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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游戏论》

前言

　　游戏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活动现象，从小至年幼儿孩的玩耍打闹，到壮至成人的棋牌娱乐，甚至
老逾古稀之年的幽默笑谈，无不诠释着它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广泛性及其独具的魅力。而游戏在儿童
世界中的存在则更为普遍，对儿童的魅力更为独特。　　从繁华的都市到纯朴的乡村，从绵延的海滨
到广袤的牧场，从古朴的街巷到雅致的公园，人们随处随时可看到孩子们在兴致盎然地做着各式各样
的游戏。他们或玩布娃娃，当&ldquo;爸爸&rdquo;、&ldquo;妈妈&rdquo;，或捉迷藏玩追逐，或装
扮&ldquo;大灰狼&rdquo;演故事，或搭积木建房子，或猜谜语，或唱儿歌，不一而足。正是孩子喜欢
游戏，才使得无论是在豪华的大商场还是狭僻的小店铺，都始终不忘将那些花样翻新、大小各异的儿
童玩具展列其中，成为吸引孩子的最大亮点。游戏成为孩子们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追溯人类社
会的历史，儿童的游戏也同样普遍存在且源远流长。在对世界各地的村落遗址考古工作中，人们时常
发现那些小型的、模拟的类似原始人生活用具的最早的儿童玩具（如小石斧、小箭头等）。即使在当
代犹存的原始民族或部落中，无论是北极的爱斯基摩人还是西非的潘格威人，无论是中国的鄂温克人
还是美洲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孩子也都在玩各种各样的游戏。男孩子在玩打仗，玩渔猎；女孩子编小
篮子、盖小房子，玩树枝做成的小偶人。史料中同样不乏关于儿童游戏的记载。我国《史记&middot;
孔子世家》中说：&ldquo;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rdquo;描述了孔子在孩提时代做学习
礼节的嬉戏。《列女传&middot;母仪》中孟母三迁的故事，有孟子幼年时玩殡葬、买卖、学礼节的游
戏叙述。《韩非子&middot;外储说左上》中记载的一则古代儿童游戏，与今天孩子们所玩的&ldquo;过
家家&rdquo;几乎一脉相承：&ldquo;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以木为哉，然至日晚必
归飨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rdquo;在2300多年前的西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著《理想
国》中记载：&ldquo;儿童分两队，玩的蛎壳一面白，一面黑。玩时，一儿童丢蛎壳于两队间，视所出
或白或黑，一队逃，一队追。&rdquo;这种可以称为&ldquo;黑白对抗&rdquo;的游戏十分类似于我国民
间流传的&ldquo;捉迷藏&rdquo;游戏。　　古往今来，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地区，
没有不做游戏的儿童，没有不喜欢游戏的儿童。在时间上，游戏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古老而
悠久，它贯串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在空间上，它遍及所有儿童生存的地域。自从有了儿童就有
了游戏。哪里有儿童哪里就有游戏。儿童与游戏就像鱼儿离不开水，鸟儿离不开翅膀。　　然而，游
戏历史的悠久及其存在的广泛却并不必然导致游戏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千百年以来，由于传统价值观
念的影响和社会发展历史条件的局限，游戏一直被认为是与儿童的学习、成人的工作相悖的、不相融
的、琐屑的、不重要的，甚至是消磨时光浪费生命的活动。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有人说：&ldquo;游
戏有什么好值得研究的，不就是玩吗？&rdquo;现实中，人们常常将某种不足为道的行为斥之
为&ldquo;儿戏&rdquo;。因此，直到人类社会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方开始有人试图把游戏（尤其是
儿童游戏）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游戏研究开始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美学等领
域里的重要课题。以学前儿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前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伴随着自身学科的产生和
发展，也更加关注在人的童年期频频发生和出现的游戏行为。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都非常重视学前
儿童的游戏，并侧重从游戏是学前儿童的基本活动，是学前教育的手段来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
想观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上进行种种尝试，极大地推动了学前儿童游戏理论研
究的发展。　　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以及认识水平的日趋提高，实践中经验的不断积累，
游戏之于儿童发展所不可替代的价值越发成为人们的共识。甚至有人宣称，游戏之于儿童似毫不亚于
母乳，游戏之于儿童如同生命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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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游戏论》

内容概要

《学前游戏论》是关于研究学前游戏论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学前游戏的基本概念、学前游戏的
分类与发展、学前游戏的发展价值、影响学前游戏的物理环境因素、学前游戏教育实施的基本原则、
学前游戏的分类指导、国外学前游戏理论的流派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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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游戏论》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编基本原理
第一章学前游戏的基本概念
第一节建立科学的儿童游戏本质观
第二节学前游戏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学前游戏的结构要素
第二章学前游戏的分类与发展
第一节学前游戏的分类
第二节学前游戏的发展
第三章学前游戏的发展价值
第一节游戏是学前儿童发展的需要
第二节游戏促进学前儿童身心的发展
第四章影响学前游戏的因素
第一节影响学前游戏的物理环境因素
第二节影响学前游戏的社会环境因素
第三节影响学前游戏的个体因素
第二编教育实施
第五章学前游戏教育实施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游戏是学前教育的重要手段
第二节学前游戏教育实施的基本原则
第六章学前游戏教育实施的基本任务
第一节学前游戏环境与条件的创设
第二节学前游戏教育实施的组织
第三节学前游戏过程中的现场指导
第四节学前游戏的评价
第七章学前游戏的分类指导，
第一节婴儿游戏的指导及实例
第二节幼儿角色游戏的指导及评价
第三节幼儿结构游戏的指导及评价
第四节幼儿表演游戏与有规则游戏的指导
第八章学前家庭教养中的亲子游戏
第一节亲子游戏的发展与特点
第二节在我国倡导亲子游戏的意义与策略
第三编发展与借鉴
第九章学前游戏研究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国外学前游戏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第二节我国学前游戏理论及实践研究的发展
第十章国外学前游戏理论的流派
第一节经典的游戏理论
第二节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
第三节认知发展学派的游戏理论
第四节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
第五节游戏的觉醒理论和元交际理论
附：向幼教界推荐观案评价幼儿游戏水平的几个量表
幼儿园玩教具配备目录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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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游戏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把游戏看做是儿童的主体性活动，揭示游戏中儿童主体性发挥和发展的功能特
性，展现出游戏满足儿童身心发展需要，促进儿童主动性、独立性与创造性发展，有益于儿童主体性
培养，从而实现游戏活动的独特功能和价值。游戏的主体性本质观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游戏发展儿童
主体性，从而促进儿童身心发展的独特教育功能和全面发展价值。（4）把游戏看做是儿童主体性的
活动，充分肯定了儿童自身作为游戏主体的兴趣、需要、能力等在游戏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并
不排除作为活动对象的客体（即周围的人和事物）对儿童游戏主体性发挥和发展的制约。因为游戏的
主体性本质观，看到的游戏的主体性是游戏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对象性活动所发挥和发展的主体性
。从而提升和扩展了只强调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的社会性本质观所限定的层次和视阈。游戏的主体
性本质观不是对游戏的社会性本质观的简单否定而是发展。把游戏看做是主体性活动，并不是否认而
是也承认和肯定了游戏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或层次出发的对游戏活动性质的认识
。具体而言，这二者的关系是，游戏的主体性是前提和基础并决定着游戏的社会性，因为只有在承认
游戏是儿童的主体性活动的基础上，说明游戏的社会历史制约性，游戏才不会丧失灵魂，才能真正实
现游戏这种活动独特的教育功能与价值。（5）把游戏看做是儿童的主体性活动，促使我们在促进和
引导儿童的游戏的实践中，必须以尊重儿童的主体性为其根本前提和基础。从儿童自身的兴趣、需要
和能力水平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儿童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而不是主观臆断地把自己的
意志强加于儿童，对以儿童为主体的游戏活动进行过多的和不恰当干涉。揭示和凸现游戏的主体性本
质，有助于在实践中对儿童游戏的科学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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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前游戏论》：21世纪高等师范院校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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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游戏论》

精彩短评

1、书本正是我所需要的，很喜欢
2、还可以，哈哈，只不过没太看
3、初步的人还可以，有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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