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 1
幼儿游戏与指导导论

游戏是人类社会中一种古老的活动,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价

值,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游戏并不陌生,可以说它伴随着每个人的

成长。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很多的研究者开始研究和探讨游

戏,试图从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角度探寻游戏

的本质和特征。100多年以来,人们对幼儿游戏的研究不断演进

和变化,《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也明确指出“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

经验为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
那么,游戏到底是什么? 幼儿游戏具有哪些特征呢? 厘清游

戏与幼儿游戏的特征,梳理幼儿游戏的本质及其与幼儿教育的关

系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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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 1　探寻幼儿游戏的本质

1.了解游戏的含义和游戏的理论学说。

2.掌握幼儿游戏的本质特征。

3.树立科学的幼儿游戏观。

游乐场里,多多在沙坑里挖沙子,他用沙子和石头搭建了一座城堡,还给城堡修筑了

一道围墙,嘴里还嘟囔着这个城堡要给王子和公主结婚用。午饭时间到了,妈妈叫多多回

去吃饭,多多却说我还没玩够呢,妈妈很无奈,跟旁边的人说道:“每天都非得来游乐场里

玩,这些东西都玩了百八十遍了,他们怎么都玩不够呢? 这有什么好玩的呢?”旁边的人也

附和着说:“谁说不是呢? 我家孩子也这样,不吃饭也得玩,每天弄得身上脏脏的,他自己

倒很开心”。
思考:为什么幼儿不吃饭也得玩呢? 为什么游戏对他们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我的答案:

 
 
 

一、游戏的含义


游戏一词来源于《尔雅》,其曰:“游,戏也。”又曰:“戏,谑也。”“谑,戏也。”“游”“戏”两
字合并为一词,最早见于文字的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在汉语中,“游戏”的字面意思即游乐嬉戏。与游戏有关的词语包括玩、嬉、戏等。《现
代汉语词典》将游戏定义为:①名词:娱乐活动,如捉迷藏、猜灯谜等。某些非正式竞赛项

目的体育活动也叫游戏。②动词:玩耍。《辞海》中指出,游戏是文化娱乐的一种,有发展

智力的游戏和发展体力的游戏。前者习称“智力游戏”,后者包括活动性游戏和非竞赛性

体育活动。另外,还有“电子游戏”和“网络游戏”等。《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中指出,
游戏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儿童在游戏中反映周围的现实生活,并通过游戏体验着周围人

的劳动、生活和道德面貌,同时也理解和体验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英语中,与游戏有关的词汇有Play、Playing、Game、Fun等。Play、Playing有“玩”

和“游戏”的含义;Game多指有规则的竞技活动;Fun蕴含着丰富游戏乐趣的含义。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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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词联系起来就描述了游戏的典型特征,即游戏是一种带有趣味性的活动,能让人从中

感受到乐趣。
此外,众多研究者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对游戏的认识,比如文化学认为游戏是一种社

会文化现象,社会学认为游戏是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表现,人类学认为游戏是了解人类发

展的途径等。
目前为止,关于游戏是什么,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概念界定,但对于游戏概念的理

解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认同,即游戏是有乐趣的、自由的、假想的等。

活动:对接已有经验

请结合自身经验,谈一谈你对“游戏”的认识。

二、游戏的理论学说


关于游戏的本质,社会各界都做出了众多探源性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些具有说服力

的理论流派。其中,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研究多采用哲学思辨的方法,又被称为“空想

主义”,更多的是从人类整体的视角思考游戏,被称为早期游戏理论;20世纪20年代之后

的研究大多是采用实验的方法,更关注游戏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被称为现代游戏

理论。

微课:早期

游戏理论

(一)早期游戏理论

1.剩余精力说

  剩余精力说也被称为精力过剩说,代表人物是18世纪的德国诗人席勒

(Schiller)和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Spencer)。这一学说认为,游戏

是生物体对剩余精力的一种无目的的消耗,其主要观点是:生物体都有维持自身生存的

能量,当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若还有剩余的能量就被称为剩余精力。不同等级的生物体维

持自身生存所需的能量不同,所剩余的精力多少也不同。高级生物比低级生物更有精力,
因为随着种系进化阶梯的升高,机体用来满足生存需要的能量会逐渐减少,从而使得剩余

的能量变得更多。剩余的能量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途径发泄出去,否则堆积的剩余精力

就会对生物体本身造成压力,而游戏便是宣泄剩余精力、保持健康的最佳通道。可以说,
剩余精力越多,游戏的行为就越多。

虽然这一理论学说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后人的诟病,认为其贬低了游戏的价值,但不

可否认其在今天仍有一定的意义,也提供了一定的教育启示,即在游戏中儿童可以发泄精

力。因此,成人不要限制儿童游戏,应鼓励儿童游戏,避免其出现压抑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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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松弛消遣说

松弛消遣说也被称为松弛说或放松说,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拉察鲁斯(M.Lazarus)
和帕特里克(Patrick)。这一学说认为,游戏不是对剩余精力的消耗,而是对精力的补充,
是用来恢复精力的。其主要观点是:人类在工作和劳动中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因而会感

到疲劳,为了放松身心、恢复体力,才产生了游戏。
现代生活中人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学说的观点。当人们感到压抑或者

有情绪压力的时候,运动和游戏确实有一定的疏导作用。虽然松弛消遣说没有专门论及

儿童的游戏,但也能从中获得一定的启示,即当儿童出现情绪压力问题的时候,可以进行

适当的游戏和放松活动。

3.复演说

复演说也被称为行为复演说或种族复演说,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尔(G.S.
Hall)。这一学说认为,游戏是一种种族本能,游戏的目的是消除那些不应在社会中出现

的原始本能。其主要观点是:儿童的游戏是对人类祖先进化过程中出现过的行为的复

演,儿童游戏阶段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可以对应的,如儿童的爬行和行走反映了人类在动

物阶段的行为特点,儿童喜欢爬树、追逐打闹反映了人类原始阶段的行为特点等。这种重

演为形成更高级、更复杂的人类文明提供了可能。

4.生活准备说

生活准备说也被称为前练习说或预演说,代表人物是德国生物学家格罗斯。这一学

说认为,游戏不是消除原始本能,而是需要通过练习来加强未来所需的本能,以便为将来

生活做准备。其主要观点是:小动物和人类都有与生俱来的本能,但这种本能必须经过

后天的练习和学习才能发展成熟,才能适应将来生活和生存的需要。因此,儿童在进入社

会生活之前需要一个练习和准备的阶段,游戏就是一种练习的方式。
格罗斯把儿童的游戏分为练习性游戏和社会性游戏,前者主要促进儿童的自我控制

能力,后者主要帮助儿童发展人际关系。
上述早期游戏理论中,剩余精力说和松弛消遣说论述了游戏与精力调节的关系,复演

说和生活准备说论述了游戏与本能的关系,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带有比较强的生物学色彩,
尽管没有单独从儿童的个体视角探讨游戏,但确实对后人探讨游戏和儿童游戏产生了非

常大的影响。

活动:我的认知

以上游戏理论你更认同哪一个或哪几个?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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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现代

游戏理论

(二)现代游戏理论

1.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

  精神分析学派以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Freud)和美国心理学家

埃里克森(ErikH.Erikson)为代表。该学派认为,人类和动物一样,都有与

生俱来的原始冲动和欲望,这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由于受到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限制

和影响,人类的这些原始冲动和欲望不能随意发泄,而这些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冲动和欲

望,如果累积太多就会造成精神失常,使人患上精神疾病,因此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途径

发泄出去。游戏便是最好的途径,因为游戏与现实生活是分离的,在游戏中,人们可以摆

脱现实生活的束缚,促使欲望与道德之间达到平衡。因此,这一理论也被称为发泄论或补

偿说。
在弗洛伊德看来,游戏可以促进儿童的人格发展。一方面,游戏可以帮助儿童实现在

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在游戏中,儿童可以通过扮演成人、模仿成人的行为举止,
感受成人的世界,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愿望得到补偿。另一方

面,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儿童抚平心理创伤。儿童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并非都是

快乐积极的,也会有痛苦的、不愉快的体验,这种体验也会成为儿童游戏的主题。在游戏

中,儿童会重复呈现这些不愉快的体验,并将其转移到第三者(游戏的同伴、玩具等)身上,
使得自己从痛苦体验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执行者,从而把自己从不愉快的生活体验中

解脱出来。
与弗洛伊德一样,埃里克森也认为游戏可以促进儿童的人格发展,但他指出,人格的

发展不是本能的宣泄和补偿,而是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自我是积极主

动的个体,游戏可以通过创造特定的情境,让自我体验过去、现在和未来,协调生物因素和

社会因素的影响。埃里克森把人格发展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心理冲突,而
游戏则可以帮助儿童解决这些心理冲突,促使儿童从一个阶段迈向下一个阶段。

总体而言,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对20世纪的游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

是其提出的游戏补偿理论,可应用于游戏治疗,即把游戏作为一种评价工具,可以对儿童

的情绪状况进行诊断。但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研究以分析个案为研究方式,缺乏客观性

和普遍性,过度强调个体的生物性,忽略了社会性,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认知发展学派的游戏理论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Piaget)是认知发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把游戏看作儿童

智力活动的组成部分,将儿童的游戏与认知发展相联系。
一方面,皮亚杰认为儿童游戏的发生发展反映其认知发展水平的变化,也就是说儿童

玩什么样的游戏,主要受其认知发展水平的影响。他将儿童的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分
别是感知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1岁)和形式运

算阶段(11~16岁)。在不同的认知发展阶段,儿童的游戏类型也不同。例如,处于感知

运动阶段的儿童,其游戏主要是练习性游戏;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其游戏主要是象征

游戏;而处于具体运算的儿童,其游戏主要是规则游戏。另一方面,皮亚杰认为游戏可以

巩固和促进儿童的发展。在他看来,游戏是儿童认识客体的重要方法,在游戏中,儿童可



6    幼儿游戏 与指导

以用自己已获得的经验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如把积木当作小汽车,而不在意积木的原本功

能),对原有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练习巩固,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
总体而言,皮亚杰从认知发展的角度研究儿童游戏,强调了认知发展对儿童游戏的制

约和影响作用,这为人们通过游戏了解儿童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支持,也为如何创

设游戏情境、引导儿童的游戏提供了参考依据。但皮亚杰的游戏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忽视了社会生活,尤其是文化、教育等其他环境因素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且其提出

的游戏中儿童不能发展新的知识经验的观点也与现在所发现的游戏的价值相悖。

3.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又被称为“维列鲁学派”,代表人物有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鲁宾

斯坦、列昂节夫、艾里康宁等。社会文化历史学派认为,游戏不仅有生物学起源,还有社会

文化历史起源。如维果茨基认为儿童游戏的产生是其心理机能发展的结果,儿童的心理

发展存在最近发展区,儿童的每一个成长阶段都会有特定的正在发展的行为能力,但现实

中有很多事情可能会超出儿童现有的能力,使其愿望无法得到满足,那么这时候游戏就产

生了,儿童可通过游戏创设一种想象的情境,以此满足自己的愿望和想法。此外,维果茨

基还认为儿童的游戏是一种社会性实践活动,具有社会性的本质特征,儿童会模仿成人的

行为和活动,并将其体现在游戏之中。
鲁宾斯坦的观点与维果茨基比较相似,他认为游戏是儿童看待周围现实生活的反映,

游戏是解决儿童的需要与其自身能力之间矛盾的一种活动。列昂节夫否认了儿童游戏的

本能性特点,认为儿童的游戏与动物的游戏有本质的不同,儿童的游戏不是本能活动,而
是人类的实际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帮助儿童认识周围客观世界,在游戏中,儿童的行为

具有社会性。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现代代表人物艾里康宁主要探讨了儿童角色游戏的起源,他认

为儿童的角色游戏不是本能的体现,而是源于社会的需要,游戏的内容具有社会性,角色

游戏的主题来源于儿童生活,与儿童生活的一定社会条件和环境有关,社会环境中出现的

劳动和工作以及其中所使用的工具影响了儿童的游戏。儿童向往成人的世界,具有强烈

的胜任成人活动的愿望,但受到年龄和身心发展水平的限制,他们无法做到像成人一样,
因此就在角色游戏中模仿成人的活动,通过操作玩具满足自己的愿望。而成人也会为儿

童的游戏创造玩具,引导其进行使用,以帮助其练习适应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一些能力。
整体来看,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强调游戏的社会性本质,强调成人与教育在

儿童游戏中的重要作用是积极的,但其认为儿童与成人的交往对儿童游戏起决定性作用,
忽视了儿童的主观能动性。

除上述游戏理论之外,20世纪中后期还出现了很多新的游戏理论,如柏莱恩提出了

游戏的觉醒理论,认为游戏是儿童内驱力的产物,受到外界刺激的影响,是儿童的行为与

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贝特森提出了游戏的元交际理论,认为游戏中含有的“言外之

意”和“不言而喻”的信息,是儿童通往人类文化和表征世界的必需技能和重要途径。
总之,历史上对于游戏的各种研究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有助于人们从多个角度发现和

思考游戏,对于探讨游戏的本质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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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我对现代游戏理论的理解

请梳理各个现代游戏理论,并完成表格。

游戏理论 代表人物 主要观点

微课:幼儿游戏

的本质特征

三、幼儿游戏的本质特征

(一)幼儿游戏具有趣味性,是令人愉快的活动

游戏是一种充满了趣味性的活动,当人们提及游戏时,总会想到“好
玩”“有趣”“开心”这样的字眼,幼儿在游戏时往往会带有积极的情感体验,

可以从他们的表情、语言和动作中看到满足、轻松的感觉。在游戏中,幼儿没有外在的强

制性的目的,没有心理负担,不需要担心游戏之外的任何惩罚,不用受到现实生活的很多

束缚,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游戏中,使身体处于一种最轻松、最自在的状态,从而发挥自

身的主观能动性,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
虽然有时候在游戏中也会看到幼儿的表情有点严肃,但这种严肃更多地表现为

游戏时的专注和认真,比如幼儿在玩一些规则游戏或智力游戏的时候,这种态度就会

显现出来,这是他们积极参与游戏的表现。整体来看,幼儿游戏的体验还是轻松愉

悦的。

(二)幼儿游戏受到内部动机控制,是主动自发自愿的活动

游戏是一种主体性、非强制性的活动,是由幼儿内部动机产生的活动。“我要玩”“我
想玩”是机体自身发出的需求,是一种内驱性的行为,不受他人的限制。在游戏中,幼儿始



8    幼儿游戏 与指导

终处于主动的地位,他们是自身游戏的主人,可以选择和确定游戏的内容、形式,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选择游戏的材料和伙伴等。任何强迫性的行为和基于外部利益的行为都不能

称为游戏,比如当幼儿自己想要踢球的时候可以称为游戏,而如果是成人要求其踢球或提

出交换的条件(如练习踢球可以获得棒棒糖)就不能称为游戏。

(三)幼儿游戏具有社会性和虚构性,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假想活动

游戏是一种假想的活动,在游戏中,参与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是假装的、想象的,
游戏中出现的人、物或事件都不是真实的,例如在角色扮演游戏中,幼儿假装吃饭、假
装是医生、用铅笔当体温计等;而在下棋、打扑克这样的游戏中,也知道这跟真实的比

赛不一样,不用担心游戏后果,不用感受真实比赛的压力。游戏只是满足愿望、获得

愉快体验的一种手段,这种不真实的、虚构的情境使得游戏带上了一种神秘的、吸引

人的色彩。
但也需要看到,游戏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活动。游戏从属于现实生活,游戏的

主题和内容来源于现实生活,游戏中的假想行为是幼儿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和改造,比如幼

儿的“过家家”游戏反映了现实的家庭生活,小医院中的“医生”和“护士”也可以在现实生

活中找到原型。可以说,幼儿的生活经验越丰富,其游戏的内容越充实,游戏的行为越真

实。当然,游戏中幼儿的行为并不一定完全还原真实的角色行为,幼儿扮演的角色或用积

木搭建的建筑物不一定是哪一个具体的人或建筑物,而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理解和想

象进行的概括反映。也就是说,游戏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经历了幼儿的改造,游戏是带

着幼儿自身色彩的一种概括性反映现实生活的活动。

(四)幼儿游戏具有自由性和规则性,是一种自由和约束同在的活动

游戏是一种充满自由的活动,这种自由与游戏的内部动机是关联的。因为游戏没有

外在的强制性的目的,游戏者可以有很大的自主权,这就决定了游戏的灵活性和随意性。
在游戏中,幼儿可以任意选择游戏的内容、材料、同伴等,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参与游戏或退

出游戏。当游戏者所拥有的自由选择权被剥夺,游戏也会随即停止。
但游戏中幼儿的行为又不是完全随意、完全自由的,幼儿在游戏中并不是毫无约束和

限制的。虽然有时候会看到幼儿的游戏显得乱七八糟,他们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

个,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游戏“乱中有序”。
任何游戏都是有规则的,包括显性规则和隐性规则。显性规则一般是指游戏本身的

规则,比如在进行跳房子、下棋这类游戏时,幼儿需要在游戏之前商量好双方都需要遵守

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会影响比赛结果的公平性,也会直接影响游戏是否能顺利进行。隐

性规则主要指一些约定俗成的要求,与幼儿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性发展水平相联系,一方面

需要幼儿的行为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要求,如在乘坐公共汽车游戏时,“乘客们”要排队、
投币或刷卡。另一方面需要幼儿的行为符合某一社会角色本身的职业规范,如在小医院

游戏中,“护士”在给病人打针之前要进行消毒,不能给两个“病人”使用同一针头等;在小

餐馆游戏中,饭菜掉到地上,“服务员”不能再端给“客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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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走进幼教实践

请走进幼儿园,观察幼儿的游戏,并描述你所思考的幼儿游戏的本质特征。

游戏是什么?

1.游戏是幼儿的发展需要。

2.游戏是幼儿的学习方式。

3.游戏是幼儿的“心理维生素”。

4.游戏是可持续学习的基础。

5.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
———华东师范大学 华爱华

我的理解:请将你对“专家观点”的看法和感悟写在下方。



10   幼儿游戏 与指导

一、对接幼儿园工作岗位

幼儿园王老师在学习幼儿游戏的相关理论之后,出现了一些疑问,她觉得不同的研究

者对游戏的研究不同,结论也不一样,那么这些游戏理论对幼儿园游戏实践有没有启示

呢? 请你结合所学知识尝试回答王老师的问题。

  请选择一位同学作为王老师,模拟与王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并将交流提纲撰写在

下方。

二、对接幼儿园教师资格证

1.(2018年下半年 保教知识与能力)【材料分析题】教师在户外投放一些“拱桥”,希
望幼儿通过走“拱桥”提高平衡能力。但是,有些幼儿却将“拱桥”翻过来,玩起了“运病人”
游戏。他们有的拖,有的推,有的抡……玩得不亦乐乎。对此,两位教师反应不同。A教

师认为应立即劝阻,并引导幼儿走“拱桥”。B教师认为不应阻止,应支持幼儿新玩法。
【问题】你更赞同哪位老师的想法? 为什么? (请将你的答案写在下方)

2.(2015年下半年 综合素质)【单项选择题】某幼儿园将识字作为基本活动,该园的

做法(  )。

A.正确,有助于幼儿掌握知识 B.正确,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C.不正确,幼儿园不能组织教学活动 D.不正确,幼儿园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