戏既是儿童空间的具体内

容&也是儿童进行社会性教育的媒介(游戏性是儿

童游戏空间区别于其他教育空间的标识(如学习空

间&是以学习为主要交互内容的教育空间(虽然游

戏是儿童最主要的学习方式&但"学习#与"游戏#在

内涵上有本质的区别&不可相互替代(儿童游戏空

间若散失游戏性&将不再是游戏空间(

%五&关系的空间!儿童游戏空间的本质

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空间最本质的属性是关

系(儿童游戏空间作为一种空间形式&自然以关系

为其本质属性(但若仅仅以"关系#规约儿童游戏空

间的本质属性&未免有把一般性的帽子扣在特殊性

的头上的嫌疑(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儿童

游戏空间的这种关系本质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

认为当以其特点来区别其与其他空间关系的区别)

首先&从空间主体看&儿童与教师是儿童游戏空间的

两大主体(在儿童自由游戏中&教师退居游戏空间

次主体的地位!在教学游戏中&儿童与教师成为游戏

空间的双主体!其次&儿童游戏空间的"关系#属性是

以儿童的游戏活动为媒介建构的&空间中的人际关

系$社会关系%体现为游戏关系!第三&儿童游戏空间

中的情境是儿童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交汇的产物&

它不是单纯的现实世界的"写实#&也不是虚无的想

象世界(这种独特的空间情境是从空间的游戏关系

中衍生出来的&与其他的社会空间或教育空间大不

相同&我们姑且称之为"现实///想象融合#的情境

性///两界关系(因此&双主体关系'游戏关系'两

界关系是儿童游戏空间的本质体现(

四$结语

空间生产理论揭示了空间是一种关系的社会&

儿童游戏空间是空间的形式之一&关系的社会是其

本质的属性(儿童游戏空间具有物质性'社会性'教

育性'游戏性和关系性的特点(我们需要从传统的

自然地理空间视野转向社会空间的生产性视野&突

破空间的物质性 '自然性理解&走向空间的非物质

性'人文性理解(走出对儿童游戏空间狭隘的'静态

的'平直的'线性的和非生产性的理解&走向综合的'

动态的'关系的'交互的和生产性的理解(摒弃儿童

游戏空间与儿童二元分离和对立的观点&建构以儿

童为游戏空间主体的时空统一体(儿童不仅为游戏

空间所塑造&更以其主体性塑造自身个体化的游戏

空间&应解放儿童在游戏空间中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使儿童真正成为游戏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

'注
!

释(

"!

当前&学前教育领域一般把"游戏区#和"游戏空间#视为

同一概念(但实际上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

物质空间&后者强调的是以物质空间为基础'以人为核

心的关系空间(为避免概念混乱&本文沿用传统"游戏

区#概念对游戏空间进行分类(除此之外&文中一律采

用"游戏空间#概念&以区别于"游戏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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