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游戏的视角：张雪门与蒙台梭利思想之比较

孙文杰

（泰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山东泰安 271000）
摘要：游戏是学前儿童的基本活动，游戏思想也是很多教育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幼儿游戏的角度入手，对张雪门

和蒙台梭利的游戏思想进行了比较。首先，对张雪门和蒙台梭利的游戏观分别进行了介绍，其次对两者的游戏思想进行了比

较，发现张雪门与蒙台梭利的游戏思想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具有着共性，最后通过比较得出两者的游戏思想对当代学前教育发

展的价值引领，以期对当今幼儿游戏的指导提供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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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s Games:
A Comparison Between Zhang Xuemen’s and Montessori’s Thoughts

SUN Wen-jie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Taishan University，Taian 271000，China）

Abstract:Play is the basic activity for preschool children，and the thought of play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inking of many edu⁃
cators. This article compares Zhang Xuemen’s and Montessori’s play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s games. The author
firstly introduces Zhang Xuemen’s and Montessori’s game views respectively，and then compares the game thoughts of the two，and
finds that their game thoughts are different but also have commonalities. Finally，through the comparison，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wo
game thoughts have value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reschool education，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enlight⁃
enment for the guidance of children’s game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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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门（1891-1973），我国现代著名幼儿教

育家。他与“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有“南陈北

张”之称。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幼儿教

育家。1907年创办儿童之家，蒙台梭利教育法的

创始人。她的教育思想和方法至今仍影响着我

国的学前教育。很多幼儿园以及早教机构都采

用了蒙氏教学法以及蒙氏教具。

作为两个国家的现代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

想都对当时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

至今也影响着当代学前教育的发展。笔者通过

梳理张雪门和蒙台梭利的思想，将其划分为儿童

观、教育观、课程思想、对教师的培养以及游戏思

想这几方面。发现两者的思想既有相同之处又

有差异所在。相同之处体现在：第一，儿童观上，

张雪门和蒙台梭利都主张尊重儿童的身心发展

特点和阶段，应以儿童为主体；第二，教育观上，

两者都认为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扮演引导者、观

察者的角色。让儿童自己去尝试，在尝试的过程

中给予适时地指导。并为儿童提供有准备的环

境，儿童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能获得更好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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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程思想上，两者都注重对儿童进行感官

教育；第四，对教师的培养上，两者都主张教师要

在实践中学习。差异之处体现在：首先，教育观

上，蒙台梭利主张进行混龄教育。混龄编班是蒙

氏教育的一大特色。而张雪门主张的则是同龄

编班；其次，课程思想上，蒙台梭利为儿童设计了

丰富多彩的精美教具供儿童使用，且教具的使用

步骤和功能是固定的。而张雪门则主张课程材

料从生活中来，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品都可以

成为儿童使用的教具，并且儿童可以尽情发挥想

象力的使用这些教具。

在张雪门和蒙台梭利的的教育思想中，笔者

重点聚焦于两者的游戏思想，试从幼儿游戏的视

角对两者的思想进行比较。幼儿游戏思想是张

雪门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蒙台梭

利的思想中，儿童工作思想是其重要的组成部

分。但是在其著作当中，她也经常把工作称作游

戏。蒙台梭利儿童工作的价值、内容、过程以及

指导策略都具有游戏性［1］。在幼儿园中，幼儿的

基本活动是游戏。游戏的价值也越来越被人所

重视。通过幼儿游戏的视角比较两者的游戏思

想，发现其共性中又包含个性，以期揭示其核心

思想对现代教育的价值。

一、游戏中生活，生活中游戏——张雪门

的幼儿游戏观

（一）游戏理论的基石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开始出现了现代教

育理论的思潮。以欧洲的新教育运动和美国的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为标志，掀起了教育改革的新

篇章。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在各个

领域都掀起了改革的热潮，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学习西方教育理论思潮

的热情高涨。

在这一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对我国的

影响最大。杜威来华之后在北大做了“五大演

讲”。而这一时期张雪门正在北大学习，因此深

受杜威思想的影响。另外，幼儿教育领域中福禄

贝尔和蒙台梭利的思想也对张雪门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2］。除了学习西方思想，张雪门还对同时

期陶行知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受陶行知生

活教育理论思想的影响较大。这些教育家的思

想都形成了张雪门游戏思想的基石。

（二）游戏观

张雪门受到杜威、陶行知等人的影响，认为

“生活”是游戏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首先游戏

来源于幼儿的生活。游戏的开展要以幼儿的直

接经验为依据。脱离幼儿生活和直接经验的游

戏是无法开展的。其次张雪门认为游戏是为了

充实幼儿的生活。幼儿在游戏中能获得身心的

发展，同时也可以获得生活中的技能，增加幼儿

的经验。可见，张雪门的游戏观是围绕幼儿生活

进行的。在游戏中生活，在生活中游戏。

二、工作即游戏——蒙台梭利的幼儿游

戏观

（一）游戏理论的基石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是蒙台梭

利出生和生活的地方。当时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

开展，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社会需要大量的劳

动力。资产阶级意识到教育领域的改革是推动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对教育质量的提高越来

越重视。当时的德国已经开始普及义务教育。越

来越多的教育改革者也开始反对中世纪时期泯灭

儿童天性的“小大人”的儿童观。欧洲掀起了尊重

儿童主体性的新教育运动。蒙台梭利就是其中一

位主张建立“科学教育学”的杰出代表。主张开展

与儿童生活密切联系的教育。

从蒙台梭利的成长和个人求学经历来看，她

从小就对数学和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先后在

工科学院和国立达文奇工业技术学院学习。长

大后又对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不顾父

母的反对，进入罗马大学学习医学，并成为当时

意大利的第一位女医学博士。在罗马大学实习

期间她便开始接触到对智力缺陷儿童的治疗。

毕业后也积极投身于对智力缺陷儿童的教育中，

并创办了“儿童之家”［3］。可见，蒙台梭利的专业

是医学而非教育。她在走上教育之路以后也必

然会带着医学和自然科学的视角来研究儿童发

展的问题。因此也会形成其独特的游戏观。

（二）游戏观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的发展是在“工作”中实

现的。“工作”是儿童与外界相互作用，获得经验

的主要方式。她甚至提出不主张儿童游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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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阅读蒙台梭利的著作我们发现，她对工作

和游戏的区分是比较模糊的。对于同一种活动

既称工作又称游戏。笔者通过研究蒙台梭利工

作和游戏的关系发现，无论是儿童工作的价值，

儿童工作的内容，儿童工作的过程还是儿童工作

的指导策略都具有游戏性［1］。蒙台梭利所主张的

儿童工作与游戏是相通的，它具有游戏的特点。

蒙台梭利反对的是想象类游戏。她认为这是不

切实际的，不利于儿童发展的。

三、张雪门与蒙台梭利游戏思想的异同

比较

（一）异曲同工：张雪门与蒙台梭利游戏思想

的相同之处

1.工作与游戏的关系——工作与游戏密不可分

张雪门认为，“幼儿一天的生活，除了饮食睡

眠之外，都是游戏活动［4］49。”在儿童的眼中，只要

有意思的事情他们都会积极主动地去探索。自

己找材料，自己想办法，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

游戏对于孩子来说是玩，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也同

样是玩。只有在成人的观念里才会把游戏和工

作分为两件事情。在儿童的世界里，两者是密不

可分的。工作即游戏，游戏即工作。

由于蒙台梭利有着自然科学的专业背景，她

在教育中提倡“儿童工作”。蒙台梭利对工作的

定义是“儿童出于内在生命力的驱使或者儿童的

生理与心理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自发性活动。

这种活动使得儿童不断地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

产生经验来促进儿童的生理及心理的发展［5］418。”

她认为只有在工作中儿童是全神贯注的，这是实

现自我发展最好的方式。但是在蒙台梭利的著

作中我们发现，对于同一种活动她既称工作又称

游戏。并且工作与游戏是相通的，密不可分的。

在活动动机上，工作与游戏的动机一样，都是完

全自愿的；在活动过程上，两者都十分重视活动

过程，强调游戏性体验，注重儿童自主性的培养；

在活动结果上，两者都是促进儿童发展的。因此

蒙台梭利的“儿童工作”具有游戏性，与游戏是密

不可分的。

2.游戏指导方法——尊重儿童

张雪门的游戏指导方法是以“尊重儿童”为

出发点的。他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研究，提出了

九条指导儿童游戏的方法。第一，教师要充分地

熟悉游戏，并对游戏有着足够的热情，这样教师

才能更好地指导幼儿游戏；第二，要多给儿童自

主选择，自我表现的机会。教师要准备丰富的材

料，儿童可以自由选择。在游戏过程中也要注意

培养幼儿的创造力；第三，教师在与幼儿游戏中

要实现“精神同化”，完全融入到幼儿的游戏世界

中；第四，要根据儿童的生理特点来决定游戏时

间的长短；第五，让所有儿童都有参加游戏的机

会，照顾每个孩子的感受；第六，多开展户外游戏

活动，教师要注意维持户外游戏活动的秩序；第

七，教师在指导幼儿游戏时，要采用鼓励暗示的

方法，保护儿童的兴趣；第八，游戏中都是有规则

的，在游戏时教师要为幼儿树立规则意识，养成

幼儿良好的习惯；第九，在儿童做错事情时，教师

不能嘲笑儿童。可见，张雪门的游戏指导方法都

是建立在尊重儿童的基础之上的。教师要充分

地了解儿童、了解游戏。

蒙台梭利对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儿童全部

要听从教师安排的师幼关系进行了批判。她认

为儿童自身就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工作

中会主动探索。教师的角色应该是一个观察和

指导者。蒙台梭利把教师称为指导员。善于观

察是教师最基本的品质。教师要做的主要是三

方面的工作：第一，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衣着整

洁，并且要管理和保护好环境；第二，对于不专

心、不遵守秩序的儿童要进行劝导，但是要注意

方法的适当，不能强迫；第三，对于专心工作的儿

童要善于观察。可见，蒙台梭利对于儿童工作的

指导方式与教师对游戏的指导方式是一样的，都

是要尊重儿童的主体性。儿童在工作时是完全

出于自己的兴趣，教师要像一个自然科学家一样

耐心地观察儿童的活动。

3.游戏内容——重视感官游戏

张雪门与蒙台梭利都十分重视感官游戏。张

雪门认为幼稚园游戏包括六大类，分别是感觉游

戏、社交游戏、竞争游戏、猜测游戏、表演游戏、其他

游戏［6］。他把感觉游戏列入到了幼稚园六大游戏

之首。他提出感官游戏是训练儿童感官敏锐度以

及相互之间关联的最好方式。在课程的编制中，张

雪门也提到要将课程与儿童的感官发展紧密融

合。在这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要将儿童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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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感官调动起来。因此在张雪门编制的教材中就

有感官游戏这个科目。比如让幼儿学唱一首歌，耳

朵听着节奏，口里唱着歌词，手脚打着节拍，这样多

感官的配合才能学得更快更好。

蒙台梭利在“儿童之家”中也十分重视儿童

的感官训练。她发明了很多教具来训练儿童的

感官。但比教具更为有效的是感官游戏。蒙台

梭利将感官游戏分为了两大类：一类是多种感官

配合的游戏。比如“我拿小球在手中”，儿童要注

意听音乐，当听到“滚”的时候就要用手的力量把

球滚到圆圈之中；另一类是独立感官的游戏。比

如“盲人找铃”，儿童将眼睛蒙住，全凭听觉去寻

找铃声。

（二）和而不同：张雪门与蒙台梭利游戏思想

的差异所在

1.游戏的功能——“享乐与教育功能并存”与

“教育功能”

张雪门十分重视游戏本身的享乐功能。在

选择游戏材料的时候，教师要多给儿童自己创作

的自由和机会，而不能只给儿童现成固定的材料

做机械的训练。在游戏开展的过程中，教师要多

给儿童自我表现、订正的机会，不要只注重模仿

或者成绩。比如张雪门设计的行为课程中，有一

个设计是以“饼和饼铺”为中心。在这个主题的

游戏活动中除了让儿童知道饼是怎么制作的，买

卖是如何进行的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

让儿童体验到游戏的乐趣。除了重视游戏的享

乐功能，张雪门也重视游戏对儿童的教育功能。

他认为应该把游戏融入到幼儿园教学中去。游

戏活动的开展可以锻炼儿童的肌肉，促进儿童感

官的发展，还可以增进儿童的认知，培养儿童的

国民性等。因此，张雪门主张游戏功能是享乐和

教育功能并存的。

蒙台梭利对于游戏的教育功能过度专注，而

反对游戏的享乐功能。她特别反对儿童象征性

的游戏。即“以人代人，以物代物”的假想性游

戏。她认为这些游戏中的幻想脱离现实，对儿童

的发展是有害的。蒙台梭利对于游戏本身享乐

功能的反对让很多读者都认为蒙台梭利无游戏

思想，或者简单将其理解为“主张工作，反对游

戏”。实际上，蒙台梭利所主张的工作也是游

戏［7］161。这种游戏更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建构游

戏、规则游戏等。她反对的是更具有想象力和娱

乐性的象征性游戏。

2.游戏开展的方式——“集体游戏”与“个人游戏”

张雪门十分重视集体游戏的开展。他认为

只有在集体游戏中儿童才能真正建立规则意识，

尊重他人的意见。在集体游戏中，游戏的规则由

孩子们一起商议来决定。比如小朋友们一起玩

滑梯的游戏，大家争前恐后地抢着玩。教师会让

小朋友自己制定游戏规则，让游戏有序的开展。

在集体游戏的开展中，才能让幼儿学会互助、合

作等，真正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与张雪门不同的是，蒙台梭利重视的是个人

游戏。蒙台梭利认为每个儿童都有自己的特点、

需要以及潜能。每个儿童的敏感期也是不同的。

所以她十分强调儿童的个性发展。在“儿童之家”

主要是对儿童进行个别化的教育，进行个人游戏，

而集体的游戏是很少有的［8］。在个人游戏中，儿

童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把全部的注意力都

放到对教具的操作和使用上。在教具的操作和使

用中，儿童可以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锻炼其意志

力。蒙台梭利还认为“儿童之家”本来就是一个集

体。这种集体的大环境，同班中不同年龄的孩子

组成的集体以及教师的指导等都可以培养儿童的

集体意识。所以她认为个人游戏也是可以促进儿

童的社会性发展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儿童的社

会性发展是要通过同伴间的交往，集体的合作等

去实现的。仅仅通过个人游戏是不能培养儿童的

集体意识以及社会交往技能的。

3.游戏材料——“非结构化材料”与“结构化

教具”

在游戏材料的使用上，张雪门主张利用随处

可见的肥皂、蜡烛、脸盆等日用品。废弃的玻璃

瓶、旧书报、废纸箱等废旧物品，或者石头、沙子、

树叶、花瓣等天然的物品。他认为这些非结构化

游戏材料的教育价值要远远大于精美的结构化

玩具。这些材料的使用可以更好地促进幼儿想

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

与张雪门不同，蒙台梭利为儿童提供的游戏

材料是她专门设计发明的一套精美的结构化教

具。这些教具都是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围

绕儿童发展的各个方面来设计的。这些教具也

可以称作在“儿童之家”的玩具。在“儿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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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儿童可以自由选择活动的材料，但是操作的

程序和步骤是固定的。儿童必须按照唯一的方

式去使用这些教具。比如在蒙台梭利的教具中

有一个“粉红色的塔”，它只能用来进行排序活

动，而不能拿来当做搭积木或者其他游戏活动的

材料。这就大大限制了儿童想象力的发挥。

四、张雪门与蒙台梭利游戏思想对当代

学前教育的价值引领

从幼儿游戏的视角来比较两位生活在不同

国家的现代教育家的思想，他们既有相同之处又

有差异所在。他们的游戏思想符合当时的时代

特点，促进了当时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里程碑

式的教育家，他们的游戏思想至今也影响着当今

学前教育的发展。对当今学前教育的发展起着

价值引领作用。

（一）以游戏为主要活动——激发儿童的创

造性思维

无论是张雪门倡导的“在生活中游戏，在游

戏中生活”，还是蒙台梭利主张的与游戏有着相

同本质的“工作”，都注重在游戏中对儿童创造力

的培养。游戏是儿童最喜爱的活动，也是促进儿

童各方面发展的最适宜的活动。在游戏中，儿童

能体验到快乐、自由和满足。在游戏中，儿童能

获得对周围世界的认知，善于观察，学会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创造性思维会逐渐提高。

为儿童提供合适的材料与环境，让游戏成为儿童

主要的活动，这是每个教育者应该努力做到的。

（二）学会倾听儿童——尊重儿童的主体地位

在传统的儿童观中教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对教师的安排儿童只能被动地接受。现代的儿

童观则主张教师要倾听儿童，尊重儿童的主体地

位。在游戏活动中教师要做的不是指挥儿童，而

是观察和倾听儿童，照顾每个孩子的感受。蒙台

梭利认为教师应该像一个自然科学家一样耐心

地观察儿童。为儿童提供有准备的环境，充分尊

重儿童的主体地位。在游戏中教师要注意聆听

儿童的心声，为他们提供充满爱和快乐的环境，

保护孩子的好奇心。

（三）集体游戏与个人游戏相结合——培养

儿童的社会性与个人潜能

在幼儿园开展游戏中要注意集体游戏与个

人游戏的结合。张雪门提倡集体游戏的开展。

在集体游戏中幼儿能逐渐学会如何进行同伴交

往，学会与同伴分享与合作，培养幼儿的集体意

识。因此教师要善于组织开展集体游戏。但是

只开展集体游戏还是不够的。教师还应注意给

幼儿进行个人游戏的机会。蒙台梭利认为每个

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潜能。在个人游戏的开

展中可以发挥幼儿的个人潜能。教师要注意观

察，以便能够了解每个孩子的特点。

（四）提供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游戏材料——

促进儿童想象力的发展

幼儿的游戏材料既要有功能较确定化的结

构化材料，也要有随处可见的各种非结构化材

料。张雪门主张幼儿的游戏材料应是生活中各

种常见的物品。比如布料、盒子、脸盆、石头等。

这些非结构化材料可以让幼儿充分发挥想象

力。但是在提供非结构化材料的同时，也要给幼

儿提供一些结构化游戏材料。比如蒙台梭利的

教具。这是针对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设计的结

构化游戏材料。通过操作结构化教具也可以促

进儿童各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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