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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前来看$我国关于游戏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研究现状分析如下%论文数量呈逐年波动增长

趋势!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幼儿园课程与游戏的关系研究$游戏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价值研究以及游戏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

应用研究三个方面&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游戏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实践研究较多$但大多都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分析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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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对幼儿身心发展最有价值的活动$也是

幼儿最喜爱的活动&我国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和.幼儿园工作规程"

!"#F

年修订版#/

中都作出了如下规定%*幼儿园应将游戏作为基本活

动$要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陈鹤琴先生也曾说

过$游戏是儿童的心理特征$是儿童的工作和生命&

幼儿园课程具有整合性鲜明特点$是直接经验为主

的活动性课程&因此$将游戏与幼儿园课程相整合$

具有必要性和适切性&即一方面应把游戏的基本精

神融汇贯通到幼儿园课程之中$实现游戏的教育价

值!另一方面应把课程引入幼儿的游戏活动中$使幼

儿的游戏变成规范化'有序化和整体化的活动&所

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游戏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

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以发现已有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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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来研究的走向&

一"研究结果分析

所谓课程的游戏化$是指使幼儿园课程实施的

过程成为幼儿游戏的过程或具有游戏精神的过

程,

#

-

&丁海东认为$课程的游戏化应该包含两层含

义%其一是把游戏看作是儿童喜欢从事的一种活动$

把它当作幼儿园课程实施的组织形式或手段之一!

其二是把游戏作为一种儿童精神的存在$主张将游

戏精神渗透和融入到幼儿园课程实施的过程始

终,

!

-

&基于游戏是幼儿的一种活动$是幼儿园课程

实施的手段和途径$可以真正使课程成为呵护童心'

善待儿童成长的文化载体&

所谓游戏的课程化$简单来讲就是指为促进幼

儿身心全面发展而设计的一整套生活化'结构化'规

范化'技能化的游戏活动方案,

!

-

&也就是主张把游

戏活动作为课程内容的一部分整合到幼儿园的整个

课程体系之中&实质上是将儿童自己发起的游戏转

化为幼儿园课程的一部分&

通过对相关概念的梳理$在此基础上$笔者在中

国知网以*游戏+并含*整合+并含*幼儿园课程+为主

题进行检索$剔除无关文献之后$检索结果显示有

#!%

篇"从
!""A

年
B!"#A

年#$其中期刊
#"%

篇$硕

博论文
#$

篇$学术辑刊
!

篇&具体分析如下&

图
#

!

论文发表年度趋势

#一$论文数量分析

如图
#

所示$近十年来$我国关于*游戏与幼儿

园课程整合+的论文数量呈逐年波动增长的趋势&

可以看得出$

!"#"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

!"#F

年.幼儿园工作规程/等相关文件

的颁布与修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游戏与幼儿园

课程+的研究热度&虽然
!"#A

年论文数量较
!"#C

$

!"#F

年有所下降$但是不难预见$随着江苏省课程游

戏化项目的开展和安吉'利津游戏课程的日渐成熟$

!"#$

年*游戏与课程整合+的研究又将迎来新的高峰&

#二$研究主题分析

笔者通过梳理分析发现$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

以下三个方面%游戏与幼儿园课程的关系$游戏与幼

儿园课程整合的价值以及游戏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

应用研究&

#@

游戏与幼儿园课程的关系研究

目前$在我国幼儿园课程实践中游戏与课程的

关系可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类型%一是相互分离型$即

游戏作为课程的对立面而存在$游戏仅仅是缓解学

习压力和教师奖励幼儿的手段!二是部分融合型$即

游戏作为课程的糖衣而存在$游戏仅仅被当做激发

幼儿兴趣$以便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的工具!三是相

互融合型$即教学和游戏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游戏

被看作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活动和幼儿社会化

的重要途径,

%

-

&

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以前两种关系理解最

为常见&即使二者有融合的趋势$也仅仅是把游戏

当作激发幼儿学习兴趣的工具$游戏与课程仍是两

张皮&幼儿园游戏并不是没有目的'没有组织地让

幼儿胡玩$它与课程是相互生成'互融互通的&游戏

中蕴含了丰富的课程因素$课程实施中也离不开游

戏的精神&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幼儿学习和发展

的需要$教育者需要把幼儿'课程和游戏视为一个有

机的整体$重视三者的整合&

!@

游戏整合幼儿园课程的价值研究

对于*游戏整合幼儿园课程+重要性的解读$大

多是基于*相互融合型+理念进行的论述&学者的研

究集中于挖掘游戏中蕴含的课程因素及课程中获得

的经验对游戏的反作用&

龙莺英认为游戏与课程'幼儿三者的相互整合

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一是游戏可以使幼儿园课程

更加丰富'更具张力$可以提供与课程相互联系的生

活经验!二是幼儿园课程使游戏变得更具魅力$二者

的有效整合不仅可以使课程生成游戏$而且也可以

增强游戏自身对幼儿的吸引力,

&

-

&王雪菲等人认

为%一方面$游戏中滋养着大量课程内容&在游戏

中$幼儿通过操作材料$既能体验到愉悦的情绪和满

足感$而且还能将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迁移其中&另

一方面$幼儿在课程中获得的经验可以丰富游戏的

情节&一个游戏活动可以同时调动幼儿的肢体'思

维'语言等$将幼儿园课程五大领域的内容与幼儿的

发展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

-

&

分析可知$游戏整合幼儿园课程具有可行性&

游戏与幼儿园课程相结合$可以有效激发幼儿的学

习兴趣$将书本中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活

泼起来$这样可以有利于幼儿在游戏过程中将课程

知识与生活经验相结合$达到寓教育于游戏'于活动

的目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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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整合幼儿园课程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基于对游戏教育价值的认可$我国各地

幼儿园和学界纷纷开展游戏与课程融合的实践探

索&关于此方面的应用研究$大多集中在整合的现

状研究'整合的方式以及课程建构设想三方面&

"

#

#*游戏整合幼儿园课程+的现状研究

自.

%BF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文件颁布

以来$*游戏是幼儿基本活动+的理念便得到了更深

入的实践$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问

题$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便为促

进游戏与课程的有效整合总结经验&

丁月玲认为游戏是儿童的基本活动$幼儿园课

程应游戏化$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容易出现游戏与

教学关系处理不当!游戏组织方式不妥!游戏化课程

建设缺乏方向等问题,

C

-

&对于多数老师来说$*课程

游戏化+还仅仅是个概念$在实践中尚不能很好地平

衡课程与游戏的关系$不能使游戏真正成为幼儿园

课程实施的基本手段之一&

高祥通过对
\

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与教师的观

察访谈发现$

\

幼儿园教师在尝试将游戏与教学有

机融合时遇到了以下问题%游戏与教学融合难以深

入开展$活动间缺乏联系!有效游戏时间难以保障!

融合后的活动对游戏材料支持要求较高!教师仍难

以避免专业角色困惑等,

F

-

&

目前来看$大多数老师尚不能真正理解游戏整

合幼儿园课程的实质与内涵&因此$在实践中游戏

仅仅被当做激发幼儿兴趣的工具和手段$课程与游

戏的关系未能得到很好的平衡&而之所以会出现上

述问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幼儿园和教师尚未形成

科学系统的*课程观+和*游戏观+$未能跟上时代发

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长期的教学实践

中$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技能已经固化$短时间内

很难作出改变&

"

!

#*游戏整合幼儿园课程+的实现方式

分析发现$游戏与课程的相互整合主要可分为

游戏与主题活动的整合$课程融入区角游戏中$民间

游戏与幼儿园课程的整合等多种形式&还有部分学

者探讨了如何建构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课程&

#

#游戏与主题活动的整合研究

此方面的论文研究了游戏与主题活动进行整合

的要点$建议通过游戏将五大领域课程整合到一起$

实施综合课程&其中$探讨如何将表演游戏与主题

活动进行整合的论文比较多&

将表演游戏与主题活动整合在一起是一种新型

的整合尝试&在开展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整合探究

中$翁建文主张%教师应引导幼儿将主题活动中获得

的经验迁移到表演游戏之中$并使表演游戏成为开

展主题活动的继续&同时$教师要改变指导理念$在

活动中灵活切换支持者'引导者和参与者的角色,

A

-

&

陈丹艳建议$在整合活动中$应力求表演游戏的目标

与主题活动的目标相吻合!要善于整合表演中和主

题中相一致的内容!教师应做好引导$使幼儿能将主

题活动中获得的经验$自觉地转化为游戏的行为,

$

-

&

!

#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的研究

民间游戏作为传统文化中一种重要的教育资

源$因其所特有的娱乐性'民族性'传承性和易得性

受到广大幼儿园和幼儿的欢迎&我国学者和幼儿园

管理者热衷于将民间游戏引入幼儿园课程$并在实

践开展中总结了一些有效的建议&

田增会在研究中总结了彝族民间游戏在
=

幼

儿园的应用中出现的问题$并针对问题给出了相关

建议%在制定彝族民间游戏课程目标时应遵循游戏

的精神!将游戏课程与幼儿的兴趣爱好'民间文化相

结合!利用外部资源开发彝族民间游戏等,

G

-

&孙晓

琳等人认为$要实现民间游戏与幼儿园课程的整合$

民间游戏需要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上

都与幼儿园五大领域活动课程相吻合,

#"

-

&曹玉兰

和黄小霞调查了解了姜堰市
#"

所城区幼儿园开展

民间游戏的现状$提出了推进幼儿园开展民间儿童

游戏的基本策略%规范要求幼儿园民间游戏开发的

目标资源!丰富民间儿童游戏开发的主体资源!探索

开展民间儿童游戏开发的策略资源等,

##

-

&

%

#课程在区角活动的融入研究

课程与区角游戏整合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讨

论如何在区角投放一定的课程素材$或是如何引导

幼儿生成与领域课程相关的游戏活动&此方面的相

关论文甚少$且大多集中于在区角游戏中融入语言

领域和科学领域的课程&

在区角游戏中$幼儿拥有极大的自主性与积极

性&实现幼儿园课程与区角活动的有机结合$对于

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实现素质教育目标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符嵘探讨了幼儿园课程和区域活动有机

结合的策略%一是创造良好的活动环境$多为幼儿提

供动手操作的机会!二是善于从一日生活中提炼游

戏化课程$并将其应用于区域活动当中!三是在区域

活动的开展中也要注重对主题课程的补充和

完善,

#!

-

&

"

%

#基于游戏的幼儿园课程建构研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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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方面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围绕幼儿园课

程的目标'内容'组织方式与实施及评价等方面提出

的课程建构设想&

袁婷婷等学者探讨了混龄游戏所特有的不同于

常规游戏的价值$提出了基于混龄游戏的幼儿园课

程建构方案%混龄游戏课程目标要注重整体性'层次

性和发展性!课程内容应选择适合的形式开展!活动

组织形式应具有灵活性!课程评价的内容应涵盖广

义和狭义评价两种,

#%

-

&彭兵则主要是从课程实施

的角度给出了建议$认为建构幼儿园游戏课程应注

意以下几点%一是创设环境$给幼儿提供自由游戏活

动的时间与空间!二是生成探索性主题活动$使教学

活动游戏化!三是利用游戏因素$保证轻松愉快的一

日生活,

#&

-

&

二"不足与展望

#一$以往研究不足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我国关于*游戏整合幼儿园

课程+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主题分布不

均$仍存在很多研究空白&

首先$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游戏整合幼儿园课

程的*应用研究+上$而关于游戏整合幼儿园课程的

本体论讨论不多&即便有$也大多是可行性讨论和

价值研究$关于游戏整合幼儿园课程*特点+*本质+

*理论基础+的相关研究不足&第二$游戏与课程相

互融合的相关论文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数是幼儿

园一线教师的经验总结$而没有上升到理论层次&

最后$关于*如何建构基于游戏的幼儿园课程+的相

关研究大多是我国学者的理论设想$缺乏相关的实

证研究,

#C

-

&这些方案设想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可操

作性$需要进一步在幼儿园课程实施中进行验证&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定性研究较多$定量分析

不足&

当前研究中$定性研究方法应用较多$大多是思

辨与个案研究经验'教学经验的总结$研究方法较为

单一&应尝试将调查法等实证研究方法以及个案研

究法等定性研究方法结合使用$努力寻求研究方法

上的创新与突破&定量研究的缺乏$极易导致理论

与实践脱节$研究成果滞后于发展实践的后果&

#二$未来发展趋势

目前来看$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如何将游戏精

神更好地渗透在课程中$而对于挖掘游戏中的课程

因素关注度不够,

#F

-

&以安吉游戏'利津游戏为代表

的游戏课程正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与热议&如何平

衡好游戏与课程的关系$防止过度重视游戏而取消

甚至弱化教学现象的出现$应该是课程实践中需要

一直关注的话题&

我国关于游戏整合幼儿园课程的研究多是基于

教育学或心理学的单一视角$未来研究可能会走向

跨学科的多元视角&同时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

和文化学等多视角对游戏整合幼儿园课程进行探索

研究$使得研究成果可以迁移应用到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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