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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赫金从中世纪民间狂欢节入手抽象出具有对话性、双重性和超越性的“狂欢式”生活的特征，并进一步在文学分析中提

炼出“狂欢化”的概念。根据他的狂欢理论，游戏的儿童具有狂欢的品格，儿童游戏精神的缺失导源于人类狂欢精神的陨落。

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对话性的亲昵应当是师幼关系的应然状态；狂欢的超越性为理解儿童的“反常”行为提供了新视

角；狂欢主体的沉浸式参与启发了教师主体精神的回血路径；“狂欢式”生活的“生活游戏化”本质有助于我们理解“课程游戏

化”和“游戏课程化”两者的包容和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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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Bakhtin’s Carnival Theory to Preschool Education
CHENG Xiu-lan，LU Zhen-jie

（Faculty of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00，China）

Abstract: Bakhtin abstra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rnival life with dialogue，duality and transcendence from the folk carnival in the
medieval age，and further refined the concept of carnival in literature analysis. According to his carnival theory，children who play
games have carnival character，and the lack of children’s game spirit leads to the fall of human carnival spirit.The enlightenment of
carnival theory to preschool education are as follows: Conversational intimacy should be the natural state of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The transcendence of carnival provides u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children’s abnormal behavior; The immersing partici⁃
pation of carnival subject inspired the return path of teacher’s subject spirit; The nature of carnival life style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inclusive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play-based curriculum”and“curriculum-based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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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巴赫金是20世纪前苏联最重要

的思想家之一。从对民间狂欢节蕴含的“狂欢

式”体验的分析中巴赫金推衍出狂欢理论。狂

欢理论涵盖了宗教层面、文学层面和哲学层面

等不同层面的“狂欢式”，它既是巴赫金的文艺

理论，也是他对人类文化中“狂欢”这一维度作

出的世界观层面上的形而上解读。学术界很

早已关注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重要价值，但对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的行为分析和文

学层面的审美反思两大方面，少有对教育的狂

欢品格进行思考，特别是用狂欢理论的视角透

视学前教育。游戏的儿童天然具有狂欢品格，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开展具有重

要启发意义。

■学前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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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狂欢理论的构成：狂欢节、狂欢式、狂

欢化

（一）狂欢节：狂欢理论的现实来源

巴赫金狂欢理论源自他对中世纪民间节日

庆典——狂欢节的关注。狂欢节类型的民间节

日庆典以及与其关联的各种诙谐怪诞的仪式或

者表演，在中世纪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狂欢节喧闹、诙谐的氛围与严肃的官方庆

典和宗教祭祀有着明显的区别。狂欢广场是狂

欢节进行的中心舞台，因为那里是形形色色的

人相聚和交际的地方。广场上的狂欢是全民性

的，是无所不包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加入。巴

赫金认为狂欢节的核心部分是以加冕和脱冕为

核心展开的狂欢剧。脱冕即将王冠夺走，加冕

是指让奴隶、小丑戴上王冠成为国王。一旦狂

欢结束，小丑被夺走王冠，依旧被人愚弄和毒

打［1］178。脱冕和加冕的仪式是巴赫金“狂欢式”

感受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他狂欢理论的一

个重要图式。 巴赫金在狂欢节基础上，提炼出

四种狂欢的范畴［1］176-177：第一种范畴是脱离体制

的亲昵接触，即在狂欢中人们推翻日常生活中

不平等的等级秩序，以及由不平等的社会地位

所造成的一切现象，法律和禁令暂时失效，人们

之间可以自由随便而又无所顾忌地交往；第二

种特殊范畴是脱离常规的插科打诨，人们的言

行举止从角色身份中解脱出来而变得“不得

体”；第三种是对立的“婚姻”，或者称为俯就，即

重新整合常规社会中被割裂和划分的不同范

畴，使处于不同性质甚至是正反两极的事物重

新结合起来，产生关系，形成整体；第四种范畴

是粗鄙化的降格，即对尊贵之物冒渎不敬，用污

秽来阐释神圣。

（二）狂欢式：狂欢节的理论抽象

“狂欢式”是指“所有狂欢节式的庆贺活动的

总和”［1］175。它被巴赫金概括成为一种生活状态，

是巴赫金从狂欢节固定的时空和具体的形式中

抽离出来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向度。“狂欢

式”蕴含着狂欢节本体论层面上抽象的狂欢精

神，具有一种在普遍意义上解释人类文化的世界

观内涵。“狂欢式”生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狂欢的

双重性、对话性和超越性三个方面。

1.狂欢的双重性——圣俗尊卑的辩证统一

对“加冕”的“新君”脱冕、为“脱冕”的“旧主”

加冕、演绎“死亡”与“新生”是狂欢节的主要剧

目。巴赫金认为，死亡与新生、毁灭与重建是一

体两面的，对“国王”的殴打同时既是毁灭的，又

是新生命的诞生；既是旧事物的终结，又是新事

物的起点。“加冕”和“脱冕”是同一仪式的两个不

同方面，“加冕”本身就蕴含着以后“脱冕”的意

图，“脱冕”仪式仿佛是最终完成的“加冕”，通过

脱冕又预示着新的加冕［1］178。美与丑、生与死、尊

与卑、夸与骂、智与愚，这种在同一事件中共存的

双重性之间的相互转化是“狂欢式”的主要哲学

内涵。在狂欢节的诙谐中，并存着两种反向的价

值，殴打和辱骂都不是纯粹的否定，否定的同时

给予肯定，埋葬的同时使其再生，在摧毁一切的

基础上更新一切，体现出一种“方生方死”的狂欢

精神。因此，在双重性的“狂欢式”世界观中是不

存在定论的，一直在解构就意味着一直在重构，

任何“结局”都意味着是一个新的开端，狂欢体的

形象是不断重生的。“狂欢节庆贺的是交替本身、

交替的过程，而非参与交替的东西。”［1］178狂欢蕴

含的这种转化、变异的辩证过程，并不是一种抽

象的思维过程，而是人们在狂欢中深刻体验到的

活生生的世界感受，为人们认识生活和理解世界

提供了独特的视角［2］。

2.狂欢的对话性——“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合唱

狂欢“除旧布新”的两重性不仅使人的行为

挣脱枷锁，就连人的思想“也从自己那些等级分

明的封闭墓穴里挣脱出来”［1］233。在对话性的亲

昵氛围中，人们相互间交往起来。狂欢与对话同

构，狂欢是对话理论的世俗化和肉身化，对话是

狂欢理论的圣洁化和理性化［3］。狂欢的对话性体

现在狂欢广场上平等独立的主体间性，话语来源

的多主体性，意义创生的开放性三个方面。首

先，狂欢节中一切等级制度关系被废止。在狂欢

广场上，大家不论身份地位、贫富等级、年龄性

别，一律平等，人们可以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

人际关系被重构，人与人之间具有一种对话性的

平等关系［4］；其次，狂欢中人们平等的身份带来的

是话语来源的去中心化。不同于常规生活中人

们的话语权被剥夺，狂欢中没有一个独大的、唯

一正确的真理。狂欢广场上的一切庆贺仪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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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不分演员和观众的演出，所有人都既是观

众又是主角地在狂欢中袒露自己的悲喜。每一

个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表达，人与人之间没有认

同而只有回应；最后，狂欢与对话的同构性还体

现在意义创生上。狂欢对常规世界中的一切概

念和规定进行解构和重构，构造出意义驳杂的不

同语境。每个人都保持着像新生婴儿般的对世

界的开放性，主动建构对世界的理解，并且与人

亲善，应答他人，促成意义创生。在狂欢中，人们

之间“对话”的展开就像不同的独立声部组成的

和声，虽然“众声喧哗”但是汇成乐章。

3.狂欢的超越性——挣脱现实的彼岸救赎

巴赫金在分析狂欢节的产生原因和社会意

义时给出了“两种生活”理论解释。他认为中世

纪人们的生活可以剖分成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

是常规生活，人们在其中需要严格地按照等级秩

序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另一种是“狂欢式”的生

活，这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是民众从常规生

活中严格的规范体制的支配下，从等级制度缠身

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一时的解脱，充满了随意不拘

的交往，民众在其中可以暂时感受到富足、平等、

自由的乌托邦氛围［5］11。根据他的观点，首先需要

认识到狂欢节就是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游戏方式

的生活本身。在狂欢节上没有人是袖手旁观的，

而是每个人都真真切切地生活在其中，“在狂欢

节上是生活本身在表演，而表演又暂时变成了生

活本身”［5］9。其次，“狂欢式”的生活是对常规生

活的超越，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短暂的休憩，是

人类“本我”从现实生活的高压状态中发起的理

想反攻，张扬着自由、平等与快乐的生命意识，宣

泄出现实生活带给人的压抑。在狂欢中，人们态

度鲜明地反对那种严厉的和循规蹈矩的官腔，希

图颠覆现存的生活和社会制度，从而创造出一个

暂时不受常规约束和限制的自由环境。在毁灭

与重塑的过程中，人们感受到自己生而为人的肌

肉伟力和创造潜能，这对常规生活又起着一种救

弊和补偿的作用。巴赫金认为，“狂欢式是几千

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这种世

界感受使人解除了恐惧，使世界接近了人，也使

人接近了人，它为更替演变而欢呼，为一切变得

相对而愉快，并以此反对那种严厉的循规蹈矩的

官腔”［1］223。通过解构神圣事物，人们获得了掌控

感，从而达成对自我的救赎，更好地进入常规生

活。

（三）狂欢化：“狂欢式”的文学演绎

“狂欢式”转化为文本呈现就是“狂欢化”文

学，“狂欢化”是文学体裁的一大渊源，也是文学

语言的重要构成要素［1］220。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

夫斯基的小说是一种“复调小说”，在他的小说中

一个由多元价值系统组成的“复调”世界展现读

者眼前，陀氏小说实现了从“独白”型小说到“对

话”型小说的重要转型。陀氏小说中每一个人物

都作为永不完结的“对话”中的一种声音和立场，

各个角色都是脱离作者本人而存在的独立思想

者。小说主人公承认具有同等资格的他人存在，

在独白叙述完成后，期待和倾听他人的应答，承

认自己以外的决定力量。作者的立场是敞开的，

不再是垄断一切和控制一切的。小说主人公不

再是代作者立言，他和作者之间是一种“对峙”的

关系，作者和角色之间“商榷”着对世界的见解，

作者对主人公采取了一种极其严肃认真的对话

立场，甚至主人公和作者作为声调相反的两种声

音一起说话［1］82-119。“复调小说”展示了人类生活的

多样性和人类经验的极其复杂性。

二、狂欢与学前教育的联系：狂欢的人与

游戏的儿童

儿童与狂欢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关系。

儿童的世界迥异于成人。在与自然交往的过程

中天生带着无限惊奇向世界奔冲的一股闯劲；在

与自己相处的过程中具有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

张狂与自信；在探测生命终极意义的过程中具有

只观注当下的流动性［6］。儿童生活是狂欢精神中

自由、张狂、开放等特质的最贴切的注脚，可以

说，儿童就是狂欢的存在。

刘焱指出，“儿童”在西方社会的“诞生”与

“游戏”和“工作”的分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儿童”是因为“游戏”而成为“儿童”

的［7］39。根据赫伊津哈的理论，作为古老仪式的狂

欢节就是一种游戏的存在［8］25。他认为游戏是一

种在特殊的时空中人们自愿参与的活动；游戏具

有参与者自主制定并自愿接受的规则；游戏的过

程伴有既紧张又轻松欢乐的情感体验；游戏具有

对平常生活的超越性，参与者能够意识到游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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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对现实生活的远离［8］47。游戏具有自愿参与性、

超越性、时空隔离性以及秩序性的特征［8］23-32。赫

伊津哈所认为的“游戏”体现出本体论层面上一

种抽象的游戏精神，涵盖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

面，契合了“狂欢式”生活具有的人人参与的大众

性、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以及内部逻辑的双重

性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游戏是“狂欢

式”的具体表达，“狂欢式”是游戏的内在本质，游

戏的儿童是“狂欢式”的人的微缩呈现。

赫伊津哈认识到游戏是文明的基础，是人类

的存在方式。他感叹现代文明中游戏成分陨落，

游戏被归属于儿童，文明变得严肃［8］95-96。现有研

究也指出了现代社会中儿童游戏精神衰落的问

题：教育规范对游戏“教育性”的强调使游戏的愉

悦性消失；商业利益的推动使游戏“物化”为玩具

的换代更新；电子游戏的入侵导致儿童脱离现

实，耽溺于虚拟［9］。狂欢作为儿童的“应许之地”

面临着陨落的命运。游戏中的儿童是狂欢精神

的演绎者，儿童游戏的异化体现了儿童狂欢精神

的陨落，这不利于“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幼儿园

教育的开展。狂欢理论作为对“游戏精神”的澄

明，将对学前教育有所启发。

三、狂欢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

（一）对话性的亲昵：师幼关系的应然状态

巴赫金认为对话关系是贯穿具有一般意义

的一切事物的普遍现象。群众狂欢式的争辩和

狂欢式的亲昵关系能够消除人们之间的距离，不

让思想停滞，从而使真理不断清晰［4］308。对话是

巴赫金思考“狂欢”的一个重要维度，狂欢具有意

义创生的对话本质。儿童作为狂欢化的存在，对

其进行的教育应当是热烈的和敞亮的。马丁·布

伯的对话哲学认为，对话的基本姿态是“转向他

人”，以其本质存在接受另一个有其特殊性的“他

者”。真正的对话是每一位参与者都真正心怀对

方的当下或特殊的存在，并带着在他自己和他们

之间建立起一种活生生的相互性的动机而转向

他们［10］30。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就是一种纯粹的对

话关系［10］140。

幼儿园作为教育场所，师幼处于制度性人际

关系之中，师幼之间的关系容易沦为教师背离儿

童单向主导的关系。已有研究表明，疏离型是当

前师幼关系的主要表现类型，教师在与儿童相处

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支持不足［11］。教师缺乏对

幼儿的足够尊重，缺乏对幼儿各类需要的及时回

应和帮助，也缺乏对幼儿兴趣、动机和观点的足

够关注［12］。这些现象反映出幼儿园中师幼之间

对话性的狂欢精神缺失，师幼之间的话语结构过

于“单调”。

“狂欢式”话语来源的多主体性和平等独立

的主体间性启示我们：首先，在儿童观层面上，在

师生交往的过程中，教师要悬置自己的定论和成

见，为儿童“加冕”，为儿童赋权，尊重每一个儿童

生机勃勃的个性文化，承认每一个儿童“声部”在

构成教育“和声”过程中具有不可置换性。教师

应让儿童自由地表达自己对世界万物的看法，以

使儿童成为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再者，教师在教

师观层面的自我认知上要舍得自我“降格”，放低

姿态，沉浸到儿童的世界中去体验和理解，而不

是旁观式观察和打量。学前教育不同于其他阶

段的教育，制度性的人际关系应当隐匿，师幼之

间应当是“我-你关系”，而非“师-生关系”，在尊

重彼此原创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取得共鸣。师

生之间的权力控制关系应当转变成证明自我存

在并寻求亲密情谊的“游戏”伙伴关系。

（二）狂欢的救赎：理解儿童的新视角

狂欢内隐的“两个生活世界”理论为我们理

解儿童文化提供了一种非官方的视角，让我们关

注到儿童生活中隐秘的向度，使我们的儿童观更

加“健全”。

儿童往往会做出一些让成人觉得不可理喻

的“问题行为”，好像他们在发动一场纯粹的反对

常识的战争，但是儿童的“问题行为”大多时候都

是成人思维在儿童身上的“有罪推定”。相较之

下，萨顿史密斯认为儿童的“粗野游戏”提供了一

种疗愈功能，在儿童对抗生活中令人沮丧和危险

的方面表现出很多的价值。“粗野游戏”可以平衡

他们遇到的成人世界的古板和专横，在心理上超

越这个世界的痛苦，并逃到更快乐、更私人的世

界中［13］。此外，弗洛伊德在分析诙谐的心理机制

时也谈到，儿童“胡说的快乐”是一种他在被理性

所禁止的东西中发现的乐趣，是儿童为了挽救他

自由思想的乐趣，是清除成人批评性抑制而保有

的一种反叛游戏［14］。狂欢精神对常规生活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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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性和回归性意味着狂欢是给人们休整和宣泄

的合法空间，其间所有的言行都是对常规生活的

超越和回归。这启示我们：儿童“不听话”“不

乖”、说一些恶俗故事甚至是脏话其中往往隐含

着一种“反叛”的表达，是儿童对自己能动性和

自主性的本能救赎，是一种对“第二生活世界”

的合理需求。

已有研究发现儿童在幼儿园中存在两种不

同的生活状态：前台生活和后台生活［15］。前台生

活指的是儿童在体制的牵引之下，扮演着一种提

线木偶的角色，一举一动都受到监管和控制。儿

童在前台生活中扮演着制度化的“学生”角色，在

教师目光所及之处，他的行为是一板一眼的、符

合规范的；后台生活是指儿童在教师不在场的隐

蔽之处，以自己为行为主体，随心所欲地开展的

各类活动，其中体现着儿童天性的流露和人类生

命意识的暴喷。两种生活状态的分化体现了文

明的理性与生命的野性之间的张力。在后台生

活中，儿童主动发起和加入同伴交往，自主制定

和遵守游戏规则，演练和内化习得的经验。儿童

在其中抵抗了成人的控制，对成人的规则世界进

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完成了自我建构和社会化，

可以说后台生活是儿童前台生活的休息室和加

油站，也是儿童的狂欢广场。但是，在目前幼儿

园“全景敞视”化的现状下，儿童后台生活的空间

越来越逼仄。

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

抑的历史，文明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它向大家许

诺的自由、正义与和平［16］。狂欢理论启示我们应

站在儿童的角度去理解儿童的“逆反”，给儿童自

由创造、探索、尝试的时空留白。教师应认识到

儿童自主游戏甚至是“粗野游戏”的重要价值，在

理解的基础上保护儿童“后台生活”的时空，尊重

儿童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创造出相反世界的自由。

（三）沉浸式的参与：教师主体精神的回血路径

佐藤学在分析教师的生存状态时指出，教师

行使了“教师”的权力，却使自己直面异化的危

机。教师生活在抽象化了的、以“教师”为主格的

制度性人际关系之中，被剥夺了实存性伦理经验

的教师体验到的是作为教育主体的无力与空

虚［17］。在幼儿园中，教师被迫隐遁个性，以“规训

者”的制度性身份前台呈现。“制度性人际关系”

意味着教师是在儿童之外冷眼审视儿童的“观察

者”形象，这一角色定位不利于教师走进儿童世

界，不能感同身受就不能坚定“儿童中心”的教育

立场。学前教育阶段受到重视导致教师作为“技

术熟练者”被更密集地督促和培训，加之原本就

千头万绪的幼儿生活都需要老师“事无巨细”地

加以照管，幼儿教师的职责领域无限扩大，如此

种种导致幼儿教师的创造性被压抑、伦理性被剥

夺，教师机械往复地忙于幼儿园中的细枝末节。

已有研究发现，幼儿教师在职业生活中有着严重

的消极倦怠感［18］。幼儿教师面临着沉重的管理

压力和科研压力［19］。工作中的疲惫感是幼儿教

师主要的消极情感体验［20］。社会对幼儿园教师

细致的要求和密集的约束已然成为教师的“不能

承受之重”。

狂欢节的全民参与性意味着没有旁观者，每

一个人都是沉浸其中的参与者。狂欢的参与者

也不是进行着一种表演，而是真切地在狂欢中生

活着。教师不佳的职业感受和精神状态导源于

当前幼儿园中教师主体精神的缺失，幼儿园生活

是儿童的生活却不是教师的生活，教师在其中缺

少张扬的、狂欢的、自由的真实生命体验。理想

的幼儿园应当是教师和儿童共同做事、游戏和生

活的地方，是师幼共同创造意义的生活世界。在

教师和儿童共同做事和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可以

了解儿童学习的兴趣和生长点，理解儿童的做法

和想法，师幼共同投入到对某一个问题的探究过

程。只有在这种共同参与的过程中，师幼双方的

身心才会经常地处于游戏的状态，体会到自由和

愉悦。

自由是“狂欢式”世界感受的核心，教师主

体精神的回归最重要的是保证对教师自由创

造的时间和空间充分留白，为教师减负，使教

师有陪儿童“胡闹”的闲心。自由必然带来创

造的可能性，而创造可能性的提高又会重塑教

师职业的吸引力。幼儿园的“前台生活”应当

作为狂欢广场式的活动场域，教师在与儿童相

互作用的“前台生活”中作为儿童的玩伴，应该

是教育狂欢的参与者。王海英指出，游戏是儿

童共同体内典型化的行为模式，在儿童共同体

内通行的价值是游戏精神，一种乐此不疲的游

戏精神，游戏是儿童世界通行的秘密语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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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使“游戏”成为师幼之间一种关系性的

存在，只有在这种“狂欢式”的游戏参与中，教

师才能融入儿童共同体与儿童产生绝对共鸣，

教育经验才会成为反映教师实存性的伦理经

验。要成为儿童的玩伴就要求教师童心回归，

教师要有“玩”的能力和兴趣，要提高教师对玩

具的操作动手能力，对“鬼点子”“怪想法”的生

发能力，只有自己对玩具十分熟悉才能提升对

儿童操作的敏感性。童心回归必然会提升教

师的职业幸福感。只有将教师角色作为沉浸

式的游戏“参与者”加以重建才会恢复教师作

为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的鲜活体验

和敏感性。

（四）游戏的出场：“课程游戏化”与“游戏课

程化”的关系

“狂欢式”生活是指赋予生活一种特殊的游

戏方式，即“生活游戏化”。巴赫金认为生活需

要“狂欢精神”的浸润，“生活游戏化”是民众不

可缺少的一种生活状态。对“狂欢精神”的揭

示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游戏在幼儿园中的出

场方式。游戏作为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被

引入儿童生活和学校教育，成为学前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游戏在学前教育中的出场角色，

主要体现在“课程游戏化”和“游戏课程化”两

类“课程”和“游戏”的结合方式上。

建构主义认为儿童具有自主学习能力，能够

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的经验建构。经验作为个

体知识的来源，是个体在积极主动地与世界相互

作用的过程中获得。基于建构主义的知识观，教

育的开展必须要尊重学习者经验的鲜活性、多样

性和建构的互动性和主动性。游戏是儿童的存

在方式，也是儿童获得经验以建构自己的世界观

的主要活动形式。游戏作为儿童经验建构和获

得知识的“自组织”过程，蕴含着促进幼儿园课程

生发的巨大潜能，能够促使课程成为不断更新和

深化的开放系统［7］387-388。“游戏课程化”就是指从

儿童的游戏中发现和把握儿童经验的生长点，通

过教师的引导帮助儿童建构更高层次的游戏，以

促进学前儿童不断地在游戏中学习和发展的过

程［22］。“游戏课程化”作为对游戏的课程生发价值

的充分利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游戏课程化”

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从游戏中发现儿童发展

的契机，由此生发课程，儿童的发展将体现在更

高层次的游戏中。

“课程游戏化”是对“自由、自主、愉悦和创

造”的游戏精神的吸收、弘扬和生发，在确保基

本的游戏活动时间的同时，又可以把游戏的理

念、游戏的精神渗透到课程实施的各类活动

中，包括一日生活、区域活动、集体教学活动

等［23］。有了游戏精神，就有了游戏的灵魂，其

他的课程要素就会自然而然地呈现。“游戏课

程化”关注到游戏的发展价值。对游戏是否有

发展价值的观察和评估要求教师更加关注于

游戏的外显形式，更要求教师对游戏作出工具

论层面上的价值检阅。幼儿园一日活动皆课

程，加之“课程游戏化”的实施，就意味着幼儿

园一日生活都需要体现游戏精神，让幼儿更主

动地探索，更自由地创造，更张扬地自我表达。

“课程游戏化”一定程度弥补了“游戏课程

化”对儿童自主游戏的过分关注，而忽视游戏精

神对一日生活浸润的不足。“游戏课程化”则避免

了“课程游戏化”中教师容易忽视儿童的自主游

戏，对儿童的游戏进行无意识编导的弊端。“游戏

课程化”以外显的游戏“肉身”为起点，“课程游戏

化”以内隐的游戏精神为追求，只有游戏精神对

幼儿园一日活动各方面的浸润才能真正做到以

游戏为幼儿园的基本活动。两者之间是相互弥

补和包容的，最终指向的都是保护儿童的游戏精

神，促进儿童的发展。

四、结语

狂欢提供了一种可以使人们建立开放性大

型对话结构的可能性，这种开放性的对话结构应

当迁移到教育中来，使对话性的人际交往成为现

代教育中教师和儿童相互作用的应然状态。幼

儿园本质上是教师和儿童相互作用的交往场域，

从硬件到教师都需要体现狂欢精神。狂欢是儿

童的天性，是儿童的“应许之地”。儿童狂欢精神

的流露只需要教师为儿童的自由活动留足时间

和空间就会自然呈现。只有教师狂欢精神的回

归才能让幼儿园真正成为教师和儿童的“同乐

园”。教师要有发现“无用之用”的眼力和意识，

给与儿童一定的“胡闹”和“撒野”的空间，那里看

似荒芜，却是意义创生之地。教师也只有沉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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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参与到教育狂欢之中，才能体验到职业生命的

充盈。而做到这一点，需要教师和体制共同做出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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