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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wing to the openness of kindergarten plays, children can develop a lot of creative behaviors.

Teachers’wisdom is needed to meet children’s needs and promote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e wisdom of

teachers to organize plays is based on virtue, with knowledge, ability and emotion as the main body, experience

as the mixer. These factorsconstantly blend and integrate towards enrichment, accommodation and symbiosis.

The wisdom of teacher inplay organiz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by investing in emotion, strengthening

learning,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ractice and being good at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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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摘 要：由于幼儿园游戏的开放性，儿童会有很多的创意行为，教师如何应对以满足儿童需要和促进儿童发展，需要教师的智

慧。教师组织游戏的智慧以德性为根基，以知识、能力和情感为主体，以经验为搅拌器，不断地交融整合，走向丰富、融通、共

生。教师游戏组织智慧需要通过投入情感、加强学习、重视实践、善于反思等途径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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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儿童在某一固定时空中，遵从一定规则，

伴有愉悦情绪，自发、自愿进行的有序活动”［1］13 ，游戏

也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

行）》中将“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作为教师专业能力

之一，明确要求教师要为儿童提供适宜的游戏条件，并

能引发和促进幼儿的游戏，引导幼儿在游戏中获得多

方面的发展。然而，由于游戏的开放性，儿童在游戏中

会有天马行空般的想法和行为，教师如何捕捉、判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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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才能适应儿童的需要和发展，需要教师智慧的

火花。

一、游戏组织智慧的构成

智慧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汇，自古以来就被中西

方的先哲们所关注。亚里士多德把“哲学”界定为“爱

智慧”，他认为智慧不是从个别认识得来，而是由普遍

认识产生，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2］2 。怀特海

认为：“智慧是掌握知识的方式，涉及知识的处理、知识

的选择及知识的有价值运用”［3］54 。洛克认为智慧

是：“一种善良的天性、心灵的努力和经验结合而成

的产物”［4］117 。在我国，“智慧”最早出现在《孟子·公孙

丑》中“虽有知慧，不如乘势”，此处的知慧就是智慧［5］。

老子的“大道至简”是一种智慧，冯契的“以道观之”也是

一种智慧，从认识到智慧的转化需要达到“天地与我并

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6］418-419 。《新华词典》中对智慧

的解释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聪明才干，同智力”［7］268。《现

代汉语词典》解释“智慧是指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

力”［8］1759 。《辞海》把智慧定义为“对事物能认识、辨析、

判断和发明创造的能力”［9］。

可见，智慧不仅是“知识”、“聪明才干”，也是“能

力”、“经验”，还是“善”和“美德”的体现，其中既有机智

应对挑战的理性特征，也有展现精神境界的德性特征，

其实质是“合理恰当的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超和高

尚的智能”［10］。因此，在笔者看来，智慧是一种内涵丰

富、特质复杂的综合的整体结构，这个结构囊括了德

性、知识、能力、情感和经验，各部分相互交织，整体发

挥作用。

智慧是优秀教师的核心标志，它主要表征为教师

在复杂教育情境中能够做出恰当的行为选择。有学者

认为教师智慧是：“合理认识与解决教育理论与实践问

题的才智”；［11］也有学者指出“教师实践智慧是教师所

具有的教育理念与师德、教育实践知识和能力所达到

的一种综合性品质、状态与境界”［12］；还有学者将教师

智慧描述为“经验智慧、理智智慧与境界智慧”三种类

型［13］。事实上，无论是将教师智慧看作智能，抑或品

质、抑或境界都强调了教师智慧的重要性，构成要素的

综合性，突显出“智慧”的多层含义。对于学前教育领

域的教师来说，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儿童游戏时

间不是教师只管安全的休闲时刻，而是高度复杂隐性

的教育实践活动，这种复杂性和内隐性要求教师采用

有别于线性的指导思维方式来解决游戏中的问题，这

就要求教师发挥自己的智慧组织游戏。而教师游戏组

织的智慧正是根植于智慧的整体结构之中，以德性为

根基，以知识、能力和情感为主体，以经验为搅拌器，不

断地交融整合，走向丰富、融通、共生的境界。

（一）游戏组织智慧的构成要素

1. 德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明智（phronesis）只有和伦理德性

的辩证统合才能做到圆满地解决问题。“在他的逻辑体

系中，伦理德性是掌握具体的善，同时为明智提供力

量；明智是认识到总体的善，并且以其为航标，选择恰

当的策略。”［14］可见，德性是智慧的根基要素，没有德

性，智慧将会偏离方向。德性是发自心灵的善意，是人

对自由、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带着这样的善意，对于

游戏的价值判断就不会如同新教徒一般，视游戏为邪

恶、轻浮、懒惰的表现，而是将游戏看作健康生活的一

部分。带着这样的善意，儿童的游戏才会真正走入教

师的眼里，走进教师的心里。带着这样的善意，教师才

会在儿童游戏中去关注儿童的尊严、权利、自由以及向

善的发展。

2. 知识

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9］。虽然智慧与

知识没有多少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没有必要的一些

知识和技巧，也很难形成智慧。知识是构建智慧的砖

瓦，是智慧用以选择、判断和运用的基石。关于游戏，

需要储备以下方面的一些知识：

（1）游戏的本体性知识。关于游戏本身的一些基

础性知识，包括游戏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不同类型游

戏的特点和价值的分析等。教师可以纵向从儿童游戏

的起源、发展历程到当下研究热点进行梳理；横向从不

同流派的游戏理论和不同游戏类型要素、特点进行学

习和了解，建构自己对于游戏知识的理解框架。

（2）游戏中的儿童的知识。首先，需要了解儿童发

展的一般性知识，包括不同年龄段儿童身心发展的特

点，游戏与儿童各方面发展的关系等；其次，需要了解

儿童在游戏中的一些特点，包括不同年龄段儿童游戏

的喜好与能力水平，各种类型的游戏对于不同年龄段

儿童的发展价值等；第三，需要了解个体儿童在游戏中

的表现，包括儿童对游戏的喜好和偏爱，儿童在游戏中

表现出的发展现状和倾向等。

（3）游戏观察与回应的知识。游戏中教师的智慧

具体体现在对儿童专业的观察分析基础上给予合理恰

当的回应，而这种观察和回应需要相应的知识。包括

观察目标、观察计划、观察方法、记录方法、儿童发展评

价等方面的知识。

这样三方面的知识储备，能够帮助教师在具体的

情境中，有意识地关注儿童，有可能敏锐地洞察到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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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的发展状况，及时捕捉有效的信息，并辨析儿童可

能获得的发展价值，继而给予明智的判断和回应。

案例：大班的一名男孩子在积木区搭建环形楼

房，他快速地用1/2圆搭建镂空楼层。他已经连续几

天用这样的材料和这样的方式搭建，且教师感觉今天

他搭建的时候不如前几天投入。

用以上三个方面的知识可以做简单的分析如下：

首先，结构游戏对儿童数学、科学方面的发展有影响，

该案例中可能涉及到圆及其组成部分、重心的稳定等

经验的感知；其次，大班儿童在垒高、架空等建构技能

上已经比较娴熟；最后，教师用定点观察的方法观察该

名幼儿一段时间，发现该名幼儿已较长时间这样搭建，

且不如前期那么投入。假设运用这三方面的信息来分

析该名儿童，得出游戏内容缺乏挑战性，那么，教师就

可能通过将1/2圆更改为1/4圆投放到建构区，从而增

加游戏的挑战性，通过继续观察和分析儿童的游戏情

况，以判断回应得是否合理恰当。

3. 能力

在这里，能力是指教师在开展游戏活动中、能够

基于对儿童行为的观察，做出恰当的回应，以促进儿童

发展的能力。主要由洞察能力、权衡能力、决策能力和

反思能力等构成。

（1）敏锐的洞察能力。洞察能力是教师在儿童游

戏的情境中，通过自己的感知觉收集来自儿童的各种

信息，并对它们所蕴含的教育价值和意义进行比较明

智的分析和判断。这种洞察能力主要表现在对各种信

息的敏感性和分辨能力上，能够从复杂的游戏现场，及

时感知和捕捉到有效的信息。

（2）理性的权衡能力。权衡能力从大的方面看是

教师在理想和现实之中选择最佳的平衡点；从小的方

面看是教师在觉察到游戏现场的有效信息后，在可能

的回应选择之间选择最佳的平衡点。这种平衡能力主

要表现在对各种价值和意义的分析和取舍上，能够从

一些矛盾，或者多样化的选择中做出适当的取舍。

（3）坚定的决策能力。决策能力是教师在对幼儿

行为及发展的可能性做分析和权衡的基础上，做出有

效决定的能力。这种决策能力主要表现在对儿童游戏

行为的理解和专业解读，以及基于此的判断和执行。

（4）巧妙的应变能力。应变能力是教师在各种“意

外”的现场，能够随机应变，巧妙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种应变能力主要表现在面临复杂的情况下，表现出

来的一种迅速、准确的判断力，以及熟练使用各种应对

技巧的能力。

（5）审慎的反思能力。反思能力是教师对自己的

教育认识和教育行为的再认识和再思考，并以此来总

结经验教训。这种反思能力主要表现在对事实的分解

和分析上，首先将游戏现场的信息进行分解或组合，然

后进行有深度的分析。

案例：老师刚扫完地，地上又多了很多的纸屑。

老师观察后发现悠悠和乐乐一有空就将餐巾纸撕成小

碎片玩，并一看到老师就把小手藏起来。老师想起儿

童发展心理学课堂上讲过2-3岁幼儿喜欢撕纸片玩，

感到撕纸背后蕴涵教育契机，于是，在教室一角开辟了

“玩纸游戏角”，提供了各种质地的纸片。孩子们在这

个区域从撕纸片玩到向天空中抛洒纸片玩，玩得饶有

趣味。老师又在游戏角里添加了小勺、小铲、小风车、

卷纸筒等材料，引发了孩子们更多的玩法。

（资料来源：汪丽.飘飞的“纸雪花”［J］.上海托幼，

2009（02）：14-15.引用时有删减）

以上案例，教师在幼儿园平常的一日生活中，洞

察到儿童“撕纸行为”的特别，这个时候是关注地面卫

生而讨论行为规则问题，还是关注儿童行为背后的需

要和教育价值问题？教师在心中权衡之后，认为该行

为蕴含丰富的教育价值，而果断决定支持儿童的游戏

行为。教师通过创设玩纸游戏角和提供各种材质的纸

片来回应幼儿，支持幼儿进一步的探索。果然，幼儿玩

得更尽兴，也玩得更多样。教师通过观察和思考，从幼

儿精细动作发展到科学现象的多样体验，不断丰富游

戏材料，也不断反思自己的支持策略，以满足幼儿游戏

需要，并促进幼儿多样发展。在这样的案例中，教师综

合运用了洞察、权衡、决策、应变、反思等能力，有效地

支持了幼儿游戏的开展。

4. 情感

“智慧不仅属于认识范畴，同时也属于情感范畴。

如果只从认识范畴来谈智慧，这种智慧是不完整的。

情感不仅是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为智慧的生

成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是智慧发展的维持系统。”［15］教

师必须拥有对儿童和游戏的爱和关心，必须拥有对学

习的热情和期待，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去关注、理

解、支持游戏中的儿童。可以说，情感在很高的程度上

维持人对智慧的追求，并不断加深对游戏的认识和整

体把握，以滋养智慧的生成。在游戏中，教师的爱和同

理心是构成情感智慧的核心内容。

（1）爱。教师对幼儿的热爱是智慧形成的重要基

础，教师爱孩子，才会对孩子的世界好奇，才会想要了

解他们，走进他们；教师对游戏的热爱是游戏智慧形成

的重要条件，教师热爱游戏，才会用心去关注游戏，去

研究游戏；教师对学习和思考的热爱是游戏智慧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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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保障，教师热爱学习和思考，才会不断去琢磨游

戏中的信息，反思自己的行为，以提升自己的能力。

（2）同理心。教师首先要能够理解儿童，站在儿童

的视角去思考他需要什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

为；其次，教师要能够接纳儿童，儿童在游戏中会有无

限的创意和洒脱的行为，教师要能接纳儿童与自己预

想的不同；第三，教师要能够支持儿童，让儿童能够在

成人的帮助下最大限度地去实现自己的构想和创造。

案例：果果搜罗出几个皱巴巴的塑料杯装自己切

的“西瓜”，由于反复玩耍，杯子被弄破了，果果再次寻

找新杯子无果，十分沮丧。下午，老师悄悄放了质量好

的杯子在柜子里，果果再次走进娃娃家时发现了，高兴

得跳起来，玩了一下午的自创果汁游戏。之后，果果端

着做好的果汁往客厅的空座位走去，可是，同伴提出有

人坐而拒绝了果果，果果不知所措，转身回到了小厨

房。由于平时小伙伴们不太愿意跟他玩，老师感到此

时问题的解决对果果来说有重要意义，老师先建议小

伙伴们邀请果果一起玩，后找了张垫子放到客厅。果

果发现客厅有垫子可以坐，高兴地端着果汁盘坐下，与

同伴分享果汁，在你一言我一语中，果果开始融入到这

个温馨的小家中。

（资料来源：樊静雨.支持无声 发展有痕——从

“娃娃家果汁游戏”看教师的游戏素养［J］.教育科学论

坛，2013（12）：53-54.引用时有删减）

显然，以上案例中的教师对幼儿是有着浓浓的爱

意和关心的，她站在幼儿的视角思考，试图去理解孩子

的渴望和意图，去体谅孩子的心境与感受。在孩子需要

的时候，默默地给与帮助，让孩子能够享受到游戏的愉

悦，感受到同伴接纳的温暖，游戏的情节越加的丰富。

5. 经验

教师的成长，离不开实践的锤炼。“智慧和机智是

我们通过教学的实践——不仅仅是教学本身所获得

的。通过过去的经验，结合对这些经验的反思，我们得

以体现机智。”［16］274 真正的智慧总是在一次一次的经历

中，通过运用知识进行实践、反思而得以生成和升华。

（1）经常——在经常开展中去经历

教师应深刻认识到游戏对儿童的价值，保证儿童

有充足的游戏时间。同时，教师也应该用足够的时间

去关注、观察、思考儿童的游戏。时间是条件保证，只

有在经常开展游戏中去经历游戏的组织，才可能在量

的基础上得到质的提升。

（2）经历——经历中积累经验

教师关于游戏的各种知识，只有在实际的运用过

程中才能转化为自己的思想。离开了与实践的结合，

只能说我们记住了一些概念或者说掌握了一些知识，

而不能说它已经转化为我们的思想，更不可能在不同

情境下自如地运用知识。

（3）经验——经验中生成智慧

教师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丰富多样，有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败的经验。通过反思，站在更为理性的层面

思考和梳理自己的经验，让经验得到不断地提炼和优

化，上升成为智慧。

（二）游戏组织智慧构成要素的交互作用

游戏组织智慧由几个相互联系又独立的部分组

成，交互作用生成了教师的游戏组织智慧。其构成要

素的相互作用如图1所示：

图1 教师游戏组织智慧生成模式图

德性犹如“根基”部分，它是游戏组织智慧的基

础。德性与教师对于游戏的价值取向和认识态度有

关，基于此而形成相应的游戏观念，进而产生行动。德

性是一种内部的价值指引，虽不是外显出的机智行为，

但它左右着教师的行为扎根于何种理念，朝什么方向

发展，成为什么样的样态。

知识、能力和情感犹如“螺旋体的主体”部分，它们

也是游戏组织智慧的主体。三者在交互发生着作用，

教师会因为热爱儿童、热爱游戏，而愿意获取更多的相

关知识，而知识的充分准备又容易展现较好的技能技

巧，而较好能力的成果回馈容易让教师更热爱儿童和

游戏。因此，三者相互地制约和促进，实现共同发展。

经验犹如“搅拌器”部分，它是游戏组织智慧的催

化剂。经验将教师的情感、知识、能力搅拌在一起，对

于教师来说，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抑或失败的经验，都

将推动着教师去运用、修正、丰富已有的情感、知识和

能力，逐渐形成更为丰富、结构紧密的综合体，即教师

的游戏组织智慧。

二、游戏组织智慧的提升路径

游戏组织智慧是相关知识、能力、情感、德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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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互交织、共同发生作用的产物。这些因素之间虽

不是简单相加的关系，但各种因素相应的经验储备，是

提升智慧水平的必要基础。因此，提升教师的游戏组

织智慧，可以从以下方面努力：

（一）调动职业情感，关注师德建设

情感是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智慧的维持系

统，因此，要关注教师的职业情感状态，积极调动教师

的职业情感。让教师对儿童充满爱心、耐心和责任心，

学会关心和爱护每一个孩子，并对孩子充满热情与好

奇。让教师内心充满善意和宁静，减少各种功利性任

务带来的焦虑和浮躁，在归于宁静的过程中深切体会

游戏的真正内涵和价值，从而珍视儿童的游戏精神，学

会理解和支持儿童。

（二）激发学习热情，储备基础知识

学习是提升智慧的必要条件，只有不断地学习知

识和经验，才有可能不断地提升智慧水平。因此，要注

意激发教师学习的热情，热情是学习的动力，能维持终

身进取的状态。同时，教师的学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

儿童知识、游戏知识、观察知识等专业理论知识的学

习，也包括教育学、美学、人文历史学等基础学科的广

泛涉猎，同时，还包括实践中的学习，经验中的学习。

学习也既包括自己学习，也包括教师间的相互学习，还

包括向教育对象——儿童的学习。教师的智慧提高

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中得以实现的。

（三）重视实践和反思，提升综合能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的理论知识只

有在实践中才能得以转化为个人的经验和思想。实践

不是简单的做事情，而是带着理论进行运用；实践也不

仅仅是理论的运用，还要用情用心去感受和体验，从中

得出自己的感悟和经验。反思是教师对组织游戏活动

中的言语和行为等进行回顾、分析、判断，以调整自己

的言行，改善方法策略以适应儿童的需要和发展的行

为。教师应当重视实践和反思，并通过实践和反思更

好地理解游戏，理解儿童，提升自己辨识、分析、判断、

平衡、决策等各方面的能力，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游戏

组织智慧。

范梅南指出：“教师不像舞台演员，教师不能确定

他们的台词。教学需要现场的技巧，瞬间理解变化的

情境，快速反应，知道如何做，何时停止。不具备这些

技巧的教师往往变成了任务的执行者或演说家。”［17］

幼儿教师在组织游戏活动中更是如此，游戏中的各种

不确定性更需要教师的智慧应对。游戏组织智慧也并

不神秘，教师可以通过学习、实践、反思等方式，不断积

累相应的经验，从经验的提炼中实现智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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