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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引入传统游戏的意义与途径
朱　锐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遂宁 629000）

摘要：传统游戏不仅对于幼儿的身心全面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也丰富了幼儿的文化生活，增强了家庭、社区、民族之间的教育

与文化联系，更彰显了幼儿园特色文化建设的开放性和多元化。

因此，面对传统游戏所具备的种种意义与价值，教师更应该结合

传统游戏本身、对幼儿的研究以及专家意见等做到科学选材；通

过改良、简化以及古法新玩等方式使之更好地融入到幼儿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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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游戏的定义

游戏对儿童的感知觉、认知、情感及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具

有重要价值。它不仅是幼儿基本的活动方式，更是幼儿获得良好

发展的催化剂。随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的深入贯彻与实施，

游戏在幼儿园的地位得到肯定，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将游戏纳入幼

儿园教育的主要内容，游戏的开发和利用得到空前发展。

伴随多元文化思潮在教育中的引入、国家文化部对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保护，幼儿园也逐渐开始关注如何通过开发传统游戏达

到幼儿园文化建设或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作用。什么是传统游戏呢？

《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提出：“传统游戏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

生活中逐步形成，并经过实践检验流传至今的一种活动，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对儿童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见，传统游戏

是各类游戏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得到修正和流传后的结果，它具有

地方性和传承性的特点，例如“过家家”“童谣活动”“抢板凳”“丢

沙包”“剪纸”“扎染”“七巧板”等游戏可被视为传统游戏。

二、幼儿园课程引入传统游戏的意义

学术界对传统游戏教育价值与德育功能的研究激发了幼儿园

课程中引入传统游戏的教育灵感。现今，高科技游戏占领了幼儿

游戏的半壁江山，对幼儿具有巨大价值的传统游戏被忽视。幼儿

园特色文化建设的兴起也推动着各幼儿园开始思考或实践传统游

戏在幼儿园课程里的开发与利用。那么，幼儿园课程引入传统游

戏究竟有何意义呢？笔者从教育和文化两方面进行了思考。

（一）教育意义

在幼儿园课程中引入传统游戏无疑是幼教界的巨大进步。众

所周知，游戏在幼儿的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马斯洛指出：“游

戏的过程正是智力发生的非同一般的、特殊的过程，这恰恰是游

戏的作用之所在。”可见，游戏对于幼儿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传统体育游戏中的“贴膏药”“丢沙包”“放风筝”等活

动能够锻炼幼儿的灵活性、协调性和肌肉能力，促进身体发育；

70、80、90 年代流行的“童谣”或“儿歌”往往是根据某些历史

事件为题材流传下来，不仅能够传递生活经验与技能，某些更是

具有较强的德育价值（如：团结、诚信、友爱、保护自然等），

例如：

1．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掀条缝， 三个搬，

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2．小宝宝，有礼貌，见老人，会问好，爷爷好，奶奶早，大

家都把拇指翘……

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剪纸”和“扎染”等游戏活动也纳入

幼儿园课程。这颇具民间艺术色彩的活动进入幼儿的视野中，丰

富了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更可以在活动过程中带给他们浓烈的

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熏陶，使他们为国家的特色文化感到自豪，

情感和社会性得到发展。与“剪纸”“扎染”类似的传统游戏更

是锻炼幼儿小肌肉精确性和灵活性的绝佳方式。幼儿在一刀一剪、

一穿一线中游走，注意力得到了潜移默化的训练，也体验到了动

手创作的愉悦；更值得一提的是“过家家”，该游戏在幼儿园早

已是必备活动，而且某些幼儿园更会对该角色扮演的区角进行精

心布置（尤其是婴小班），该类角色扮演活动给予了幼儿情感上

的弥补和支持，让他们在离开真实的家步入幼儿园集体生活之时

感受到安全感和温馨，并且能为他们提供一个较为私密的空间，

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利于情感发展。

此外，传统游戏的引入能转移幼儿在家玩电子游戏的注意力，

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电子游戏带给幼儿们的种种不良影响。如今

的幼儿玩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的时间远超过与同伴之间进行互

动、游戏的时间，这样不仅视力受损、所受辐射加大，更会因刺

激增多而造成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综上，在幼儿园课程资源中引入各类传统游戏，这不仅突破

了幼儿园游戏活动注重趣味性和益智性的范畴，丰富了教育内容，

更能够在身体发育、认知发展、情感和社会性发展等方面全方位

地有益于幼儿的发展，幼儿园课程引入传统游戏的教育意义重大。

（二）文化意义

传统游戏是经过实践检验不断流传下来的，它是文化积累的

成果。处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无疑，传统游戏具备文化传承的价值。

可就幼儿园而言，其文化意义如果就“传承”方面来谈未免太过

笼统和宽泛。“儿童的生活是游戏的生活，游戏是儿童精神的全

面展示， 儿童精神的所有倾向都会在游戏中得以实现和完成。”

可见，游戏是儿童精神的展示台，通过游戏我们能够发现和探索

儿童的精神世界。“精神”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精神

的载体。幼儿通过“游戏”搭建着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间的桥梁。

传统游戏不仅搭建着现实与想象间的桥梁，更是通往历史、总结

过去、创造新型游戏文化的基石。无论是简单的重复性游戏，还

是自由游戏亦或是更高水平的规则游戏，儿童均在构建自己的精

神世界，也同时进行着文化创造。在游戏中，幼儿通过不断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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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活动行为探索着同类活动的规律或规则，甚至很多幼儿会在

不断重复之后创造出新的游戏方式。

例如：1. 这儿有一根细绳子，问应该怎么用一根绳子游戏？

我们成人因为认知已经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因此想出来的大多是

打蝴蝶结、做降落伞、两两互动编绳子等。可是，某幼儿在不断

重复性地进行打蝴蝶结之后，突然创新想到在绳子中间做记号，

并且和同伴两人分别拿着两头后进行剪刀石头布，赢的游戏者向

前拿一节，谁先到中点，谁就赢。2.《拍手》游戏伴唱的儿歌，如“你

拍一，我拍一，一个娃娃开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娃娃打电话；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娃娃爬雪山……”等儿童吟诵儿歌并根据

儿歌内容自编动作，这就是游戏文化创造的表现之一，有助于儿

童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进一步发展。尽管这样的创新在成人看来稍

显无聊，但对于幼儿来说，这种灵感式的游戏规则或方式的创造

正是他们典型认知图示的最高表现，幼儿园也需要具有与以上类

似的被幼儿创造出的游戏文化氛围。

由此可见，幼儿对于游戏的方式或规则创造来源于对历史上

游戏的改良和创新。传统游戏引入幼儿园课程能够刺激幼儿对于

游戏的认知，通过不断地实践积累后可以达到激发幼儿创造灵感

的作用。儿童是文化创造者也是现代儿童观之一。传统游戏的引

入激发着幼儿的文化创造精神，更多游戏文化被幼儿创造着、丰

富着。此外，传统游戏的引入也指导着幼儿园的特色文化建设。

就成都市而言，某些幼儿园已经具备了“扎染”“剪纸”工作坊，

该类具有传统特色游戏工作坊的建立基础正是幼儿在旅游生活中

所见“扎染”“剪纸”艺术后回归幼儿园的津津乐道。可见，某

些传统游戏既符合了幼儿的心理需求，又展示了幼儿园的特色文

化氛围。幼儿园课程引入传统游戏丰富了幼儿园的文化，展示着

幼儿的游戏创造精神，也体现了游戏的自由性和开放性，彰显乡

土文化的开放与多元。当然，传统游戏的引入还整合着民族文化

资源、社区文化资源和家庭文化资源等，这不但能构建丰富的文

化生活环境，也有益于达到幼儿园、社会和家庭共育幼儿的目标。

三、幼儿园课程引入传统游戏的途径

尽管幼儿园课程引入传统游戏具有种种意义与价值，但并非

所有的传统游戏都适合幼儿的发展。因此，我们究竟有哪些途径

可以使传统游戏更有效地引入，从而有利于幼儿发展呢？幼儿园

课程是实施幼儿教育的物质载体，“它具有启蒙性、生活化、浅

显性和基础性等特点。”幼儿园课程资源更是幼儿园课程的核心

组成部分，课程资源的质量高低影响着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和适应

性。所以，幼儿园课程的开发应该围绕这些特点进行科学的、适

当的选材。此外，课程的开发还应该充分考虑儿童发展的需要和

身心特点。尤其是对于某些具有深刻传统文化意义的游戏而言，

更应该化抽象为具体，调动儿童的经验进行直观的课程资源选取

与开发。

（一）选材方式

不可否认，传统游戏各式各样、纷繁复杂。某些传统游戏存

在着较大的弊端，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游戏选择时有所侧重。湖

南省人民政府直属机关第一幼儿院院长罗红辉将传统儿童游戏分

为三大类：“1. 毫无适用价值和教育潜质的传统游戏；2. 游戏内容、

规则和器材都比较科学合理，又是孩子们玩起来很喜欢很投入的、

可直接整合到幼儿园课程的传统游戏；3. 游戏在内容、形式、玩法、

规则、材料等某一方面不完美或不适宜于儿童，但还是具有一定

的教育价值，只要稍作改良就可成为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游戏。”

因此，如何进行科学选材呢？首先，判断其是否具有教育价值、

是否可满足幼儿的发展需求。将完全缺乏教育意义的传统游戏拒

之门外；接着，要对本园的幼儿进行适当的、整体性研究。每个

园的幼儿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均存在着差异，因此，对幼儿本身的

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对幼儿兴趣、特点以及差异的掌握是进行

科学传统游戏选择的前提。然后，合理的教育目标是良好教育结

果的保障，幼儿园教育应该要符合国家颁布的各项标准、规章制

度等。因此，应在明确教育目标和各种标准等的前提下再筛选出

那些符合并且能更有利于教育目标实现的传统游戏。最后，听取

教育专家们的意见更是良好选材得以成功的必不可少环节。

（二）设计方式

在科学选材之后，要如何设计才能更适用于幼儿的发展水平

与特点呢？杜威在《儿童与课程》中提出，幼儿园的课程可被称

为活动、经验课程。他强调教师是发展不成熟的幼儿与具有较强

逻辑及抽象思维特点的教材之间的桥梁。换句话说就是教师要具

有专业素养，能将抽象的教材或知识通过二次加工之后生成某些

贴近幼儿生活的、幼儿能够理解掌握的经验或活动。那么，对于

传统游戏的设计也应该基于同样的理论。某些具有较高思维水平

的传统游戏（七巧板、剪纸等）对于未经过培训的幼儿来说具有

相当大的困难，但他们却依然对这些传统游戏着迷。这时，教师

对传统游戏的改良就尤为重要。如：可尝试进行旧瓶新装、古法

新玩的设计。将以往较难的七巧板游戏设计成好玩儿的自由拼图

游戏，让幼儿在感受三角形、方形的过程中自由探索、创造。此外，

由于某些传统游戏具有较长远的历史和特色的生活背景，当下的

幼儿也许无法理解。因此，教师也可以对某些传统游戏的内容进

行改编，使之与当下的实际生活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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