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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城镇化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标志,近些年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帮助很多人改变了生活现

状,提高了生活水平,很多人从乡村搬进了城镇,住上了高大宽敞的楼房,生活习惯以及文化认知在慢慢发

生着改变。在人们感到生活便利的同时,由城镇化带来的环境的改变也在慢慢凸显出来,不仅自然环境破

坏严重,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环境也遭到了威胁。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习俗以及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来源

于中国传统的乡村,城镇化的进程打乱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节奏,儿童民间游戏是传统文化中宝贵的

财富,它见证了无数代中国优秀的儿童健康成长,城镇化的进程,也让乡村儿童民间游戏,经历了一个由兴

盛到衰竭的历程。如何保护中国传统的文化,如何传承和发展儿童民间游戏,保护中国孩子们美好的童真

快乐,是接下来我们要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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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科技的进步,带来了富足的物质生活,现在

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往往忽略了精神文化的重要

性。城镇化的建设,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民间游戏

有了极大的冲击,众多的儿童沉迷于网络游戏和电子产品

的游戏,常常处于单向沟通的自娱自乐中;家长们对于教

育孩子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学习成绩是就是一切,
剥夺了很多孩子的社交以及游戏权利;学校为了不让儿童

发生意外情况,减少了他们在户外的游戏时间;乡村民间

游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是中国乡村代代相传生

活的智慧结晶,不仅能够让儿童了解民族文化,增强民族

的认同感,对于培养儿童的综合能力也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发展和传承民间游戏,不让民间游戏消失在城镇化建

设中,为儿童提供民间游戏的游戏氛围,改变家长和学校

的观念,同时也要积极地去改良和调整民间游戏,让它更

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传承和发展民间游戏,是保护和传

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1　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儿童民间游戏的现状

1.1　电子产品及网络游戏影响

电子游戏和网络游戏的出现,让不少的儿童沉迷于单

向沟通的电子游戏中。电子游戏娱乐性强,省时高效,受
到很多儿童的追捧和喜爱。电子游戏不用付出太多的思

考和体力,就能使自己身感觉到快乐和满足,相对于传统

的民间游戏来说,更适应城镇化的发展需求,所以电子产

品以及网络游戏对于民间游戏的影响非常大。

1.2　家长教育观念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拥有一个天

真快乐的童年。但是随着城镇化发展的进程,儿童的竞争

压力加大,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观念发生了变化,学
习成绩就是一切,只有学习好的孩子才是优秀的孩子,不
愿意再让孩子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户外玩儿游戏,忽略了对

孩子性格及社交综合能力的培养,即使有闲暇的时间,也
是穿梭在各种培训班和兴趣班。家长们对于外来的西方

游戏比较钟情,会买来很多益智类玩具,让孩子在室内玩

耍,对于民间传统游戏的教育价值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

买来的新式玩具更有教育及培养价值。

1.3　城镇化发展快速,社区文化管理缺乏

城镇化的发展导致了人口的高速流动,不再像是中国

传统的乡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周围的人都熟

知熟悉,儿童可以有很多玩伴。城市化的发展,导致生活在

同一个社区的人们大多都不认识,社交范围缩小,儿童的玩

伴自然也就减少。社区的管理更偏向于秩序管理,对于住

在同一个社区的文化管理欠缺,组织活动较少,住在同一社

区的人都是陌生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不够,家长对于儿

童的安全问题重视,不愿意再让儿童出门玩耍。

1.4　学校教育价值观发生改变

现在社会中家长和学校对于儿童的安全问题非常重

视,为了排除在游戏过程中发生不安全情况的隐患,很多

学校选择减少儿童户外活动时间,选择安全简单的活动方

式,有一些学校为了完全杜绝安全隐患,也会取消一些户

外活动时间,让儿童在室内范围活动。民间游戏的传承和

发展,学校这是非常好的传播途径,但是因为现代学校中

教学压力大,学校教育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所以也影响

了乡村民间游戏的传承延续。

2　民间游戏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意义

2.1　学习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

广大的劳动人民是伟大的,在生活和劳动中也创造了

无限的可能和智慧,民间游戏中就蕴藏着千百年人民智慧

的精华。民间游戏是一种珍贵的社会学习资源,可以让儿

童了解民族文化,学习民族文化智慧,增强民族文化自豪

感和认同感,从小就培养爱人民,爱祖国的情怀及思想。

2.2　民间游戏娱乐性强,给儿童美好的童年记忆

儿童天生喜欢玩耍,在愉快的玩耍氛围中,能释放天

性,健康成长。民间游戏范围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简
单且好玩,娱乐性强,并且有强烈的生活气息,能够给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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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愉快的玩耍空间,滋养儿童的心灵,让他们拥有美好

的童年记忆。

2.3　教育价值巨大,使儿童的综合能力得到快速

提升

民间游戏的内容不仅包含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浓

厚的地域特点以及民族特性,风格也不尽相同,每一个游

戏背后,涵盖了巨大的教育价值;同时也不受地域环境,材
料场地,人数等条件限制,可以很好地融入到儿童的生活

中;在民间游戏开展过程当中,不仅能够提升儿童手眼协

调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还能够让儿童体能得到提升,拥有

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还能锻炼儿童的语言表

达能力,让儿童敢说喜欢说,促进语言的发展。

3　乡村儿童民间游戏的传承与发展策略

3.1　乡村儿童民间游戏的传承发展渗入到社区

管理建设中

城镇化的进程加快,虽然居住环境得到了美化,但是

活动场地被侵占了很多,儿童缺少了活动场地,也没有民

间游戏的游戏氛围,不利于民间游戏的传承和发展。城镇

化进程中,社区的管理建设非常重要,将乡村儿童民间游

戏的传承和发展,渗透到社区管理建设中,从社区的管理

者开始重视起来,首先,要考虑到儿童的户外游戏场地;其
次,社区要在文化建设中体现民间游戏,可以组织公益性

的民间游戏活动,吸引儿童主动参与,体会到其中的快乐,
也可以邀请家长和儿童一起参加,让家长感受到民间游戏

的魅力,改变对传统民间游戏的认知,能鼓励儿童多参与

游戏;最后,社区可以和幼儿园学校进行合作,大家资源整

合共享,开展有关民间游戏的比赛以及传承活动,形成全

民进行民间游戏的美好氛围。
中国的传统节日非常丰富,社区在文化建设中可以利

用中国传统的节日,如中秋节、元宵节、春节等,开展和节

日有关的民间传统文化活动,营造传统文化的氛围。

3.2　幼儿园学校开展民间游戏的游戏活动,重视

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

幼儿园与学校是发展与传承民间游戏的优质途径,选
择一些比较优秀的民间游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编和整

理,通过教师的引导在幼儿园或学校中开展,儿童在学校

组织的民间游戏中找到游戏的乐趣,锻炼儿童的综合能

力。还可以将民间游戏进行加工改造,与教学活动或课程

相结合,将民间游戏融入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不仅能够进

行民间游戏的传承,还能够发挥民间游戏的教育价值。
“跳房子”是儿童非常喜欢的一项民间游戏活动,不仅

能够锻炼儿童的肢体协调能力,还能训练儿童的体能,同
时也非常考验儿童的团队协作能力。幼儿园教师将“跳房

子”融入幼儿园体育活动中,和幼儿一起讨论房子的画法以

及跳房子的不同步骤,创新的运用到活动中,不仅生成了新

的民间游戏活动,还锻炼了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教师还

鼓励幼儿回到家与爸爸妈妈一起来重温和创造新游戏,这
种创新与传承的方式,会让民间游戏有新的生命力。

3.3　与时俱进,创新传承,灵活发展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科学技术也不断地进步

与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也应该与时俱进,跟随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节奏,
利用高科技信息化,网络化的方式,在保留民间游戏精神

与教育价值的同时,改变口口相传的传统传承模式,利用

高科技手段快速的发扬传承。
民间游戏在材料的选择上灵活多样,大部分都来源于

大自然,城镇化的进程,让儿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变少,在
材料的改变方面,可以把民间游戏中所用的材料进行创新

和改造,生产出更具有创新力和视觉效果的民间游戏材

料,可以循环使用,环保更利于保存。民间游戏的形式上。
可以利用高科技的编程,游戏开发手段,将民间游戏开发

成精彩的网络游戏,不论是视觉效果还是听觉效果都更具

现代化的气息,同时又保证了民间游戏的传承和发展。

3.4　做好家长工作,家园共育,促进传承和发展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父母的观念对于儿童的成

长是至关重要的,想要传承和发展儿童民间游戏,还是要先让

家长认识到民间游戏对于儿童发展的重要意义,只有家长鼓

励和支持儿童进行民间游戏活动,配合幼儿园及学校开展民

间游戏活动,才能真正促进民间游戏的传承和发展。

4　结语

乡村儿童民间游戏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宝藏,是
中华民族生活智慧的结晶,在中国城镇化快速进程中,民间

游戏的传承和发展受到了影响,信息化、科技化的时代到来,
家长观念及社会发展的转变,让民间游戏一度搁浅蒙尘。民

间游戏对于儿童的综合能力提升,塑造儿童性格,增强民族认

同感都有重大的意义。城镇化的发展要继续,儿童民间游戏

的传承也要继续,社区的管理,学校的创新应用,家长的支持

与鼓励为让乡村儿童民间游戏有新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庹新玲(1983.3—),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
讲师,研究方向:教育学;通讯作者:谢和志(1981.2—),
男,广东开平人,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邮箱:11099@
gzsport.edu.cn。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城镇化

进程中乡村儿童文化生活的嬗变———基于华南五县农村

‘童年演变’的田野考察”(项目编号17YJC880110)资助。

【参考文献】
[1]李旭,周勇,康佳琦.儿童民间陀螺游戏的经验价值阐释、当下意义缺失及教育启示[J].当代教育论坛,2020(5):53-63.
[2]杨慧.湖南民间体育游戏的活化传承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2019.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