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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爱华  侯莉敏  鄢超云： 

敢于超越反思，幼儿为本的游戏才能真正发生！ 

首届圆桌会议③ 

在以“儿童•游戏•质量：开启学前教育新征程”为主题的中国学前教育研究

会首届圆桌会议，有三位我们非常熟悉，亦非常喜爱的专家，分别是：华东师范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爱华；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侯莉敏；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鄢

超云。现场，他们从放手游戏、游戏环境、儿童视角不同角度，给现场参会者带

来高质量分享。 

一、我们重视游戏对幼儿

的意义 却还未真正做到放手 

今天我们重温陶行知、陈

鹤琴等前辈的教育思想，结合

当前放手游戏的实践过程，可

以将其中体会概括为：放手，让

孩子自主！那么我们该从哪些

方面来放手呢？我想可以从游

戏开始践行。游戏是孩子自己

主导的世界，他们可以从中获

得丰富收益。可是在实现放手

游戏的过程中，老师是有困难

的，我们会感到不敢放手，也不

知该如何放手。就其原因，我想

是在于我们太熟悉“游戏，对

幼儿意味着什么”。于是，基于

各种使命与责任的要求，当老

师成为游戏环境的创设者，游

戏玩法的设计者，游戏过程的

指导者，也在无形中剥夺孩子自主游戏的机会与权利。今天当我们说要

把游戏的权利还给幼儿时，应当反思的是：我们从幼儿游戏中拿走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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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权利？ 

二、实现放手游戏需先清楚游戏对老师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要利用游

戏作为手段时，必须先要问自己是否弄懂了幼儿的游戏，是否了解游戏

是如何作用于儿童发展的。事实证明，教师多越放手，儿童越能干。当

我看过大量幼儿自发游戏案例后，深深被幼儿的能力与智慧所震撼。关

于游戏对教师意味着什么，我有了一点体会。首先，游戏意味着教师的

儿童发展教科书。教师一旦实现放手游戏，教科书中的特征、发展的差

异性和规律性，会在具体的情境下变得清晰。游戏给了教师直接从儿童

行为中学习儿童发展的机会，在放手让儿童完全自主的游戏中，儿童会

有最自然、最真实的表现，教师会发现一个最真实的儿童。 

其次，游戏意味着儿童的发展看得见。教师在放手游戏的最初阶段，

都会有焦虑和担忧，可是一旦真的放手后，会发现相比我们目标导向的

活动，游戏中的孩子更能干，我们希望孩子获得的能力发展，以及希望

了解的儿童发展水平，都能够通过观察孩子的游戏过程而得到。再次，

游戏意味着发展适宜性教育的可能性。放手游戏决不是放任游戏，它需

要教师耐心观察儿童的行为，认真倾听儿童的声音，分析儿童行为所蕴

含的发展。当教师能够真正看懂孩子的自主游戏时，生成教学就变得不

难了，教师能从游戏中找到儿童学习与发展的证据，以及依学而教的依

据。同时，游戏不是玩玩就算，教师需要有策略引导孩子进行分析与反

思，引导儿童“从做到思”，推动儿童实现“从行动到思维”。 

三、游戏是教师职业幸福真正的源泉在工作经历中，我有很强烈的

这种感受，即游戏中的儿童能带给教师工作的享受。比如，游戏中，教

师以“欣赏”的目光观察和记录幼儿的精彩，游戏后，教师以享受的心

情分享和回味幼儿的游戏故事，感受心情愉悦。同时，游戏能带给教师

专业成长，让教师体验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当教师从游戏中读到了幼儿

的学习与发展时，会有专业获得感，当教师把解读发现分享给家长时，

会有专业自信心，当家长看到孩子的精彩表现，对游戏产生认同时，教

师会有专业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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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追求

适宜的儿童游戏环境 

早在 1837 年，德国教育学家

福禄贝尔在勃兰根堡办第一所

幼儿园的时候，就已定下这样的

主调，提出“恩物”是儿童在幼

儿园里重要的一种材料，其实就

是我们今天的玩具。一直到 21 世

纪，大家看到这样的精神一直在

发扬光大，无论是在意大利的艾

米丽儿童中心，还是在我们国内

的很多地方，大家都把游戏环境

建设以及提供给儿童更多丰富

的游戏材料、场地作为幼儿园教

育教学活动产生的一种重要承

载体和方式。因此，我们得要去

解读一下游戏环境是什么。关于

游戏环境，当年陈鹤琴先生就说

到，“游戏可以给小孩子快乐、经验、学识、思想和健康，所以要注意

小孩子的游戏环境，给他很好的设备，使小孩子得以充分的运动，更让

他有适宜的伴侣，使小孩子得以优美的影响。”从陈鹤琴老先生当年的

阐述，我们可以判定游戏环境首先是游戏的空间、场地、游戏材料和设

施设备，当然陈鹤琴老先生也说这样的设施设备应该是适宜的，儿童才

能获得优美的影响。 

    二、游戏环境质量不单是物质层面更关乎互动的有效性 

游戏环境首先指场地设施设备，我们很多年来也在着力于这样的建

设，也希望规划得标准、统一。我们各地在进行游戏场地检查和评价的

时候可能会从场地的生均面积、材料的数量和质量上去要求。那么游戏

环境其实还可以是什么？早期的美国儿童发展研究者 Susan Blow（1909）

不仅赞成创造性的自然环境和福禄贝尔主张的恩物和工作（操作性材料）

是游戏环境中必备要素，她还提出早期儿童游戏环境创设重心应该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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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外丰富环境中引发的儿童自由的、创造性游戏上。 也就是说可

能提供的材料和场地只是一个条件，由此它是否能引发儿童丰富的活动

应该是游戏环境创设的重心。由此我们可以这样去定义游戏环境，第一

层含义是物质层面的游戏空间、游戏材料和设施设备；第二层含义是互

动层面的环境，即儿童以及成人与这些物质层面元素的互动过程。第一

层面的物质条件需要考虑适宜性的问题；第二层面的互动过程需要考虑

相得益彰互动的有效性问题。因此，谈到游戏环境的时候，就一定要提

到游戏环境质量，也就是说儿童的发展不是在游戏环境物质层面设置好

就可以了，而是与环境设置的适宜性和有效性互动来决定的。所以我认

为，儿童发展与其游戏环境的质量和丰富程度紧密相连。  

   三、能激发儿童有意义学习的游戏环境 

环境是游戏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让儿童获得一种深度的、

有意学习变得非常重要。由此可以说高质量的游戏环境是我们应该去思

考和追求的。只有满足儿童各种活动需求、拓展幼儿的对话、能丰富他

们的词汇，并促进他们认知发展的环境创设，才能称得上是高质量的游

戏环境。 

结构质量游戏环境要素是幼儿游戏的基础和保障，为幼儿游戏提供

了可能，这些要素在确保安全、适宜的情况下，为幼儿游戏提供了保障。

如此，不同场地和材料能引起幼儿不同类型的游戏，即特定的空间、器

械和材料能引发幼儿相应游戏的产生。所以在结构质量环境要素中，必

须坚持"以幼儿为本"的原则。园区布局、游戏场地和设施应功能完善、

配置合理、绿色环保、经济美观，具有抵御自然灾害、保障幼儿安全的

能力，引发幼儿感兴趣的特点。 

那么，从过程质量要素，我们看到游戏环境是可以激发起儿童的深

度学习，或者说是有意义学习的必要条件。对于游戏的参与者和观察者

来说，是什么使得游戏活动充满意义？就是游戏环境中互动功能。这是

因为，幼儿的学习是一个解构再建构的过程，更是一种有意义互动的活

动。幼儿在游戏中需要不断地修正自己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以此获得有

意义的学习。所以，当我们在倡导过程性质量里面的游戏环境时，就在

倡导一种理念，通过游戏环境培育、支持、鼓励和整合各种游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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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幼儿与成人、同伴之间的交往，幼儿与材料之间的互动，促进幼儿

的发展。 

四、游戏环境高质量发展呼吁我们：从结构质量走向过程质量  

游戏环境建设应该培育、支持、鼓励和整合各种游戏形式，已有研

究表明教师可以通过游戏设施来确保游戏场地上出现我们所期待的游

戏类型。以混合的方式开展游戏为例，提供滑梯、隧道、浮桥、攀爬设

备、滑竿、双杠、供练习游戏使用的架空设备、为象征游戏而设收纳性

地区，如此一来，就能满足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不同需求。这种材料不

仅仅是儿童学习的单一发生，它可能是多方面促进儿童的发展，更可能

出现更复杂更具有创造性的一种形式。 

最好的游戏环境应是面向个体需求、不断发展的，需要经常修缮、

调整以提供发展中的幼儿所需要的挑战性、创新性和多样性，而且游戏

环境应该在各个阶段都应满足不同幼儿的创造性的需求。也就是说，我

们虽然要激发儿童多种形式的游戏活动的展开，其实可以激发出儿童多

种学习品质，培育出儿童有意义学习，让他们的各项能力获得更好发展。

促进教师与幼儿间的人际关系，也是我们在发挥过程质量的游戏环境要

素里需要注意的。关于如何在游戏里支持儿童发展，成为今天很多一线

教师所困惑的问题，教师要不要介入及如何介入值得我们思考。维果斯

基的理论提醒我们，成人和较为成熟的同伴对幼儿的发展至关重要，当

幼儿和成人、同伴互动时，他们发展得最好。  

因此，师幼之间的人际关系建立非常重要。当然，我们首先肯定的

是教师要让儿童相信，自己在游戏中是得到一种肯定性的、可以去放手

去做的、鼓励性的支持，但同时游戏中可能通过教师的引导与支持，儿

童能一步一步走得更稳，发展得更好。推动游戏材料跟幼儿的有效互动，

是可以促进幼儿的有意义学习。游戏环境的建设不仅是规划和材料投放，

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关注环境与人是否发生互动，关注环境与人的互动关

系，更强调人人是否参与到环境中去。最后用一句话来做总结，从结构

质量走向过程质量的游戏环境具有超越当下、超越单调和标准的神奇特

质，它有“流动”的特性，能把孩子带到其他地方或另一个时代，他们

在现实和想象的世界中获得全面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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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谈儿童视角与成人视

角谈起儿童视角，相对的就是成

人视角。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

有时这两个视角是一致的，有时

不完全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比如，对于游戏的定义，目前虽然

还存在一定争议，但大家基本认

同在一日生活作息制度中的“游

戏时间”段的活动才是游戏，但

在儿童眼里，一些非游戏时间或

不被教师称作游戏时间段的游戏

活动，也是游戏。因此，从儿童角

度讲，什么是游戏依然值得我们

去关注和探讨。另外，一般我们认

为游戏的特点，包括积极情绪、虚

构性、内在动机、过程导向、自由

选择，但也要看到孩子积极情绪

里，不一定总是开怀大笑、手舞足蹈的，也许还带着一定的严肃性、紧

张感、刺激感。 

二、让儿童在游戏中体验“操控混乱、应对未知”  

我们成人常常认为“乱”是一种不好的表现，但应该看到，游戏中

的“乱”，可能体现出游戏的特点、游戏的价值。在萨顿•史密斯看来，

操控混乱、应对未知正是游戏的重要本质。如何理解“乱”、面对“乱”、

操控“乱”？我们要为儿童做好各种准备，可是未来是什么样的，我们

又并不知道。那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做好准备？我想，让儿童在游戏中体

验“操控混乱、应对未知”，就是在帮助儿童做好准备。我们应该允许

儿童甚至帮助儿童“制造混乱”，这样的游戏是儿童自己的游戏。然而，

我们常常将游戏中的各种“乱”去除，却又要让游戏具有“操控混乱、

应对未知”的功能，这需要我们去深思。 

在成人来看，游戏是儿童的存在方式，对游戏充满了兴趣。同时，

希望儿童的游戏是持续的、长久的，可我们老师还应该思考如何培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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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游戏的兴趣。从儿童角度来讲，不感兴趣、改变兴趣，是否也应该成

为儿童权利？另一方面，当儿童对游戏不感兴趣时，是否跟我们成人的

所作所为有关？我们在其中拿走了什么，或者多做了什么，才会导致儿

童不感兴趣。这就像做菜时放盐一样，是需要艺术和技巧的。  03/  

三、真正看见儿童让儿童成为评价主体 

在工作中，我们有时会利用游戏分类推进活动课程的开展。但对儿

童来讲，也许这些分类没那么重要，游戏应该是综合的、整合的，甚至

儿童还有自己的游戏分类，比如好玩的游戏和不好玩的游戏；有教师在

场的游戏和没有老师在场的游戏；偷偷摸摸玩的游戏和可以大张旗鼓玩

的游戏；和喜欢的人一起玩的游戏和不喜欢的人一起玩的游戏。我们强

调游戏的环境和材料丰富、年龄特点、低结构时，也许儿童非常看重的

是游戏的玩伴，也就是和谁一起玩。 

日常中，一些常常被大家评判为低水平游戏的表现，也值得我们反

思。比如我们容易把儿童发呆、白日梦、独自游戏、闲荡、打闹、重复、

冒险等看作是低水平游戏，但孩子在自己的闲逛游荡中，或做着某些白

日梦时，有着自己的观察、分析、比较，并非毫无价值。这很像我们女

同志逛街一样，对男同志来讲可能是闲逛，但女同志知道这种闲逛是有

它价值的。 

我曾经到过一个幼儿园，幼儿园孩子们游戏的氛围热热闹闹的，但

我发现其中一个小孩在游戏进行到关键环节点的时候，他总是忍不住要

瞟一眼老师。为什么要瞟一眼呢？我觉得很意味深长，值得大家细细去

琢磨。或许，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也是这样，需要我们看见彼此，主动

做一些调整和反思——让儿童成为评价的主体，真正走进儿童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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