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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美国引导游戏理论和欧美新兴的游戏本位学习理论，深度思考教师在放手游戏中的“为”与“不为”、“如何为之”这一

现实问题。教师对幼儿游戏的“为”与“不为”在本质上都是教师的专业决策，游戏背后的教师专业决策包括信念、知识、判断、

支持、反思五个构成要素，以及基于充分、细致观察的价值判断，基于丰富、系统知识的专业支持和基于反思、调整的学习发展

的闭环过程。为保障幼儿教师专业决策能力的提升，可通过明确多重角色、丰富四类知识、遵循两条路向等路径获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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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Professional Decision：making Behind Young Children’s Play:
Whether and How to Interv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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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merican guided play theory and the emerging play-based learning theory in Europe and America，this paper
deeply considers the realistic problems of“doing”and“not doing”of teachers in letting go of the play，and the“how to do it”. Teach⁃
ers’“doing”and“not doing”in children’s play are essentially teachers’professional decisions，and the decisions behind play in⁃
clude five components of belief，knowledge，judgment，support and reflection，as well as value judgments based on adequate and
careful observation，professional support based on rich and systematic knowledge，and a closed-loop process of learning development
based on reflection and adjustment. In view of this，in order to ensure the improvement of preschool teachers’professional decision-
making ability，the developmen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larifying multiple roles，enriching four types of knowledge，and following
two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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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的儿童发展功能已成为学前教育工作

者的共识，但是尚未在实践中充分贯彻执行，教

师对幼儿游戏的支持在实践中经常被忽视。“以

游戏为基本活动”以及倡导幼儿游戏权的理念在

我国已宣传和落实了30年［1］，但在教师支持幼儿

游戏的过程中，一线教师存在诸多疑惑：是否应

该介入幼儿游戏、如何介入幼儿游戏等，出现这

些问题的根源是教师对于幼儿游戏背后教师专

业决策的深层逻辑还未理清。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可以考虑借助美国引导游戏理论和欧美新兴

的游戏本位学习理论来打开教师的思维，帮助教

师理解幼儿游戏背后的教师作为。

■专题：儿童游戏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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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游戏背后的教师“作为”

在幼儿园自主游戏活动中，放手游戏是否还

要教师的“作为”？如果用一个词来替换游戏中

的“介入”教师会用什么词呢？在对50位一线幼

教工作者的调查显示频次前三位的词分别是“融

入、加入”（17次）、“指导、引导”（15次）、“参与”

（15次）。本研究尝试从三个维度论证幼儿游戏

背后的教师“作为”。

（一）幼儿游戏背后教师“作为”的理论基础

作为教育机构中的游戏，幼儿园游戏不应与

家庭、社会等日常生活中强调幼儿自发、自主、自

由的游戏混淆，虽然也强调幼儿的自主，但游戏

是在“有准备的环境”中发生，环境本身就饱含了

教育目的性与计划性。幼儿游戏背后的教师为

何要有所作为？美国引导游戏理论和欧美新兴

的游戏本位学习理论给出了必要解释。

美国引导游戏理论在学者对游戏研究的深

入、学前教育质量提升的现实需求和游戏教学改

革的发展中衍生。引导游戏首次出现在文献中

就是为了改变教学和游戏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

而被提及［2］。从内涵来看，“引导游戏（Guided

Play）”通常被定义为“中间地带教学法（Middle-

ground Pedagogical Approach）”，这主要是因为它

是介于结构性游戏和自由游戏之间的一种学前

教育方法［3］。引导游戏是指由成人发起的，由幼

儿主导的游戏，它具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它需要

结构化的游戏环境，但幼儿在游戏过程中仍有足

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自主探索［2］。我们强调的自

主游戏虽然不提倡成人发起，但不排斥教师发挥

引导作用，在幼儿游戏的发展过程中，引导游戏

有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师始终发挥着引导的作

用。

欧美新兴的游戏本位学习理论与美国引导

游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从提出背景来看，主

要是西方学界对皮亚杰理论的反思、“学业水平

焦虑”现象影响到学前教育以及在这二者基础上

的对维果斯基游戏理论的应用思考中产生的。

“游戏本位学习”主张将游戏作为幼儿学习途径、

载体的一种学习理念和方式。在本质上区别于

“以游戏促进学习”，提出“游戏即学习”的论断，

即游戏不是或不仅是促进学习的手段，它本身即

是一种学习［4］。游戏本位学习的特点是强调幼儿

与社会中他人互动后产生经验，能对自我进行建

构，但这种建构需要成人的帮助，用“鹰架教学”

的方法促进幼儿的学习，激发幼儿的游戏动机，

灵活开展游戏教学。

为了提高自主游戏水平，并非不需要教师参

与和有所作为。爱德华兹（Edwards）等人在一项

对自由游戏的研究中发现，只是提供给幼儿各种

过滤材料，期望其自行发现过滤概念并未能取得

预期的结果;弗里尔（Fleer）针对户外游戏的研究

也证明，仅靠提供相关材料并不足以诱发预期的

探索［4］。因此，教师要意识到游戏同时是幼儿的

一种学习，应明确教学目标，设置有准备的游戏

环境，给予幼儿游戏的空间与时间，在游戏中看

到幼儿的游戏经验，针对幼儿游戏的“最近发展

区”提供帮助，为此，还应注重自身游戏指导能力

的提升。

（二）幼儿游戏背后教师“作为”的本质属性

从本质上讲，游戏和教育是两种性质不同的

活动，前者是幼儿自发生成的，后者则是成人有

目的、有计划的，但就其功能来说，两者有内在联

系，在终点上是一致的，即游戏的结果和教育的

目标都是幼儿的发展［5］118。幼儿自主与教师引导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自主是引导的前提，引导是

自主的保障。幼儿的自主是基于幼儿自身丰富

的生活经验之上，这跟幼儿自身的年龄特征和生

理成熟密不可分，幼儿在开展游戏活动前的经验

准备是自主的基底。幼儿园游戏引导的关键在

于教师，教师在保证幼儿安全的前提下，还应发

挥着多种作用。在幼儿游戏前，教师需为幼儿创

设丰富的游戏环境、提供多样可操作的材料、在

幼儿游戏出现困难时帮助幼儿、观察评价幼儿游

戏表现，在幼儿游戏后评价、回顾、反思游戏。

2019年全国开展幼儿园优秀游戏活动案例遴选，

遴选标准中“教师的支持引导适宜有效”占比最

高，凸显了幼儿园游戏中教师的重要作用。不管

是显性层面的物质提供，还是隐性层面的心理支

持，教师的“作为”都在幼儿游戏的过程中起到了

重要的保障作用。正如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编

的《游戏.学习.发展——全国幼儿园优秀游戏活

动案例编选》一书在前言中所强调：“幼儿园游戏

与家庭游戏的最大区别在于教师的作用。 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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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创设到材料提供、从游戏激发到鼓励支持，从

细心观察到耐心倾听，教师的作用或隐或现，无

处不在。教师的适宜支持和引导是幼儿游戏和

发展的重要保障。”［1］1，3，29为此，幼儿 园教师在幼

儿游戏中必须有所“作为”。

（三）幼儿游戏背后教师“作为”的文件引领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

《纲要》）实施部分对于教师的“作为”有这样的表

述：“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

者、引导者。”文本中还出现了“交往”、“倾听”、

“理解”、“支持、鼓励”、“发现”、“把握”、“引导”等

动词。这些动词的主语都是教师，可见《纲要》支

持教师在幼儿活动中有所“作为”，且提出了可以

有哪些“作为”。《幼儿教师专业标准》（以下简称

《标准》）从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三个维

度描述教师专业。《标准》将幼儿教师对“游戏活

动的支持和引导”视为一项专业能力。并将这项

能力具体描述为：提供符合幼儿兴趣需要、年龄

特点和发展目标的游戏条件；充分利用与合理设

计游戏活动空间，提供丰富、适宜的游戏材料，支

持、引发和促进幼儿的游戏；鼓励幼儿自主选择

游戏内容、伙伴和材料，支持幼儿主动地、创造性

地开展游戏，充分体验游戏的快乐和满足；引导

幼儿在游戏活动中获得身体、认知、语言和社会

性等多方面的发展。《标准》不仅将游戏中教师的

“作为”认定为一种专业能力，更是指出了其具体

内容。《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重申“要理解和尊重幼儿的学习方式与

特点，珍视游戏对于幼儿学习与发展的价值”。

教师在幼儿游戏中应尊重幼儿游戏的需要，看到

游戏对于幼儿发展的作用，发挥教师自身作用，

在游戏中有所“作为”。

二、教师“作为”背后的专业决策

教师对幼儿游戏的“为”与“不为”在本质

上都是教师的专业决策，应是深思熟虑的慎思

慎行。

（一）教师专业决策的内涵

决策（decision-making）也称为“决定”。从

字面上看，决策中“决”取“决定”之意，“策”取

“计谋，策划”之意。《辞海》指出“决策指人们在

改造世界过程中，寻求并实现某种最优化目标

即选择最佳的目标和行动方案而进行的活

动”［6］963。“决策”一词最早是管理学和心理学研

究领域的术语。美国管理学家西蒙（H.A.Si-

mon）认为决策是“人们对行动目标和手段的探

索、判断、评价直至最后选择的全过程”［7］66-69。

运用于教育领域后《教育大辞典》将“决策”视

作“为达到预定目标，从多种方案中选取并实

施最佳方案的过程”［8］1998。

国内外学者对决策内涵均有研究，陈宗海认

为决策主体以某种价值观念为取向而作出判断

和行动［9］。虽然学者们对决策内涵界定说法不

一，但在价值观、目标、判断、选择方面已形成了

一定共识。

教育决策具有基本性、持续性、经常性、过程

性、动态性等特性。谢弗尔森（R.J.Shavelson）指

出，“教师的基本教学技巧是决策，优秀教师和一

般教师的区别不在于提问和讲述的能力，而在于

知道何时去问一个问题的决策能力。”［10］“教师自

主性本质上是教师一种决策权力和能力”［11］125。

教师政策持续性体现在“成功或有效教学的特点

是为了实现与学生学习相关的一系列预期的目

标，能够持续地作出合理或适合的决策。”［12］教师

决策经常性体现在“布黎顿（Britton）发现教师每

节课做出的决策是101个，克拉克、皮特森则发现

教师每2分钟就做出一次决策。这说明教师课堂

互动决策的频率很高。”［13］教师决策过程性体现

在“教学决策是教师的教学信念、教师知识、教学

思维方式与具体情境交互作用的内隐思维过程

和相应外在行为表现的统一，具有过程性的特

征”［14］，“一个好的专业实施不是简单的线性传输

过程，而是不断对专业方案和进程进行判断、调

试、选择、补充和完善的复杂过程”［15］。教师决策

权动态性体现在：“有意识的运用知识、经验、信

念等融合而成的有关于判断、选择的决策系统，

是动态的活动”［16］，“是在目标系统、观念系统和

知识系统交互作用下的动态结构”［17］。

幼儿园游戏具有自主性和教育性的双重属

性，既需要幼儿的充分自主也离不开教师的教

育。在幼儿游戏中，教师提供环境、抓住契机、

选用恰当方式都是教师的专业决策。教师专业

决策的构成像一座房子，包括从地基到房顶的

五个构成要素，分别是信念、知识、判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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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这些要素在动态的闭环系统中相互作

用、循序渐进。决策的主体是教师，其信念与知

识是“房屋”的基础。环境创设、观察、记录、评

价相互影响、互为起点共同构成了价值判断的

基础。价值判断是专业支持的必要基础，支持

同时伴随着反思并再次作用于闭环的其他环

节。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幼儿主动学习并获

得发展，教师也通过反思提升了专业知识和能

力。（见图1）

图1 教师专业决策构成要素及闭环过程图

（二）教师专业决策的构成要素

1.信念

个体的行为源于思维的意识取向，教师的专

业决策行为亦是受其信念影响。教师专业决策

的信念基础具体包括儿童观、知识观、教学观、游

戏观等。信念作为内部的价值引领、影响着教师

在幼儿游戏中行为的选择和决策。鲁谢雷

（Rusher）等人所著的《幼儿教师与园长关于幼儿

早期教育的信念系统》具体确定了幼儿教师信

念，即幼儿教师在幼儿教学情景、经历等实践中

对幼儿教育工作、幼儿本身、教师角色、幼儿园课

程等因素所形成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着中心—边

缘的内外层次结构［18］。

2.知识

知识与信念共同构成“房屋的地基”。在信

念的引领下教师需要丰富自身知识体系才能

保证决策的专业性。具体包括游戏知识、儿童

知识、观察评价知识、支持知识。杜威指出“偶

然性虽然是有自由行动的余地，但未充实这块

空地。只有当我们在知识中把不确定的因素

同所认识的稳定因素（关系）结合起来，从而

使我们有可能进行预见并为可能达到的后果

做好准备时，自由才是一种现实。当我们动作

时我们愈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愈自

由”［19］，夯实本体性知识恰恰可以增加教师决

策的稳定性。

3.判断

教师基于充分、细致的观察做出价值判断是

“房屋的主体”。幼儿游戏的每个进程都可能蕴含

教育契机，但是否利用如何利用这些契机则需要

教师进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不能主观臆断，“追

随兴趣”和“静待花开”并不能成为教师决策的充

分理由。教师在有准备的环境中，细致观察、客观

记录、真实评价游戏及游戏中的幼儿，这是事实判

断。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教师才可能做出有理有

据的价值判断，从而做出正确决策。

4.支持

《游戏·学习·发展》一书指出：“当发现幼

儿遇到困难时，教师以提供材料、抛出问题、角

色介入、讨论分享等方式帮助幼儿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推进游戏的持续发展。”［1］在价值判

断的基础上，教师应寻找契机为不同游戏、游

戏中不同幼儿提供个性化支持，游戏的时空、

材料、内容、同伴、评价等都可能成为具体支持

策略。个性化支持不会是一蹴而就或一成不

变，需要教师持续地观察幼儿表情、神态、言行

的典型表现，以判断支持的时机、方式是否适

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5.反思

个性化的支持和反思是“房屋的顶部”。学

会反思是教师成长的关键，教师在幼儿游戏的过

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在

‘后方法’时代，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认知风

格和特点，去建构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教学实

践理论与方法，并使其适应施教当地的‘特殊情

境’。要做到这一点，教师一定要想方设法使自

己成为一个具有批判意识的反思型教师［20］。教

师对支持行为的反思既有利于推进幼儿游戏、促

进发展，更有利于自身专业提升。

（三）教师专业决策的闭环过程

教师专业决策不是线性过程而是闭环过

程。在闭环中不存在绝对意义的起点，环境创设

可能是某个游戏的起点，但也可能是在前期幼儿

观察评价基础上做出的支持。游戏中教师专业

决策闭环需要做好以下三个“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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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充分、细致观察的价值判断

引导游戏理论强调教师对幼儿游戏的引领作

用，教师引导的前提是观察和判断幼儿，教师对幼

儿的观察判断不是率性而为的动作，而是根据教

育的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展开，既要准备好观察

的计划、明确观察的目的，也要给予幼儿充足的空

间和时间去游戏，更要注意到环境、观察、记录、评

价四要素的相互作用，环境、观察、记录、评价四要

素共同构成了价值判断的基础。教师提供有准备

的环境，在游戏中观察、记录并评价幼儿。这其中

也存在着反复，评价资料不充分时，可能需再次进

行观察、记录，评价后又可能对环境进行调整，甚

至可能出于某种评价目的进行环境创设。因此四

要素内部又形成相互影响关系。反复收集资料、

不同观察途径、多元记录方式、持续客观评价是重

要的事实判断过程。基于充分的事实判断教师才

可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2. 基于丰富、系统知识的专业支持

引导游戏理论和游戏本位学习理论均强调

幼儿教师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采用现

代化媒介等多种技术进行学习，掌握幼教界最

新的理论知识。教师应在头脑中更新观念，理

论指导实践，实践推出新知，巩固教师的专业

知识系统，为教师引导幼儿游戏提供专业支

持。教师专业决策闭环中充分、细致观察的价

值判断是专业支持的前提，价值判断决定专业

决策的方向。部分一线教师普遍对幼儿游戏

的分析有畏难情绪，其根本原因在于教师在分

析和解读幼儿游戏行为时受制于专业理论基

础的薄弱，无法准确地分析幼儿游戏行为背后

的动机，看不懂幼儿行为表现的意义和行为背

后的规律。教师进行专业支持的关键在于对

游戏知识、幼儿知识、观察评价知识、支持知识

的充分掌握和灵活运用，只有做好了专业准备

才能进一步为幼儿游戏提供专业支持。

3.基于反思、调整的双向学习发展

游戏学习本位的理论认为游戏本身就是幼

儿的一种学习。游戏的主体是幼儿，从制定活

动主题开始，与环境的互动、与游戏材料的互

动都会促进幼儿的学习。幼儿借助游戏后的

回顾、交流、分享等反思自己的游戏，获得游戏

经验的提升。教师在引导幼儿游戏的过程中

也会提升专业能力。在追问中反思、在反思中

调整、在调整中成长。当教师对于是否要对幼

儿游戏提供支持产生疑惑时，不妨多问自己几

个问题：我的介入对幼儿游戏是促进还是干

扰？如果我没进入幼儿游戏会怎样发展？这

类反思既指向幼儿的个体反思，也指向教师的

个人反思。

案例一：

情境：10月29日，嘉阳、毛毛和小杜三人聚在

一起玩起了多米诺骨牌游戏，他们的玩法也没有

什么新的变化。他们分别用数字木块和彩色积

木各自摆弄着，明显感觉嘉阳今天的游戏专注度

和游戏兴趣都不如从前了

支持：教师发现嘉阳游戏兴趣减弱时，做出

了对幼儿游戏支持的决策。嘉阳探究多米诺骨

牌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多米诺骨牌游戏的基本玩

法以及一些基本的技能嘉阳已经掌握，但是已有

经验已无法支持他想到更高水平的游戏内容。

教师对嘉阳的最近发展区做出判断，难点在于对

下一步学习可能性的判断，与是否了解游戏本身

的发展序列密切相关，因此通过查阅分析多米诺

骨牌游戏的发展水平序列是帮助教师找到幼儿

最近发展区的一种途径。教师在网络上选取了

多米诺骨牌游戏高级玩法的视频，播放给孩子们

看，又燃起了孩子们对多米诺的兴趣。
（资料来源：鄢超云，余琳. 嘉阳的十八次挑战［M］. 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引用时有删减）

案例二：

情境：我发现孩子们的兴趣发生了转移，他

们从沙水区提了两桶水倒进去，水很快就顺着缝

隙流了出来。他们又倒了两盆水进去，发现水很

快又流出来了。这时，他们的问题从如何让房子

不倒变成了怎么样让房子不漏水呢?

支持：教师发现孩子的游戏兴趣发生了转

移，做出追随幼儿游戏兴趣的决策，最终案例从

“房子”变“鱼塘”。
（资料来源：张晗.房子变鱼塘.［Z］.贵阳.贵阳市南明区

游戏案例评比一等奖.引用时有删减）

案例中，同样是面对游戏中幼儿失去兴趣

的情景，但两个老师做了不同的决策——提供

支持继续游戏与追随兴趣改变游戏。在同样情

境中采取不同策略恰恰是教师基于闭环过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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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中采取专业决策。

三、教师专业决策的提升路径

（一）明确多重角色

幼儿园教师应正确认识游戏对于幼儿发展

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发挥教师自身在游戏中的引

导作用。教师所有的角色和引导都应是基于幼

儿的需要，是在幼儿引导的前提下发出的。《指

南》指出：“每个幼儿在沿着相似进程发展的过程

中，各自的发展速度和到达某一水平的时间完全

不同。教师在加入幼儿游戏时也会产生不同的

反应，需要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选择，并灵活的

进行角色的转换”。教师要明确自己的多元角

色，实践适宜行为。教师是环境的创设者，为幼

儿创设安全有序、有准备的环境；教师是观察者，

及时观察幼儿的游戏行为、敏锐的察觉幼儿的游

戏需要；教师是评价者，对幼儿的行为进行记录

和分析、促进幼儿游戏水平的提升；教师是回应

者，在幼儿游戏中适时给予幼儿支持。教师在幼

儿游戏时的角色取决于幼儿对教师的需要，教师

通过幼儿游戏活动的互动进行自身角色的转换，

在游戏角色转换中实现对游戏的支持。

（二）丰富四类知识

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指出:“成年人只是

准备一些在体积上和幼儿相适应和符合他们需

要的东西也仍是不够的，成年人也必须受到训

练以帮助幼儿”［21］194。教师作为幼儿游戏的支持

者，需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丰富游戏

知识以读懂游戏，丰富幼儿知识以读懂游戏中

的幼儿，丰富观察评价知识以符合评价目的，丰

富支持知识以提高支持效率。只有这样才能及

时关注到幼儿游戏的需要，有针对性的为幼儿

提供游戏所需，找到游戏中的支持时机，促进幼

儿游戏水平的提升。卑尔根（Bergen）指出，教育

工作者参与儿童游戏时应充当“脚手架”来促进

儿童学习，而不是一味地将游戏变成工作［3］。教

师不仅要丰富自身的游戏知识涵养，也要找到

在游戏引导中的欢愉所在。游戏的本质是自由

的、自主的，教师在引导幼儿游戏时也是游戏的

参与者。教师在游戏中激发自我的教学乐趣，

知识和情感的双重交织为教师做好幼儿的游戏

引导提供双重保障。

（三）遵循两条路向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解读》指

出：“尽管没有教师的介入，幼儿也能在游戏中

自我发展，但是有没有教师的介入和指导，幼儿

的发展还是有区别的”［22］227。从自上而下来看，

主要是教师对于幼儿游戏的“作为”，教师通过

提问可以帮助幼儿回顾和反思、可以引发交流

和讨论等，只有教师产生追问的追问，才能更好

的促进反思和成长。从自下往上来看，幼儿的

游戏行为也会引发教师的思考，帮助教师找到

教育的契机，当幼儿对游戏失去兴趣时，教师可

以对幼儿的游戏行为进行解读：“是否幼儿的游

戏对他来说没有了挑战？”“是否幼儿已经掌握

了游戏的玩法和技能？”只有当游戏能为幼儿带

来新的经验与发现时，幼儿才会继续对游戏保

持兴趣.幼儿游戏过程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教师

决策的必要性与挑战性。

当游戏的本质被还原在幼儿身上时，它就

变成了一个帮助幼儿与外界人或事互动交流的

媒介，使幼儿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并释放他们

的感觉，为他们创造机会，消除个人痛苦的经

历［3］。引导游戏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对自由游戏

的否定，而是在学生学业水平提升压力下的平

衡之道，将引导游戏和自由游戏相结合，能更好

的发挥出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的优势。游戏本

位学习理论更是有利于幼儿教育工作者扭转游

戏教学观念，游戏教学中既要保障好幼儿游戏

的主导权，也不可让幼儿游戏放任自流，应发挥

好教师在幼儿游戏中的引导作用，让真正的游

戏教学落地生根。总之，教师在坚定信念的同

时，通过明确多重角色、丰富四类知识、遵循两

条走向提高专业决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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