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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空间是个体成长的"场域#(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关系的社会&空间具有生产性(游戏空间是儿童成长的重要

"场域#&不仅具有教育性和社会性&而且具有自然和人文多重属性(儿童游戏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的空间&也不仅仅是与儿童

相分离的教育环境(在社会研究空间转向的趋势下&应加强教育空间的研究(然而教育研究一向忽视对空间的研究&对空间

概念尚无明确的*合理的解释&因此要么不用空间概念&要么随意使用(已有关于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文献&对空间的解释依

然是传统地理学主客二分的"物理空间#概念&忽视空间作为"关系社会#的研究&并且缺少"教育空间#研究(因此&儿童游戏

空间作为教育空间&其研究应借鉴空间生产理论&给予"教育空间#观照(本研究基于社会空间和教育空间的理论探讨&尝试

从学理上分析儿童游戏空间与教育空间的关系&儿童与游戏空间的关系&儿童游戏与游戏空间的关系等内容&接着梳理儿童

游戏空间的类型&最后以儿童幽默游戏空间分析来观照儿童游戏空间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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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是个体成长的场域&儿童游戏空间是儿童

成长最重要的场域(昂利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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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不再只

是物理的空间&而是一种关系的社会&是具有自然与

人文等多重属性的空间(空间充满着多元性*主观

性*文化性&充满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从社会研究

的空间转向到教育研究的空间转向的趋势下&应从

空间生产的视域下&加强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为

了便于讨论&以下关于游戏空间中的儿童专指"学龄

前儿童#&学龄儿童游戏空间作为教育空间&既具有

学龄前儿童游戏空间的共性&也具有自身的主体特

征和空间生产特征&此处暂不讨论(

一"空间

#一$地理学视域下的空间

地理学研究的是地球表层陆地空间系统&是研

究地球表面事物的学科&而地表是地球的外壳&包括

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大气圈和人类圈$也叫智慧

圈&由前苏联地理学者提出%&传统地理学研究的空

间&"宏观上为欧几里得几何意义上的三维空间(#

"空间的内容*结构*形式是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但被限定在地球表面&从而成为区别于其它自然科

学的特殊对象+

#

,

(#因此传统地理学视野下的空间是

一种物质空间&是平直的*均值的*物质性的空间&是

容器*是虚空&把空间理解成是物理场所(但是提出

著名的空间生产理论的昂利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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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具有自然和人文双重属性+

%

,

(随着社会研究的"空

间转向#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社会转向#&地理学的

空间概念发生了深刻的"社会性#变化(空间不再是

空洞*冰冷的*乏味的东西&而是充满人性*温暖的*

有情境性的东西(在空间生产理论影响下&传统地

理学空间概念被赋予了社会性和人性&使空间具有

了生产性和再生产性(

#二$社会学和历史
B

地理视域下的空间

#@

大卫$哈维%历史
B

地理唯物主义&空间视域

大卫1哈维从"历史
B

地理唯物主义#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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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差异性原则就是要关注事物的多样性&由空

间的异质性和关系型特性决定(空间中存在着冲突

和矛盾&集中体现就是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想象

原则&指在空间分析中&对场景*空间和景观在构成

和引导社会生活方面的重要性的一种敏感(内在性

原则是指"在理解社会问题时必须从结构性的角度

出发#

+

H

,

&进行时空一致性的解释&要打破时空二分

的观念&建立时间与空间统一的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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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布迪厄'福柯'吉登斯的社会空间理论

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场域#理论&超越了主客

二元论&认为空间是关系的系统&与地理上的空间概

念相比&社会空间具有建构性+

&

,

("在布迪厄看来&

社会空间是由个人的行动场域所组成的+

G

,

(#空间即

场域(所谓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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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场域是动态的社

会空间&期间又包含许多更小的场域000社会空间(

福柯的"空间
B

权力#论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一

种以权力为载体的关系(因此&一切社会关系&只有

置之于权力关系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解释&

55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容器+

A

,

(#吉登斯创造了"场

所#*"区域化#*"在场#*"不在场#*"时空抽离#等概

念&他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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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

综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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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与教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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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动态的*矛盾运动的&是个体与空间的

交互生成的产物(教育空间同社会空间一样&不仅

具有自然属性&更具有非物质性*主观性*人文性的

特点(教育空间和社会空间就像布迪厄"场域#概

念&绝不是"虚空#的存在(而是具有域和情境性&也

即空间的社会性(就教育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系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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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教育空间是社会空间的要素之一&教育空间是社

会空间孕育的产物&即教育空间是社会空间的产儿(

教育空间打上深刻的社会空间的烙印&如政治*经

济*文化*科学等烙印&因此教育空间与社会空间具

有同质性(同时教育空间也反塑造社会空间&通过

教育空间实现社会空间的再造&因此教育空间与社

会空间之间形成紧密的因果反馈关系+

##

,

(

教育空间与社会空间虽然具有同质性&但教育

空间却不等于社会空间&教育空间是相对独立的空

间系统&如古代的官学*私学&近现代的学校等教育

空间系统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教育空间系统又是

开放的&因此&在时空的变化中&总是与社会空间保

持千丝万缕联系(教育空间只能在社会空间的"如

来佛手掌#中翻腾&但却无法跃出去&因此&对教育空

间的分析&总是离不开对社会空间的分析&在教育空

间的研究中&不能脱离社会空间或教育空间的社会

性而孤立*静止*绝对地分析(教育空间绝不是欧几

里德几何三维空间("教育空间已经成为促进教育

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正义的生产中&教育空间生产

优化社会关系&促进教育发展&使人自由解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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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任

何个体都无法逃离空间而存在&但教育问题的空间

属性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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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给人形成一种印象&教育空间是不需

要界定的*似乎很清楚的概念的&导致教育空间研究

的价值被消解(正如田晓伟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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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三"儿童游戏空间

教育空间是特殊的社会空间&二者具有同质性

和差异性(儿童游戏空间是特殊的教育空间&二者

也具有同质性和差异性'同质性体现在二者同为生

产性教育空间&差异性体现在儿童游戏空间的特殊

性上(但目前&无论是教育空间的研究还是儿童游

戏空间的研究都远未形成气候(

#一$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现状概览

空间的概念在规划*建筑*工程*园艺*设计等学

科领域被明确地等同于物质的"容器#&只关心容器

中"景观#*"地理景观#*"场所#和"设施#等&不仅忽

视空间本身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塑造&而且忽视人

的行为与心理对空间的生产与塑造(笔者曾经对

!""!B!"#G

年&共
#&

年的
AA

篇有关儿童游戏空间

研究的硕博论文进行分析&发现两个突出特点'第

一&

AG

篇硕博论文的学科来源是规划类*建筑类*工

程类*设计类*园艺类学科&只有
%

篇来自教育学学

科$实为学前教育学二级学科%&这表明教育研究者

一贯忽视教育空间的研究确是事实(而究其原因&

无外乎教育研究向来缺乏合理*明确的空间观念&并

没有多少教育研究问题愿意指向"教育空间#概念的

澄清和确立(教育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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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第

二&

AA

篇论文&包括来自教育学学科的
%

篇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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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题

为-儿童游戏空间研究.

+

#&

,的论文&对儿童游戏空间

研究进行了综述&从综述内容和结论来看&印证了笔

者对硕博论文分析后的结论'已有关于儿童游戏空

间的研究几乎都是基于城市居住区*公园*儿童游乐

园*商业街*幼儿园*街道以及其他城市公共空间尺

度的儿童游戏空间景观*规划*设计*设置的研究&是

物质空间的研究(虽然有少数研究基于儿童行为*

心理和游戏发生等进行儿童游戏空间研究&但其目

的是为创造更实用*美观*舒适的环境立论&儿童成

为游戏空间中被动的个体*缺失的因素(

#二$儿童游戏空间与教育空间

#@

教育空间的时空统一性

空间中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互&使我们在理解

空间时&不能仅将教育空间理解为静止的*绝对的&

而是交互的*生成的(因此&应从时空统一体上理解

教育空间存在(因为教育空间经验的变化和时间的

经验变化总是相伴相随&不可能脱离时间解释空间

的变化&也不可能脱离空间解释时间的变化(空间

是时间变化的迹象&时间是空间生产的法则(时空

一致性统一于教育空间关系中&而教育空间关系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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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于教育空间中主体间的关系(这一法则同样适

用于儿童游戏空间生产(

!@

儿童游戏空间的特殊性

儿童游戏空间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空间(其特殊

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空间主体的特殊性000儿

童和教师双主体(其中儿童是第一主体&教师是次

主体&教师的主体地位是由学前教育的对象特殊性

决定的&教师在儿童游戏空间中的主体地位会随着

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游戏能力的增强和游戏类型

的变化而变化(第二&空间内容的特殊性000以游

戏为内容和交互媒介的空间(游戏使儿童游戏空间

既具有真实性又具有虚拟性!第三&空间生产的特殊

性000儿童在虚拟与现实两个世界的交互中实现自

身的再生产和空间本身的生产(第四&空间关系的

特殊性000虚拟和假想的关系社会(空间的本质是

关系&儿童游戏空间的主体是行为能力尚不健全&思

想尚不成熟&身心两方面都处于发展变化中的儿童&

因此儿童游戏空间的"关系社会#是充满虚拟和假想

的真实(

#三$儿童与游戏空间

游戏是幼儿最基本的学习方式&是幼儿园最基

本的活动&也是幼儿园最基本的教育方式(-幼儿园

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

%和-幼儿园工作规程.

$

!"#G

%都明确规定幼儿园应以游戏为基本的活动方

式(同理可知&儿童游戏空间是幼儿园最基本的教

育空间(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应成为幼儿园教育空

间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儿童游戏空间是以游戏为基

本内容&以交互为基本特征&以儿童成长为基本指向

的教育空间(儿童在游戏空间中既塑造自身&也塑

造空间!既促成自我的生产&也促成空间的生产'儿

童处于空间之中&被空间所塑造&同时儿童也通过对

空间的认知和个人的经历*理解和评价空间&塑造具

有个体意义的新的空间形式(因此&儿童在游戏中

赋予空间主观性和象征意义(游戏空间的物质性蒙

上了非物质性的色彩&打上了人的心理*行为的烙

印&不再是纯粹的"容器#(儿童所塑造的新的游戏

空间又反过来塑造儿童本身&如此往复&形成儿童与

游戏空间的交互作用&实现儿童与游戏空间的生产

与再生产&因此&儿童与游戏空间在行为*心理方面

紧密联系&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社会性成为儿童与

游戏空间的共同属性(

游戏是儿童的游戏&因此归根结底&游戏空间中

最重要的因素是儿童本身(儿童游戏空间研究&如

果不关注儿童个体或群体&而只关注物理空间本身&

这样的空间是不具有教育生命力的&不具有教育生

命力的空间即教育不在场的空间&教育不在场的空

间不是真正的儿童空间&更不是儿童游戏空间(可

以认为儿童游戏空间的一般属性是社会性&独特属

性是教育性&本质属性是关系性&此三性最终都应指

向儿童&游戏空间才具有意义(目前关于儿童游戏

空间的研究往往都忽视了空间的社会性*教育性和

关系性&忽视儿童个体或群体&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教育研究对儿童游戏空间之"空间#的漠视&缺乏合

理明确的空间解释(另一方面是对游戏空间中儿童

的作为空间生产"主体#的漠视(

#四$儿童游戏与游戏空间

从社会空间与教育空间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

游戏空间作为一种教育空间具有社会生产性(儿童

的游戏活动沉浸于一定的空间之中&儿童被空间中

的游戏所塑造&同时儿童在游戏中塑造和生产了新

的空间(儿童游戏是一种活动&空间是一个多元的

"场域#&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儿童

游戏与空间互为因果反馈关系(

首先&空间为儿童的游戏提供了"场所#&按照吉

登斯的观点&场所是一个充满互动的意义情境&因

此&儿童游戏空间是充满教育的空间&是充满互动意

义的情境&儿童在情境中游戏和发展(

其次&儿童游戏是教育空间中的游戏&儿童游戏

本身就充满教育性&而教育性的本质是社会性(儿

童游戏的本质是社会互动(儿童在游戏中对原来的

社会空间进行再生产&产生新的互动意义情境(例

如&幼儿园的区域活动空间&原本为静态的社会活动

空间&充满物质性000尽管区域创设的过程中&创设

者也投入了相应的非物质空间因素&但儿童未进入

游戏场域时&这种非物质空间的因素是较少的&就像

新房子未入住之前&它更多地只是一座新房子000

一旦儿童在其中游戏&它便立刻充满了社会性和空

间生产性&教育性也因为儿童的游戏介入而得到彰

显&因此&游戏是儿童与空间建立联系的媒介&儿童

是游戏空间再生产的关键(儿童缺失&空间的教育

性和社会性便不复存在(儿童缺失&空间仅仅是一

个物理空间(

第三&儿童的认知*情感*态度*能力*个性*生活

经验等个体差异与表达&以及群体社会性的建构与

彰显大部分是通过游戏来实现的&它直接影响游戏

空间再生产性(游戏空间本身的特性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预测再生产的可能&但儿童及儿童游戏才

是决定游戏空间再生产关键因素(如户外游戏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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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的交互可能&再生产出交际的游戏空间!室内

游戏空间通常导向个体内省&再生产出向内的反思

性游戏空间(但游戏空间是否会按既定的预测轨迹

运行&最主要的还在于儿童及儿童游戏活动&儿童及

游戏可以使室内游戏空间成为开放*交际的游戏空

间&也可以使户外游戏空间成为内省的反思性空间(

这不仅证明儿童与空间的相互塑造&而且也反映了

儿童与空间相互塑造的过程中游戏的重要性(

#五$儿童游戏空间类型

教育空间与社会空间具有同质性&而儿童游戏

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空间&兼具教育性和社会

性&其空间特性不仅体现自然与人文双重属性*空间

生产性*交互性等一般方面&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如游戏性*双主体性$教师与儿童%*两界关系$游戏

空间中的虚拟与现实交汇的关系%等(儿童游戏空

间的本质是关系性&从空间的关系本质出发&儿童游

戏空间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

#@

按空间生产性划分(机械型与有机型

儿童游戏空间是生产性空间&我们把能够进行

物流*能流*信息流*生命流*文化流等有机流动*交

互的儿童游戏空间称为有机型儿童游戏空间(反

之&则为机械型儿童游戏空间(有机型的儿童游戏

空间是极具开放性和交互性的&它是成长性$生产

性%儿童游戏空间&不仅物质*能量*信息和个体$主

要是儿童%能够在空间中自由流动*相互促进&儿童

作为生命体及其文化也在游戏空间中得到尊重*理

解*生长和传播(空间的"边界#能够发挥"正效应#&

促进各种"流#的流动&而不是阻滞(有机型儿童游

戏空间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既能够进行自

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也能够在不同空间之间的交互

中保持独立性和发展性(而机械型儿童游戏空间是

没有生命力的空间&它是被创造的*被限制*固定的*

僵化的空间&它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只是静态*并不

流动(它就像一个"蝉蜕#&只有美丽的外壳&并没有

生命&也不可能进行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儿童游

戏空间要避免人为控制&光有美丽的外壳却毫无生

命的"假儿童游戏空间#问题(

!@

按空间交互性划分(冲突型与均衡型

空间交互性是儿童游戏空间的一般特性之一&

没有交互性就没有空间生产性(冲突型儿童游戏空

间是交互性受阻的空间&不仅表现为"流#的受阻&如

"边界#障碍000包括有形边界和无形边界000空间

的连接度和连通性障碍等&更重要的是空间中生命

关系受阻&即主体间的交互冲突&表现为儿童游戏空

间中的关系冲突&如儿童与成人双主体在游戏空间

中的控制与反控制冲突*儿童个体之间的交际冲突*

儿童对空间的排斥和儿童个体的空间游离等(成人

对儿童作为游戏空间主体的"主体剥夺#*空间的物

理有限性和空间边界的绝对化等都会使空间的"流#

外溢*损耗(均衡型儿童游戏空间应具有四个特征'

第一&主体平等交互&彰显儿童的主体性地位!第二&

空间的物理性足够容纳和支持个体在空间中的生产

性活动!第三&空间中物流*能流*信息流*个体流和

生命流的流动不受边界阻滞!第四&最少的"流#外溢

和损耗(这四个特征中&最基本的是儿童作为游戏

空间生产主体地位的保障(然而现实中&儿童游戏

空间物理性保障000空间生产的前提000这一点都

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要控制"流#的受阻*外溢

和损耗更是任重道远(此外&均衡并不意味着静止

不动&空间的交互是在动态变化中实现均衡的&即

"不均衡000均衡000新的不均衡000新的均衡

55#如此循环往复的动态生产过程("空间规模

$生产%永远不是固定的*不变的&它会根据内容*程

度*需求而不断改变和重新定义+

H

,

(#因此空间的生

产过程本身便意味着不平衡的存在(也就是说空间

不是静止的&而是是动态变化的&而且这种动态变化

本质上是关系的变化(

%@

按空间尺度性划分(宏观型'中观型和微观型

空间尺度是一个相对概念&一般把全球*洲际*

国家划分为宏观尺度&把省*区*市*县*乡*镇划分为

中观尺度&把街道*社区*村落*家庭*学校等划分为

微观尺度(从空间尺度的相对性上考虑&一般而言&

儿童游戏空间的宏观尺度可以分为城市*村落*街

道*社区儿童游戏空间&如城市公共游戏空间*儿童

公园*商业步行街游戏区*城市广场*社区公共空间

等!儿童游戏空间中观尺度可以分为幼儿园儿童游

戏空间*家庭儿童游戏空间*社区游戏室等!儿童游

戏空间的微观尺度可以分为幼儿园游戏区域*区角*

家庭游戏房*游戏室$区%内特定功能游戏区$如玩沙

区*蹦床区*海洋球区等%(随着空间尺度的变化&儿

童游戏空间还可以有更细致的划分(

H@

按空间主体性划分(控制型与主体型

控制型专指成人控制型&因此如果不加说明&控

制型即成人主控的儿童游戏空间类型&这一类型违

背儿童游戏空间的本质&因此不是一种理想的儿童

游戏空间!主体型儿童游戏空间也可以称为"反控制

型#儿童游戏空间&同属控制型&只是主体是儿童(

在儿童游戏空间中&儿童才是空间生产的真正主体&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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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儿童游戏空间中地位则随着儿童年龄的增

长*游戏能力的增强和儿童游戏类型的变化&而从次

主体地位到逐渐淡出儿童游戏空间&所以儿童控制

型游戏空间即主体型游戏空间(由于儿童游戏空间

的双主体特性&即儿童游戏空间&特别是学龄前儿童

的游戏空间通常离不开成人$特别是教师%的介入&

因此把儿童为游戏空间生产主体&成人在空间中与

儿童形成良好的交互关系&促进游戏空间生产的类

型称 为"主体间性型#000这是一种理想的儿童游

戏空间类型&也是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常态(

&@

按空间游戏性划分(消极型'一般型和充分型

消极型是"假游戏#充斥的儿童游戏空间类型!

一般型是儿童游戏空间的游戏性能够得到体现&但

是受到控制和阻碍较多&儿童作为游戏空间生产的

主体性不能很好地发挥(充分型是儿童游戏空间

生产的主体性得到充分释放&儿童自由地进行游

戏&双主体在空间中交互*协调&积极促进游戏空

间生产的类型(具体而言&儿童游戏空间的"游戏

性#还体现在儿童游戏的类型上&如感觉运动游

戏*表演游戏*角色游戏*建构游戏*规则游戏*幽

默游戏等(不同的游戏类型&儿童游戏空间的"游

戏性#也不同(

G@

按空间性质划分(正式型与非正式型

正式型儿童游戏空间指幼儿园$或学校%儿童游

戏空间&非正式型儿童游戏空间是除幼儿园$或学

校%之外的其他类型&如家庭儿童游戏空间及社区*

街道*公园等公共游戏空间(篇幅所限&此处仅讨论

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正式型%和家庭儿童游戏空间

$非正式型%(幼儿园和家庭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空

间&前者是以教育为主*生活为辅&融生活于教育中

的儿童成长空间!后者是以生活为主*教育为辅&融

教育于生活中的儿童成长空间(由于空间性质不

同&儿童游戏空间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家庭儿童游戏

空间重视生活游戏&以真实生活为主要游戏内容!幼

儿园儿童游戏空间重视教育游戏&以模拟$假装*想

象%生活为主要游戏内容(因此&家庭儿童游戏空间

中的交互以真实交互为主!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中

的交互以模拟交互为主(家庭儿童游戏空间的主体

是父母和孩子!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的主体主要是

教师和儿童(家庭儿童游戏空间重视自然生产*内

部生成!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重视人为创造*外部支

持(家庭儿童游戏空间是自然化的儿童游戏空间&

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是专门化的儿童游戏空间(家

庭儿童游戏空间关系是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天然

关系!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关系以委托培养关系和

同伴关系为纽带的后天关系(因此&家庭儿童游戏

空间和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是两种性质和功能完全

不同的空间&其空间生产各有特点(

C@

按空间开放性划分(停滞型与生产型

空间生产性是空间生产理论对空间的定性(空

间的本质是一种关系&关系是一种交互&关系是空间

的生命(没有交互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没有空

间生产&没有空间生产&空间就是去生命(空间开放

性将决定空间生产程度或空间关系*空间生命的延

续(空间开放性与空间连接度和连通性这两个生态

学概念密切相关(连通性是指空间的连接状态&连

接度是指空间的连接程度(如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

中各游戏区之间有无隔离或"边界#&这是连通性问

题!而游戏空间中的各种"流#的顺畅流动程度&这是

连接度问题(连通性好&并不一定连接度好&如幼儿

园各游戏区之间从物理空间上看&可能并无阻隔或

边界&其连通性是优良的&但是各种规则*要求*限制

等无形的"边界#阻隔&使"流#&特别是生命流和文化

流受阻&导致空间连接度差!反之&如果减少对儿童

游戏的空间限制&摒弃不必要的空间阻隔&足够有吸

引力的游戏区就会吸引儿童自发地形成生命与文化

的流动&促进空间的交互与生产&甚至在交互中产生

新的游戏空间"生态交错带#(

A@

按空间边界性划分(封闭型与开放型

儿童游戏空间按照有无边界可以划分为封闭型

和开放型两种(由于游戏空间的"边界#并不是一个

物质实体概念&并无"专指#&因此 &封闭型和开放型

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要综合儿童游戏空间尺度的划

分进行把握(从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看&幼儿园的

围墙是空间的绝对边界&儿童室内游戏空间可以认

为是相对封闭的游戏空间&而户外游戏空间则是相

对开放的游戏空间(若以班级为"边界#&则班级范

围内的游戏空间是相对开放的游戏空间&班级中的

区角则是相对封闭的游戏空间(此外&相对社区*公

园儿童游戏空间的开放性而言&家庭儿童游戏空间

则是相对封闭的游戏空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空间开放型与空间开放性

不同(前者就"边界#而言&后者就"空间关系#而言(

前者由"边界#确定&是相对固定的"实体空间#&如家

庭*幼儿园*户外*教室*操场*区角等!后者因"关系#

变化&是无限广阔的"关系空间#&即使是一个幼儿园

小小的区角&只要空间中充满鲜活的物流*能流*信

息流*生命流&也是一个无限开放性的游戏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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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儿童游戏空间生产***以幽默游戏空间

为例

儿童游戏一般包括感觉运动游戏*创造性游戏

$包括建构游戏*表演游戏和角色游戏%和规则游

戏+

#G

,

(但无论是感觉运动游戏*创造性游戏还是规

则游戏都可能是儿童一个人的"表演#&不能充分体

现儿童游戏空间的社会空间生产性&唯有幽默游戏

是最具有社会性的游戏&因为幽默&从来不是指向个

体&即使是自我幽默&也是幽默给人看的(幽默的存

在在于受众&儿童幽默游戏是情境性*社会性和交互

性很强的一种游戏&既具有儿童游戏的基本属性&又

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儿童幽默游戏最能体现儿童

社会交互特性&儿童幽默游戏空间最能体现空间的

社会生产性(对儿童幽默游戏空间生产的分析&既

能揭示幽默游戏空间本身的独特性&又能反映其他

类型儿童游戏空间的生产性特点&还能为其他类型

儿童游戏空间的空间分析提供参考&为此&笔者选择

儿童幽默游戏空间作为游戏空间生产的解析对象(

"幽默是使人发笑的&受人的认知*情绪情感*个

性等方面支配的&在特定情境中表现出诙谐而轻松

的语言或行为的艺术(#"儿童的幽默&特别是言语和

行为的幽默&通过游戏的情境得以表现并促进儿童

的发展#就是幽默游戏+

#C

,

(幽默游戏是蕴含幽默意

味$成分%的游戏(幽默游戏具有非常突出的情境

性&而社会空间与教育空间最看重的便是空间的"情

境性#&布迪厄将这种情境性称之为"社会关系#或

"场域#&福柯称之为"权力关系#&吉登斯称之为"在

场#(无情境不成幽默&幽默游戏也离不开情境

关系(

幽默游戏空间属于儿童游戏空间&幽默游戏空

间与其他儿童游戏空间的区别在于'幽默是游戏空

间的必要特征&具体表现有三点'儿童的幽默*游戏

的幽默与空间的幽默(这三点分别对应儿童游戏空

间生产的主体*媒介和情境(三者相互交融不可分

割地形成"空间整体#'主体是空间中的主体&媒介是

空间中的媒介&情境是空间中的情境000饱含主体

和媒介因素&而不是对象化的环境&更不是指物理环

境(我们认为儿童游戏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主体*

空间媒介和空间情境三者交互的结果(因此&游戏

空间的生产就是交互过程&就是关系的生产(儿童

幽默游戏空间生产也围绕空间主体*空间媒介和空

间情境展开(

#@

空间主体的生产)))幽默的儿童

儿童的幽默与幽默的儿童有区别(前者从受众

的视角出发&关注儿童言语或行为是否给受众以幽

默感&通常是无意的幽默&如"一个小姑娘&把数辆玩

具小汽车并排放在床上&给它们盖上被子&说它们在

睡觉!一个小男孩把水瓢扣在头上&用一根红薯当

枪&说'4我是警察&举起手来3/#

+

#C

,这些使受众发笑

的言行是儿童的幽默&因为主体本身并未觉得自己

的言行是幽默的&但受众感受到了幽默感!后者&从

幽默的主体出发&受众及主体都能感受到幽默主体

的幽默创造性&即主体是有意创造幽默的&通常是有

意的幽默&如一个儿童故意曲解语意或故意以"任意

组合#的方式创造幽默以博得受众的欢笑(儿童游

戏空间由建模建构的社会关系或空间再生产有赖于

幽默的儿童或儿童的幽默与受众之间的互动(

!@

空间媒介的生产)))幽默的游戏

幽默的游戏&是儿童与空间互动的媒介(游戏

本身是一种活动&有赖于儿童的参与&因此游戏的幽

默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儿童幽默的表达&但也

并非绝对&如"老鼠嫁女#的游戏&其本身就含有幽默

的成分(再者&游戏本身是情境性很强的活动(游

戏本身的设计及游戏情境的创设也会让幽默游戏本

身具有幽默色彩&再加上儿童的幽默表达&游戏的幽

默色彩就更浓(因此儿童幽默游戏空间的第二个关

注点就是游戏本身的幽默特点(情境性与幽默性强

的幽默游戏对幽默空间的塑造是显而易见的&强烈

的幽默空间又能对儿童形成幽默塑造(因此&幽默

的儿童与幽默的游戏空间通过幽默的游戏形成了交

互式的因果反馈关系网(

%@

空间情境的生产)))情境的幽默

情境的幽默最初是由个体塑造的(对儿童而

言&除了在自由游戏中儿童一定程度上主动自发地

塑造着幽默游戏空间&通常都由教师等成人对空间

进行幽默塑造&随着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才"自组织

地#生产出更多新的幽默游戏空间(如何对空间进

行幽默塑造2 首先是物质空间的存在&没有物质作

依托的空间不可能是幽默的空间(一间空荡荡的房

子不可能给人以任何幽默感!因此&教师等成人对空

间的物质材料投放&为幽默空间的塑造做好物质准

备是前提条件(而物质材料的空间创设要以儿童身

心发展特点*兴趣爱好和儿童审美特点为依据(夸

张*变形*卡通等符合儿童审美的物质环境创设通常

能激发儿童的幽默感!其次&幽默的情境是幽默空间

创设的必要条件(幽默的最大特点是情境性&幽默

空间塑造的追求便是幽默情境的塑造&幽默情境可

以使枯燥*单调的物质空间变得具有幽默感&如母

G!



!

总
%&

卷 吕进锋&曹能秀'教育空间之思'试论儿童游戏空间

鸡*鸭子这些单独个体并不会给人以任何幽默感&但

一只母鸡后面跟着一群小鸭子这样的情境就显得很

搞笑(把许多的小动物图片毫无规则地随便乱摆&

就没有比对它们进行排队有喜感&对它们进行排队

又没有安排它们一起去"拔萝卜#有幽默感&这就是

儿童幽默游戏空间塑造之"情境性#的魅力所在(

综上所述&儿童幽默游戏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

儿童*游戏和情境这三者的幽默性缺一不可(儿童

的幽默或幽默的儿童是决定因素&是儿童幽默游戏

空间的主体&其对幽默空间和幽默游戏的敏感性和

表达&直接决定儿童幽默游戏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

幽默游戏是媒介条件&非幽默的游戏缺少对儿童的

吸引力&儿童游戏参与度低&幽默游戏空间的生产受

限&反过来又影响幽默空间对幽默儿童的塑造!空间

的幽默是情境条件&缺少幽默的空间不足以激发儿

童游戏的幽默表达$游戏行为%(因此&儿童*游戏与

情境共同构成了儿童游戏空间的交互关系&这种关

系是教育空间关系和社会空间关系的体现&也可说

是关系构成了儿童游戏空间&儿童游戏空间生产本

质是关系的生产(

四"余论

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具有物质性与非物质

性双重属性&该理论引起了社会研究的空间转向&但

社会研究的空间转向并没有引起教育界对教育空间

研究的足够重视(教育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空

间&在空间生产理论的启示下&我们对"教育空间#的

空间理解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应视教育空间为一

种主体性交互的关系空间而加以深入研究(再者&

我们认为教育空间概念比"教育环境#$包括物质环

境和精神环境%具有更广阔而深刻的内涵("教育空

间#是包含物质和精神的整体空间&不仅打破了"教

育环境#的二分局限&避免空间的割裂和分离&而且

特别强调空间内外部的动态交互关系(这就把空间

中的物质与精神统一于时空整体中&使物质空间也

具有了的独特的意义&超越了"教育环境#二分法将

物质空间客体化&将人文空间对象化的局限&让儿童

真正成为空间生产的主体(儿童游戏空间是以游戏

为特征属性的特殊的教育空间&因此对儿童游戏空

间的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加强对

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也是为教育空间研究助力&值

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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