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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宇

近年来，安吉游戏给我们带来

了很多启发：一是体现了幼儿教育

改革的方向；二是提示了幼教工作

者“到底什么是游戏”；三是展示了

“怎样才能实现幼儿园的基本活动

是游戏”这一命题。为什么安吉游

戏能启发我们？因为它把游戏的自

主权真正地还给了儿童。

幼儿园游戏是高品质的游戏，

是教师和幼儿共构的活动。有人

说，一个好的幼儿园课程应该用游

戏的方式来进行，贯穿于一日活动

之中。然而，这样的解读尽管有积

极意义，但并不能完全解释幼儿园

活动与儿童游戏。

那么，如何界定幼儿园游戏？

游戏自身的复杂性和不同学科研究

重点与研究方法的不同，导致了对

游戏的不同认识。就幼儿园游戏的

分类而言，既不能过于形式化，也不

能过于技术化。学前教育专业对游

戏的分类应该体现儿童发展与幼儿

教育的目标相结合，而不是简单的

比照和搬运。我把幼儿园游戏分为

两大类：第一，自主游戏，核心在于

儿童掌控游戏的过程，这也正是安

吉游戏的核心；第二，工具性游戏，

具有一定的教育目的，在一个由成

人建构结构内的自主活动。

虽然两类游戏的内容和形式不

尽相同，但他们都是具有正向情绪

的、具有身体动作和心理表征的、具

有虚拟强化和有效调节作用的适应

行为和活动方式。从自主游戏与工

具性游戏的内在联系看，游戏精神是这两类游戏的

共同内核。

在幼儿园中，工具性游戏是游戏的特殊类型，

它不能冲击自主游戏，更不能替代自主游戏。同

时，工具性游戏又是不可或缺的，它和自主游戏都

是儿童学习的主要方式和主要途径。而我们常说

的“教学游戏化”就属于工具性游戏，它的本质就

是学习的活动对象化，使教学过程适应学习对象的

年龄特征和学习特点，使学习过程与学习对象的认

知水平相适应。从这个意义上看，教学游戏化绝不

是用游戏作教学的“药引子”，或是在教学中用游

戏来调剂胃口，或只是在教学中使用某个游戏元

素。教学游戏化，关键是弘扬游戏精神，让儿童在

过程中获得游戏性体验，如趣味性、自主性、合作

性和成功感。

然而，在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儿童为中心的转

变过程中，许多教师依然无法克服二元论的思想枷

锁——将游戏与教学割裂开来，把游戏与教学当作

幼儿园教育轴的两端，认为游戏与教学的关系是一

个“孰轻孰重”或“孰多孰少”的关系；将自主游戏

与工具性游戏割裂开来，认为自主游戏就是“放

羊”，而工具性游戏就是“课堂教学”；将儿童愉悦

与儿童发展割裂开来，认为自主游戏只能以愉悦为

前提，不应该强调儿童发展。这种二元论不仅在理

论上缺乏依据，而且在幼儿教育的实践中也会产生

误导，束缚幼儿园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

伤害儿童游戏、学习和发展的权利。

幼儿园游戏成功的关键是教师对游戏的理解

以及创造性的高度发挥。在实践过程中，教师应该

如何划清工具性游戏与“假游戏”的界限？我认为

有 9 个判断依据，即游戏是否自主；是否有自己的

表征；是否接受和保持教师提出的表征；强化的来

源是内源还是外源、是虚拟还是现实；经验的活动

是否符合儿童认知规律；是否增强行为的适应性；

有无创造性；有无游戏的满足感和愉悦感；有无学

习的新生长点等。总而言之，儿童的游戏权利是否

得到尊重、维护和发扬，才是最根本的界限。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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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义乌市国贸幼儿园的幼儿、家长以及教师相
约该市大陈镇红峰村杨典桥畔的千年古银杏树下。教
师和家长为孩子们讲解千年古银杏的故事，与幼儿一
起赏银杏、捡落叶、品尝白果，开启了一场亲近大自然
的教育活动。图为家长和孩子一起玩树叶拼贴画。

（本报通讯员 董亚娟 方笑娟 摄）

□本报记者 朱 丹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尤其是体育

活动。保障幼儿在园每天至少2个小

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其中1小时体育

活动……”不论是我省刚刚颁布的幼

儿园课程改革指导意见，还是《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3~6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等，都强调了幼儿体育运

动的重要性。近来，随着天气转冷，

雨雪天、雾霾天等“坏天气”也日益增

多，如何在不宜开展户外活动的天气

条件下，创造条件组织幼儿开展室内

体育活动，成了幼儿园的一大难题。

室内空间变身“游乐场”
在幼儿园的门厅里，孩子们用奶粉

罐充当梅花桩，在走梅花桩的同时练习

平衡，或利用中厅的柱子，拉起橡皮筋，

玩跳橡皮筋的游戏。在走廊里，孩子们

站在同一起点，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

决定谁可以跨步前进，比一比谁跨得最

远，或在爬行垫上“穿越火线”，匍匐前

进。在教室里，孩子们将椅子排成一

列，他们在椅子的空隙中进行“身体接

龙”，一个接一个地在椅子的空心中钻、

爬，或并排摆放两张桌子，在桌子上练

行走……连日来的阴雨天气，湖州市蓝

天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照样玩得很嗨，

在教师的用心创设下，娃娃们体验了丰

富多彩的室内体育活动。

“幼儿园位于湖州市中心，老园区

户外场地有限，风雨、雾霾等天气因素

常常制约着户外体育游戏的开展。为

了保证孩子们每天的体育运动量，我

们充分利用走廊、楼梯、教室等有限的

场地拓展其体育游戏空间。”该园副园

长慎蓓蓉说。

今年，杭州市西湖区文苑学前教

育集团的教师们将目光聚焦于走廊，

进行了走廊游戏的深度探索。在该园

的白荡海园区，教师们考虑到走廊狭

长、通透，并且东西两边各有一组楼梯

可以迂回上下，便想到了以打通的方

式来开展室内体育活动。基于对运动

核心经验的把握，他们以“小小解放

军”为主题，在一楼走廊设计了以钻、

爬类为主的“潜入敌营”“勇敢向前冲”

“建设大本营”等游戏；二楼聚焦跳跃

和投掷，设置了“过沼泽地”“圈地运

动”和“探寻宝藏”等；而三楼主要是发

展幼儿平衡类的运动，如“穿越封锁

线”“排地雷”和“后勤保障队”等。

为了避免“孩子玩几遍就不玩了”

的现象，该园教师团队还从内容、游戏

材料和评价3个维度出发，构建了“1+N”

打通式走廊游戏模式。其中，“1”是主

线，是既定的游戏内容、场地、锻炼器

械或材料，而“N”是对主线的补充，它

往往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按需的。这

样一来，便让孩子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在杭州市申花实验幼儿园，足足

两层楼高的室内挑战区像足了一个大

型的“游乐场”，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开

展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获得走、跑、

跳、攀、钻、爬等身体平衡与控制能

力。“下雨天也一样好玩！”孩子们这样

说道。

已有资源巧变体育材料
一根皮筋，能创设出几种体育游

戏？近年来，新昌县机关幼儿园将跳

皮筋游戏引入幼儿园，利用大皮筋、小

皮筋、手指皮筋等玩出了“百变皮

筋”。“皮筋游戏不受人数、年龄、天气、

场地和时间局限，尤其是无法到户外

锻炼时，幼儿也都可以自由玩耍。”该

园教师梁幼霞介绍，“百变皮筋”融传

统游戏于一体，把最初是单人玩的跳

橡皮筋改良成多人拉绳、多人跳的体

育活动，并把橡皮筋当作辅助幼儿前

滚翻练习、代替双杠练习的体育材

料。同时，该园还结合辅助器械，拓展

橡皮筋的玩法，如运用轮胎、木桩、软

棒、布圈等半成品游戏材料与皮筋进

行组合游戏。

“相较而言，皮筋、长棒、纸棒等低

结构材料更具有创造性。幼儿在自己

创造的游戏中会锻炼得更加投入。”在

海盐县六一幼儿园教师吴燕看来，材料

投放得巧妙与否，直接影响幼儿室内体

育锻炼的效果。她认为，体育材料投放

应该种类多、数量足，以满足不同兴趣

的幼儿需要。“材料的种类既要有活动

上肢的器材，又要有活动下肢的器材，

以保证幼儿身体均衡发展；运动器材的

性能要有层次性和挑战性，以满足不同

发展水平幼儿的需要。”

在采访中，不少教师反映，自制材

料在室内体育活动中发挥着极大的优

势。“我们和孩子一起用废旧物品制作

纸棒、滚筒、啤酒桶、毽子等体育材料，

提高幼儿的动手能力。”杭州市滨江区

官河锦庭幼儿园教师黄瑜举例说，“比

如，用泡沫制作的爬行手垫练习爬行，

用泡沫板、废旧彩笔制作投掷盘和投掷

圈，用旧挂历纸做纸棍练习跳跃与平衡

等。这些自制材料不仅体积小、收放方

便，而且也增添了体育活动的乐趣。”

“在准备体育材料时，我们还可以

充分利用家长资源，收集废旧材料，并

鼓励他们参与自制活动。”绍兴市越城

区越秀双语幼儿园教师陈艺补充说。

她建议，在体育活动过程中，教师还需

要引导幼儿一物多玩，培养幼儿的创

新能力及合作能力。

“坏”天气里如何保障幼儿运动

□本报通讯员 朱飘安旗

见到杜文伟的时候，他正站在幼

儿园门口迎接前来上学的小朋友们。

孩子们见到他都会甜甜地喊上一句

“园长好”，他也会亲切地和孩子们打

招呼，摸摸他们的小脑袋。

从担任园长的第一天开始，杜文

伟每到早上7时30分就会准时出现在

幼儿园门口，迎接孩子们。今年是他

就任温岭市新河镇肖家桥幼儿园园长

的第7年，2010年，他从小学教师岗位

调到幼儿园，成为该市第一位幼儿园

男园长。

杜文伟初任幼儿园园长时，除了

他对新岗位的迷茫，也有别人对他的

误解，还有其他人对这名“幼教新兵”

的质疑：一个男人怎么当得好幼儿园

园长？面对新的工作、异样的眼光，他

并没有退缩，而是调整了心态。回想

起当初坚持下来的原因，杜文伟说：

“因为我很喜欢孩子。”并且他坚信，男

园长并不逊色于女园长。

刚开始，杜文伟对幼儿教育的工

作不甚了解，为此他不停地学习，逐渐

在幼儿园管理和教育教学中用男性的

方式教会幼儿勇敢和坚强。

每天上午，幼儿园会安排孩子们

进行户外游戏。一到活动时间，孩子

们就会自主搬运器材，开始游戏。“为

了培养孩子们的勇气，我会鼓励他们

从小梯子上跳下来。如果他们敢去

做，就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胆

量。”杜文伟总是鼓励该园教师在保护

措施到位的前提下，带着孩子们去做

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事情。

同时，他也很关注男孩子的性

格塑造，为了加强对男孩子的“阳刚

教育”，他请来了兼职的男教师，同

时还把孩子们的爸爸请进园里给孩

子们上课，让孩子在课堂上体会父

爱教育。

杜文伟坦言，7年的幼儿园工作

经历，给他带来很大变化，尤其是在

性格上。身边的同事评价他越来越

细心，也更有耐心了。虽然不带班，

但是他会用心去记幼儿园里每个孩

子的姓名。他还学会了做手工活，肖

家桥幼儿园的活动场上悬挂着一排

排的小风车，这些都是杜文伟参与制

作的，从材料的购置到制作、涂色、悬

挂，每一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在担

任园长之前，手工活是最令我头疼的

一件事。然而，幼儿园真是一个纯

真、神奇的地方。”杜文伟坦言，相比

成为园长第一年时的手足无措，现在

的他可以和园里的孩子们打成一

片。去年儿童节，肖家桥幼儿园举办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亲子泼水节，杜文

伟像一个大孩子，带着园里的教师和

孩子们，在活动场上尽情地嬉戏玩

耍，全身都湿透了。

在肖家桥幼儿园，教师们都把杜

文伟当成“女儿国”中的领头雁，在他

的引领和保护下，她们可以心无旁骛

地工作。作为该园唯一一名男教师，

他扛起了园内的粗活、重活。今年暑

假，该园实施了暑期校园文化提升工

程，他一个人担任起了“监工”；而7年

前肖家桥幼儿园刚从小学剥离时，也

是他一个人全程参与了园舍的设计和

建设。

杜文伟：乐当孩子王的男园长

教师组团向社区
提供菜单式早教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金茂芳）近日，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一幼儿园依托

自身师资优势组建“和乐一幼爱心团”，并以菜单的形式向社会和家庭开

放早教服务，社区和家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前了解和预约早教服务。

“和乐一幼爱心团”由该园全体党员教师组成，包括家庭教育咨询

团、亲子教育引导队、爱心助教团等3支服务小队。目前，在党员的示

范带动下，非党员教师也根据自身实际加入到了“和乐一幼爱心团”的

各支服务队当中。例如，该团队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

念，在广场宣传、现场咨询、专题讲座等群体性活动的基础上，进社区

入户个别化、点对点地开展育儿营养保健咨询、早教知识讲解、亲子游

戏指导等服务；与社区联合创设共享型亲子活动平台，为1~3岁幼儿

及家长提供更多交流、学习的机会；开展早教进社区的相关课题研究

等。据了解，近3年来，该园教师参与志愿服务累计已达千余人次。

本报讯（通讯员 熊燕燕）近日，宁波

市筑梦幼教公益联盟在成立3周年之际公

布了一组数据：过去3年，该组织先后助力

乡村、海岛幼儿园99批次，受惠乡村儿童

5000余名，捐赠的物资已超过10万元。

据了解，筑梦幼教公益联盟是一支由

各行各业人士自发组成的公益团队，目前

已有370名成员。起初，该联盟成员以学

前教育工作者为主，随着医生、律师、电力

工人、退伍军人等其他行业成员的加入，

其支持方式也从单纯的送教转变为丰富

的援助活动，如文艺演出、检查视力、勘察

电路、捐赠图书馆等。同时，联盟成员还

根据对乡村幼儿教师实地的观察与了解，

推出专门为乡村教师打造的应实、应需的

专场培训，并通过网络直播惠及全国2.8

万名乡村教师。

如今，筑梦幼教公益联盟已经成立了

海曙支队、鄞州一支队、鄞州二支队、宁海

支队、奉化支队、医疗支队、电力支队、律

师支队等8个支教支队，继续为乡村幼儿

园和儿童服务。

宁波一幼教联盟
三年让五千余名乡村儿童受益

日前，缙云县实验幼儿园组织全体幼
儿进行了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活动。下午
3点，当警报声拉响时，孩子们在教师的
指挥下手拿湿毛巾捂着口鼻快速有序地
从活动室撤离到安全地带。

（本报通讯员 马春霞 吕敏飞 摄）

娃娃们的消防演练娃娃们的消防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