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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学青 丁海东 徐则民： 

将教研研在“刀刃”上，成就教师的儿童立场！ 

首届圆桌会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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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首届圆桌会议中，来自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邱学青教授、福建师范大学

丁海东教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幼特教部主任徐则民分别从“游戏与

幼儿园游戏的区别与关系是什么？”“游戏与课程的融合途径有哪些？”“游戏

中的教师如何实现专业成长？”几个方面来分享，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一、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

实践困境 

快乐、开心、自由、无拘无束、洋

洋自得、刺激、紧张、自由自在......

游戏为什么吸引我们呢？因为游戏就

是开心、愉悦、自由自在、轻松、没有

压力的。游戏者愿意参与游戏，去沉浸

在愉悦的玩耍过程当中，追求快乐，享

受做出自由选择的状态。因此游戏者

是被游戏吸引而卷入到游戏当中去

的。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

强调提出了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以游

戏为基本活动，就是珍视幼儿游戏活

动的独特价值，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

学习兴趣，尊重个体差异，鼓励和支持

幼儿通过亲近自然，直接感知实际操

作亲身体验等方式，学习探索促进幼

儿健康快乐的成长。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珍视游戏活

动的价值，在幼儿园当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存在了一些实践的困境：大家在

理论上、口头上非常重视游戏，在实践当中、在行动上面却出现了轻视、忽视游

戏。对游戏中的学习持着怀疑的态度，尤其对幼儿发展的价值并没有被看见，儿

童游戏的权利和保障没有没重视，对游戏性质的理解不透彻造成了分类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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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生硬地、简单地将游戏活动等同于游戏，强调游戏的愉悦的性质，那

么幼儿园游戏就出现了随心所欲、简单快乐的形式化。  

强调游戏的轻松感觉，那么幼儿园游戏活动就出现了毫无目的可求，无需心

智投入的流程化； 

强调游戏的自由，幼儿园游戏就出现了忽视规则的理解与遵守，呈现了模式

化；强调游戏的自主，缺乏教育目标，幼儿出现盲目自主和经验的片面化，使得

教师难以发挥教育支持的作用。强调游戏愉悦、轻松、自由、自主的性质，在游

戏活动当中就出现了随心所欲、简单快乐，没有目的，忽视对规则的理解、遵守，

幼儿出现盲目的自主。 

    二、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游戏和游戏活动 由此可见，游戏和游戏活动简单地

把游戏活动等同于游戏了。游戏和游戏活动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概念，游戏是轻松

的、自由愉悦的；而游戏活动是与严肃性相关的，谁要是不严肃地对待游戏，就

会成为游戏的破坏者而被驱逐出游戏。 游戏吸引着游戏者自愿去参与，但游戏

活动不是参加到游戏活动当中就能随心所欲、没有目的。游戏活动要求游戏者全

神贯注地加入才能够实现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目的。游戏活动当中，每一个游戏者

的表现行为又不一样。游戏者有自身想不断重复的本能冲动，在游戏活动当中，

幼儿往返重复或是不断重复玩一个游戏，这就是不断的自我更新，铸造了游戏的

新的形式。  

游戏活动不是一种轻松的、没有目的的、随心所欲的活动，它不是追求片刻

的愉悦。引起了儿童兴奋以后又让他们的经验停留在原有的水平。游戏当中，以

幼儿喜爱的方式来激发他们的行动向着更高水平前进，孩子在游戏当中就力图表

现自己不断趋于成熟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幼儿的经验不断生长，能力不断

增加。游戏的最高目的就是儿童充分的成长，能力充分实现，引导儿童从一个水

平向着另一个水平前进，这就是为什么要关注“游戏”和“游戏活动”的目的。 

三、游戏活动的趣味性不是外加的游戏的性质在游戏的具体活动中，不是让

孩子形式上的自由和轻松。事实上我们要把游戏的性质，游戏的精神在游戏活动

中反映出来，让孩子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去发现、去和环境互动，在这个过程当

中不断增长经验。游戏活动当中，儿童应该处于放松性警觉的状态，就是一种高

度的专注投入，而不是无所事事，傻淘傻闹。游戏活动的趣味性不是外加的，是

儿童在游戏的过程当中体验到的。玩游戏并非微不足道，是儿童生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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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游戏活动是儿童经验生长的重要途径，儿童通过游戏在和环境、和人际互

动的过程使经验得以增长。 

幼儿园游戏活动需要儿童在活动过程当中高度的专注和投入，因此老师在准

备游戏环境的时候，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就应该给孩子提供能够吸引幼儿投入其中，

高度的、专注的沉浸，不断持续探索的环境，而不是把现成的东西放在那孩子在

面前，无所事事地游离在其中。幼儿园游戏活动是儿童心智自由的活动，所以我

们不要去追求游戏活动的表面，看起来孩子很自由。玩游戏在我们看来可能微不

足道，但是对于儿童来说是他们生长的重要的因素。  

游戏活动帮助幼儿实现了经验的链接，这是一个简单的关于吃什么药、怎么

吃的案例，几个问题链接了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使得孩子从无目的摆弄材料，

学会了绘画表征的经验；把日常零散的经验调取出来并加以系统化，这就是游戏

的功效，让孩子的经验发生了链接。 

游戏是儿童精神态度完整性和统一性的标志。在游戏活动当中，我们看到的

不光是一个外部的活动，游戏是儿童全部的能力、思想、身体、运动以及他们自

己的印象、兴趣等的自由运用和相互作用，游戏对于幼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一、游戏价值的认定 在当下关于

游戏话题的讨论，关于游戏和课程，课

程的游戏化、游戏的课程化。其实都在

尝试思考游戏怎么做更课程，课程怎么

做更靠近游戏。其实，说法不一样，但

都是游戏和课程这两方面怎么融合，当

然这是对游戏的价值充分的认定，教育

上要立于这个价值，要发挥这个价值，

关照这个价值，课程才去关注游戏。因

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游戏怎么样，我

们怎么看待，其实就是儿童怎么样，我

们怎么看待儿童。做这个学前教育课程

专业化问题的思考和聚焦，实际上我们

是要谈游戏这个比较关键、根本、核心

的话题。因为游戏和课程融合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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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基于我们对游戏价值的充分认定，当然关于这个价值我们可以做不同角度

的解说，从不同角度去形成我们的认识。 

从政策层面上看，游戏有它一定的位置，有其独有的价值。诸多国家颁布的

规程、纲要、指南、标准等（如《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均指出：“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游戏是对

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形式”“幼儿园教师评价突出保教实践，把以游戏

为基本活动促进儿童主动学习和全面发展的能力作为关键指标”。政策文本反映

出：“游戏：幼儿教育一种专业标识”。因此，贯彻科学保教的立场，追求学前

教育的课程化之路，游戏怎样融入课程，课程又怎样接纳游戏，这就是二者的融

合。 

二、幼儿园游戏课程的实践路径  

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里面提到幼儿教

师评价突出保教实践，特别强调把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促进儿童主动学习和全面发

展的能力作为关键指标。 当我们还在讨论“吹拉弹唱跳画”是不是幼儿园教师

的专业体现，其实这个方案它给出了一些词。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游戏是学前

教育的专业标识。贯彻科学保教的立场，追求学前教育的课程化之路，游戏怎样

融入课程，课程又怎样接纳游戏，这就是二者的融合。在逻辑面上，我们可以从

三个层面去看，但这个逻辑层面只是一个逻辑的划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绝

对分离，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交叉和融合。  

路径之一：游戏作为课程实践的手段 

具体表现为幼儿园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1、游戏活动作为课程实施的手段

主要体现为对于幼儿园正规的、集体化的教学活动在组织形式上的支持、辅助与

补充，而更注重于直接为正规教学目标与要求而服务的功效发挥；2、教育教学

的全部过程和所有环节都可以以游戏的形式得以组织和完成；3、把游戏作为课

程实施的手段，凸显出游戏作为显性课程的有效形式资源。 

路径之二：游戏作为课程实践的内容 

具体表现为幼儿园一日活动的基本环节：当我们讨论游戏是一种什么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游戏本身就是一种内容，而那种内容、那种体验、那种表达、那种困

惑、那种好奇、那种喜怒哀乐本身不应该是他生命成长中不可缺失的一种经验吗？

把幼儿的自选游戏作为幼儿园一日生活的基本类型，无疑便是将游戏转化成幼

儿园课程内容的基本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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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之三：游戏精神：贯穿课程实践的灵魂 

具体表现为贯穿幼儿园课程实践的灵魂：游戏不仅仅是一种活动的存在，更

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游戏作为一种精神的特质而表现为一种精神状态或心灵趋向。

追问游戏和课程融合最终是为了手段吗？是为了内容而内容吗？都不是，是为我

们课程真正的眼中有儿童。 

我们强调游戏的课程所追求的最圆满的境界是什么，那就是让幼儿园课程无

论是怎样的关系，无论是怎样的场景，它的所有关系，它的整个过程自始至终都

要对童年的游戏的精神状态予以充分的关注，予以充分的呵护，予以充分的善意，

予以充分的接纳，让童年的这种游戏精神能够贯穿课程与教学的整个过程与所有

环节。以游戏的手段进行教学，从宏观层面的来讲，体现了幼儿园教学的特殊性。

孩子的学习必须是活动的、直观的、情境的、行动的、体验的。当一些手段应用

于教学情境中就会让教学原则落地、搁置和体现。在另一个层面上，让教学活动

中的师幼关系更融洽，更和谐，让这个过程更生动活泼，让教学过程中的孩子信

息被激活，注意力被吸引，高效完成教学目标等等。 03/ 游戏是一种童年状

态 游戏作为一种活动，它不只是一种行为表现，还是一种感知、一种经历、是

种获得，幼儿经验的表达一方面是主观的，另一方面是客观的。 这两个经验在

实际活动中是并列的、是平行的、是同步的。但游戏的发生、展开，游戏的推进，

其内在力量是主观经历的、表达的期望。客观经验是捎带的实现，具体的客观经

验呈现往往很容易功利化地呈现完成教学目标。我们更关注主观经验表达，成为

游戏发生的第一动力。在某种意义上讲，游戏本质是情感性。游戏学习，就是童

年生活，背后就是童年文化。  

游戏是儿童的生命赖以存在的寓所，难道就不是早期教育教学的生命所在？

游戏是一种童年状态，这种童年状态我们要把它当成一种习惯一样。去感悟、去

觉醒，去幻想、去感知、去体验其实都是童年精神状态，在课程与教学实践的过

程中，我们应该要把这种实践状态呵护、接纳、鼓励、许可，当作我们不能放弃

的一种专业立场，其实就是童年立场。或者最终就是总结为一点：敬畏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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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游戏育人”理念助推

教师走进游戏首先，认识游戏对幼儿

发展的价值。游戏是幼儿的天性。游

戏更是一种主体性活动，是每个幼儿

力所能及的活动，其活动难易水平也

与幼儿个体的认知发展水平相吻合。

游戏还是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游戏

过程中幼儿手脑并用、积极探索、积

累各种经验，其主动性、独立性和创

造性得以很好体现，身体、智力、社

会性、情感、审美等各方面也获得发

展，实现幼儿教育最根本的教育目的。 

关键，游戏能充分激发幼儿的学

习内驱力。其次，进一步夯实游戏与

幼儿发展之间的关系。 

游戏反映着幼儿的发展； 

游戏巩固着幼儿的发展； 

游戏促进着幼儿的发展； 

基于上述认知，从 1988年开始，上海学前教育开启了改革之旅。回顾近 30

多年，上海学前教育从几家幼儿园—31 家试点园—全市全覆盖推进—一日生活

中更多体现“游戏精神”，确保“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理念。开展游戏研

究后，老师们充分感受到幼儿在游戏中的无限可能，许多幼儿教师在回忆、描述

班级幼儿的游戏状态时，都会无限感慨：“这些孩子真让人意外啊！他们居然有

如此精力、如此智慧。” 

    二、突破实践难点不断提升活动实施质量儿童发起的游戏，其最难突破的是

实践中“充分自主”问题。如何贯彻“游戏是幼儿园基本活动”精神，让孩子像

孩子一样学习与发展，成为我们砥砺前行的方向。当“游戏放手”“让游戏更自

主”的导向传递到每一个教师这里，我们依然发现，“放手并不容易”。现实生

活中，教师徘徊在多个问题中：“结构游戏中幼儿产生角色行为，可以吗？”“角

色游戏中幼儿有大量结构过程，怎么办？”……教师“操碎心”的背后带来的往 

往是过度干预，最终使幼儿的自发游戏变为教师心目中的游戏，以至于有幼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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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中问教师：“我们什么时候游戏?”。 

近十年，我们通过一系列驱动性问题，如“角色游戏为什么总是一条街？”

“自主游戏，要教吗？”“孩子傻玩怎么看？”等等，推进教师自觉反思长期以

来游戏开展中存在的误区与问题，推动教师正视游戏对幼儿发展的价值。同时，

我们也聚焦游戏材料提供、游戏中的师幼关系、游戏中的过程观察以及游戏后的

分享交流等难点问题开展深度研究，激励教师以“最少的干预、最多的欣赏”支

持幼儿游戏。确立游戏中教师专业发展的成长轨迹“机会与安全”“观察与倾听”

“看懂与识别”“回应与支持”。我们鼓励教师观察、倾听幼儿，帮助教师养成

观察的习惯；通过主题教研等方式助推教师共同研究幼儿的学习与发展。 03/  

用心智筑教研“长城”为教师提供专业对话平台  

过去 20 年，上海架构“市-区-园”三级教研体系。全市各区级教研部门则

在“上通下达”“区本实践”过程中，关注幼儿园副园长（保教主任）课程意识、

质量意识的培育，并持续提升教研组长的岗位能力。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还建

立调研、教研、培训三位一体机制。以区域为单位的“聚焦问题”“经验提炼与

辐射”，已成为上海学前教育整体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教研真实地发生在每一

个园所、每一周。2017 年起，我们探索改变传统的“市教研员-区教研员-园-教

师”的信息传播链，启动全市范围网络教研，实现与上海 42000余名幼儿园教师

的“直接对话”。截止到 2021 年 1 月， 全市共计 260151 人次参与“基于观察

识别的教育支持”系列网络教研。这是指引全市教师发现儿童、反思教育行为的

极好路径，通过一个个短小的视频引发教师探讨诸如“你看到了什么？”“你会

从哪些方面分析这几名幼儿？”“如果这样的游戏情景发生在你的班级，您会介

入吗？”等问题，鼓励教师分析游戏案例中不同幼儿的发展状态，引发教师专业

思考。 

将教研研在“刀刃”上，最终成就教师的儿童立场，也为培育教师获得学前

教育核心竞争力奠基。学前教育是“根”的教育，上海学前教育有优势，也有挑

战。陪伴“最柔软的群体”，实现幼有所育，上海继续前行。 

 

来源：学前教育研究会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公众号 2021年 7月 25日 

 

javascript:vo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