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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园课程是促进儿童学习与发 展 的 过 程，因 此，游 戏 作 为 最 适 宜 学 前 儿 童 发 展 的 方 式，必 然 居 于 课 程 中 的 基 础 地

位。游戏不断进入并居于课程中心位置的过程，即游戏课程化。游戏课程化是为了儿童获得更好的学习与发展，获得适应未

来社会的素养的过程。这一过程会对幼儿园教育实践的模式和幼儿教师培养的模式带来巨大的变革。

关键词：儿童；课程；游戏课程化；《指南》；《纲要》

中图分类号：Ｇ６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７７０Ｘ（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６８－０４
ＰＤＦ获取：ｈｔｔｐ：／／ｓｘｘｑｓｆｘｙ．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ｎ／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９５／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７０Ｘ．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４

Ｐｌａ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
ＺＨＯＵ　Ｇｕｉ－ｘｕ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Ｇａｎｓ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Ｈｅｚｕｏ　７４７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ｎ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ｉ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ｌａｙ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ａｙ　ｔｈａ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ｏ　ｉ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ｎ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ｐｌａｙ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ｓ　ｗｈａｔ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ｐｌａ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Ｐｌａ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ｂｅｓ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ｉｔ　ｌｅｔ　ｔｈｅｍ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ｅｄｓ．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ｐｌａ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Ｐｒｏｇｒａｍ；Ｇｕｉｄｅ

　　随着我们对于儿童学习的理解逐渐从狭义走向

广义及课程观从分科课程走向经验课程，游戏对于

儿童学习和发展价值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可将其

视为幼儿教育的基本活动。这种理解的变化势必造

成幼儿园教育的巨大变革，游戏从幼儿园课程边缘

走向幼儿园课程的中心位置，即游戏课程化。贯彻

幼儿园教育 法 规，落 实“幼 儿 教 育 以 游 戏 为 基 本 活

动”这一教育理念的过程，就是培养和发展儿童的核

心素养，使其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以适应未来社会

幼儿教育改革的过程。

一、幼儿学习与幼儿园课程

课程 是 学 校 教 育 与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的 核 心 问

题［１］１２１，幼儿园 课 程 是 学 前 教 育 的 核 心 与 心 脏。幼

儿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也必须探讨和厘

清对于课程概念的理解。实际上，我国对于课程概

念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课程观是随着

教育改革和研究的深化而不断变化，这种课程观的

变迁，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学前教育界的幼儿园课

程理解与实践。在英语中“课程（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一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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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是拉丁语“ｃｕｒｒｅｒｅ”（跑），所以，根据这一词源，西
方最为常 见 的 课 程 定 义 是“学 习 的 进 程”（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简称为“学程”。［２］６６根 据 这 一 定 义，儿 童 通 过

课程进行学习，以获得我们期待的发展结果。
课程一般指教学科目的总称，或学生功课的进

程［３］１４８。这也是人 们 对 于 课 程 最 正 统、最 普 遍 的 一

种理解。可以说，这种课程观念在教育领域具有根

深蒂固的地位，这是由于：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学

校等教育机构是传授和传播知识与文化的地方；另

一方面，由于这种课程非常便于教师的组织与实施。
我国１９５２年颁布的《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试行）》
和１９８１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所

秉持的课程观就是分科课程，幼儿园在课程实践上

实行分科教学。这种课程观关照下的课程实践，最

为重视甚至唯一重视的是系统的、静态的分科知识

的传授，它忽视课程实施过程中儿童情感、价值观、
主动性的价值，忽略了儿童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的

疯狂生长。
分科课程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一方面，课程是为

了促进儿童的学习，而儿童的学习的领域是宽广的，
无法局限 在 学 科 知 识 领 域 之 内。广 义 上 的 学 习 是

指：“个体（人或动物）以自己现有的知识、技能、态度

等心理结构为基础，通过与客体信息进行的双向的

相互作用来形成、充实或调整自己的知识、技能和态

度的过程，而这种变化对个体以后再相关情境中的

活动的水平和方式产生影响”［４］１１１。对于儿童来说，
在学科教学 之 外，存 在 着 大 量 的 运 动 技 能、人 际 交

往、情感、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学习；另一方面，这些

知识对于儿童来说，还常常远离儿童生活经验，即使

他们记住了，也是很难运用的惰性知识。教师似乎

在为儿童建造一座宏伟的知识大厦，而最为悲哀的

是儿童可 能 根 本 就 不 住 在 里 面。对 于 学 前 阶 段 来

说，“知识本位”的分科课程将知识作为教育的最核

心价值与追求，将系统知识传授的程度与效率作为

教育成败的评判标准，在这种课程组织方式中，以言

语作为主要沟通媒介，要求儿童长时间静坐听讲，要
求他们安静与服从，可以说，这与儿童好奇、好动、自
控力差，思维倚重直觉、具体形象、在学习和成长速

度的差异性极不适宜［５］３８０－３９５。在某种意义上说，这

种分科课程观下的集体教学模式是在与儿童天性的

对抗，是逆儿童学习与发展规律而行的。因此，它在

幼儿教育的实践中往往事倍功半，幼儿教师往往把

大量的时 间 和 精 力 用 于 集 体 教 学 纪 律 的 维 持。另

外，它对于学前教育实践领域中“学前教育小学化”
的不良做法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的课程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没

有一直停留在“分科课程”的理解范围内。随着我们

教育改革和课程理解的深化，我们对于课程本质的

追问也从“学科课程”和“教学活动”向“学习经验”转
变，将课程的本质界定为学习经验，是试图把握学生

实际学到了什么，认为只有个体亲身经历才称得上

是 学 习，外 在 的 知 识 才 能 转 化 为 学 习 者 自 身 所

有———即经验［６］６－１５。在“经验课程观”的关照下，如
果教师的“教”，以及与儿童的生活和经历是无涉的，
那么这种 课 程 就 是 低 效，甚 至 是 无 效 的。“分 科 课

程”的实施过程已经蜕变为无涉儿童学习与发展的

教师的“教程”，这种课程的实施是成人“目中无人”
的拙劣表演。真正的课程是蕴含了儿童学习与发展

的进程，是将儿童活生生的学习和体验视为最高价

值的过程，是将儿童的学习与发展置于核心与基础

地位 的。在 我 国 学 前 教 育 界，《幼 儿 园 工 作 规 程》
（１９８６年试行，１９９６年 颁 布，２０１６年 修 订）（以 下 简

称《规 程》）、《幼 儿 园 教 育 指 导 纲 要（试 行）》（２００１
年）（以下简称《纲要》）和《３－６岁 儿 童 学 习 与 发 展

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等规范幼儿园教育的法规

所持有和蕴含的课程观就是经验课程，将幼儿的操

作、体验和经验看成幼儿园教育的课程内容，珍视游

戏与生活在儿童学习与发展中的价值。
非常遗憾的是，尽管《规程》和《纲要》颁布已久，

但是，在幼儿教育的实践中依旧以“分科课程”的思

维理解课程，把《纲要》中的五个领域看成了五个科

目，依旧重上课而轻视游戏与生活对于儿童学习与

发展的价值。因 此，为 了 更 好 地 贯 彻《规 程》和《纲

要》确立的“幼儿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这一教

育理念，我们在 理 论 研 究、幼 儿 园 教 研 和 教 育 过 程

中必须以“经验课程观”取代“分科课程观”。

二、幼儿园游戏课程化

１９４９年 之 后，对 于 课 程 理 解 最 常 见、最 普 遍 的

可能是“分科课程”，这是教师主导的、以系统知识传

授为核心的、深 受 泰 勒 工 学 模 式 影 响 的 课 程 理 解。
在这一课程理解之下，教育内容系统传授的过程最

多也就是教师的“教程”。游戏、生活与课程三者是

并列的关系，因此，游戏不算课程，它忽视了儿童情

感、社会性、创造性的发展。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

及中外教育思想和实践交流增多，我们对于课程的

理解发生了变化，把能够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的活

动课程、潜在课程也纳入课程理解的范围。所以，在
中小学，课程的理解也由“分科课程”，扩展到“活动

课程”，甚至“经验课程”。在幼儿园领域，游戏和生

活作为独立于课堂教学的教育方式，是儿童能够体

验到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方式，因此，游戏被理解为

课程，即游戏课程化。游戏从不被认为是课程到进

入课程再到成为正式课程的组成部分的过程是一个

历史进程。这个过程，是随着我国教育界对课程的

理解从“分科课程”到“活动课程”和“经验课程”的深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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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而发生的。现在还有一些老师认为，课程就是分

科课程，就是课程目标、内容、实施、评价，将传统的

排排坐的“教师主导，学生主动”的那套活动体系作

为正统的课程，实际上他们的观念前提依旧是狭义

上的学习观和分科课程的观点，没有看到我国课程

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游戏课程化，其逻辑起点是游戏，是游戏进入课

程的过程，是游戏从课程理解之外到成为课程组成

部分的过程，或者说是游戏对于儿童发展价值的认

同以及儿童游戏权利［７－８］的捍卫的过程；它是在认

同学前儿童成长和生活中游戏不可或缺的前提下，
将游戏纳入幼儿园教育课程理解范围并进行实施的

过程；从幼教工作者仅仅将游戏视为儿童的娱乐，到
将游戏看成是幼儿的基本活动和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的手段的过程，可以说，儿童游戏的过程，就是他们

学习的过程，这一点已经被实证研究所证实。在这

种意义上来说，“游戏＝学习”。［９］１７－５１游戏是儿童的

学习过程，而且是能够顺应儿童天性与成长规律的

最好的一种学习方式。因此，幼教工作者、游戏研究

者、儿童发展研究者和教育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游戏

应该处于幼儿园课程的中心位置［１０］５。能否认同这

一观点，是检验幼儿教师专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试

金石。游戏课程化是幼教工作者以游戏理解的理性

之光照亮幼儿教育现实的过程。在我国学前教育进

程中，是一个伴随着课程观念变革和游戏理解深入

的过程，同时，它也是一个幼教实践变革的过程（其

典范即安吉游戏模式）。它是一种理念，一种方向或

趋势，也是一种幼儿教育实践。
游戏课程化，以游戏这种幼儿喜爱且最有利于

幼儿发 展 的 方 式，促 进 幼 儿 身 体、智 力、社 会 性、情

感、自我概念等方面的完整发展为旨归，将儿童看成

是独特的、鲜活的、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巨大发

展潜能的未完成状态的个体。在幼儿园教育中，游戏

课程化的过程，就是落实“幼儿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

动”和“寓教育于游戏与生活中”的教育理念的过程。
在实践中，游戏课程化的程度不同，游戏课程化

浅表的理解和实施，可能仅仅安排专门的一段或几

段时间玩自主或区域游戏；游戏课程化深入和彻底

的理解和实施，不但在时间、场地、室内外环境安排

中保障学前儿童自主游戏的开展，而且以儿童自主

游戏产生的学习和生活经验为前提，生成新的课程
（安吉游戏中的游戏分享、游戏故事环节即是这种模

式），并以游戏精神贯穿于幼儿一日生活之中。
游戏课程化，可能会有多种模式，但现阶段比较

成熟的，可 以 称 之 为 游 戏 课 程 化 典 范 的 是“安 吉 游

戏”模式。
对于幼儿教师来说，游戏课程对幼儿教师专业

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幼儿教师能够理解

游戏和生活对于儿童发展的价值和教育意义，同时，
要求他们能够理解、观察、记录、分析儿童的游戏和

生活中的表现，以及这些表现背后的教育学意义，并
看到、看懂这些活动的教育契机。游戏课程化的过

程，也是教师不断理解儿童的成长并与之共同成长

的过程。在这里，幼儿教师的核心专业素养不是琴

棋书画、唱歌跳舞，而是具有儿童观察、欣赏、理解、
记录、解读、促进儿童发展历程的、具有儿童发展与

教育学背景的能手。游戏课程化需要的专业知识与

能力，恰恰是《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所要求

幼儿园教师应当具备的那些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

专业伦理［１１］１００－１３５。
课程模式，是联系理论与实践的桥梁，纯粹的理

论太抽象距离实践比较远，理论越抽象距离实践的

距离越远；而具体的课程与教育实践又太琐碎，越具

体的实践 距 离 理 论 也 越 远。这 是 理 论 与 实 践 的 割

裂。而课程模式，则具有一定的套路和比较成模式

的固定的一些做法，这就给了教育实践者可模仿、借
鉴和改造的对象。安吉游戏作为一种课程模式，是

完全成立的。
不同的课程模式，遵循不同的课程概念、课程设

计、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的逻辑。游戏课程化，具体

落实到课程模式中，在课程观念上是活动或经验课

程（而非分科课程）；在课程设计上是过程模式；在课

程实施上是创生课程模式（而非忠实取向）［１２］；在课

程评价上，以更大的儿童的整体发展，五个领域为参

照（而非分科课程那种每次课有具体的预设的课程

目标）。
课程游戏化，其逻辑起点是课程，是课程逐步采

用游戏化和生活化的方式组织的过程。或者说，以

现有的幼儿园课程实践为基础，尊重已有的各种幼

儿园课程实践的前提下，同样认为游戏对于学前儿

童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 ，
倡导在课程中尽可能采用游戏的方式进行。

无论是课程游戏化，还是游戏课程化，都把游戏

看成幼儿园课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珍视游

戏对于儿童发展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三、《纲要》与《指 南》导 向 的 幼 儿 园 游 戏

课程化

我国２００１年《纲要》的颁布与实施是与我国基

础教育领域启动的第十一次课程改革同步的，可以

说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第十一次课程改革的组成部

分。２００１年的《纲 要》把 知 识 经 验 的 学 习 仅 仅 看 成

儿童发展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除此之外，其理念

更加重 视 情 感 态 度、方 法 技 能 的 学 习 与 发 展。而

２０１６年教育部 颁 布 的《中 国 学 生 发 展 核 心 素 养》中

根据我国学生成长与发展需要提出的“核心素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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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知识、情感和技能方法”三维目标的一个超

越。核心素养从“知识、情感和技能方法”的外在的

教育目标，转化成学生应该达到和形成何种素养。
根 据 我 国 儿 童 学 习 与 发 展 规 律 与 特 点 制 定 的

《纲要》与《指南》，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根

本精神上是 一 致 的，都 是 为 了 培 养 全 面 发 展 的 人。
所以，幼儿园教育贯彻《纲要》和《指南》的过程就是

发展学前儿童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以培 养“全 面 发 展 的 人”为 核 心，分 为 文 化 基

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其中，这三个方面

包含了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
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核心素养。学前儿童在幼儿

园提供的有准备的环境中开展的自主游戏以及由此

而生发的课程，鲜明而直接地指向儿童在文化基础、
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

展。也可以说，只有坚持“幼儿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

动”，持有“经验课程观”，深入贯彻《纲要》和《指南》，
才能够发展学前儿童的核心素养，使之成为适应时

代要求的体、智、德、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人。这一

进程，也就是幼儿园游戏课程化的过程。分科教学

的传统幼儿园课程模式是无法担负起培养儿童核心

素养的这种时代使命的。
未来社会不需要头脑里装了很多知识、像个“小

词典”一 样 但 是 没 有 自 己 想 法 的 成 人 的“应 声 虫”。
而是需要具有想象力、能够自主规划和自由选择的、
能够具有社会合作能力的公民。在自主选择的本体

性游戏中，儿童自由选择游戏的玩法、玩伴，同伴之

间规划和商讨如何将游戏能够持续开展下去，这些

活动就是在发展儿童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方面的核

心素养。儿童在科学游戏中的探索，对于周围环境

的好奇，以及绘本阅读和游戏故事的撰写，则是在形

成文化基础方面的素养。
游戏课程化，要求幼儿园变革一日生活的安排，

像在分科课程模式中重视集体教学那样重视儿童游

戏。无论是对于室内区域活动的安排，还是对于户

外游戏的安排，都将其看成是幼儿园一日生活中最

重要、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来对待。幼儿园也只有将

自主游戏摆在足够重要的位置上，并对其进行教研，
才能真正读懂、欣赏和理解儿童的发展。在这一方

面，安吉游戏和利津游戏成为我国幼教界的典范，在
实践中以生动的案例和鲜活的实践在不同的方面唤

醒了我们对于游戏价值的珍视。也唯有如此，幼儿

园教育才能够真正做到珍视游戏和生活对于儿童学

习和发展的独特价值。
幼儿园教育中的这种变革，也势必倒逼幼儿教

师的改革。培养幼儿教师的师范院校，不能将唱歌、
跳舞和绘画等艺术素养看成幼儿教师的核心素养，
而应将理解儿童发展的知识、观察记录与分析儿童

的知识与技能、以及运用各种策略促进和支持儿童

发展的能力作为师范院校应该关注的幼儿教师的核

心素养。
总之，幼儿园游戏课程化的过程，就是回归本真

的幼儿教育的过程，是学前教育价值回归的过程，是
促进儿童更好地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也是

对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化水平的一个检验，对教研员

和幼儿园园长的课程领导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

进游戏课程化的过程，也就是落实《纲要》与《指南》，
提高幼儿园教育保教质量，提高幼儿园教师专业化

水平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推进，需要学前教育专家、
一线的园长、教研员和教师共同努力，相互推动，最

终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注　释］

①　狭义的学习是指儿童读、写和算数等学科知识获得与掌

握，而广义的学习是指儿童在认知、情感、态度等诸多方

面发生的持久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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