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学前儿童游戏 

课程教学改革缘起 

第一节  学前儿童游戏课程概述 

一、学前儿童游戏课程与学前儿童游戏  

2001 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幼

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的人格和权利，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

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并重，关注个别差异，促进每个幼儿富有

个性的发展。”2011 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也明确指出：“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面向全体幼儿，关注个体差异，

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结合，寓教于乐，促进幼儿健康成长。”2012

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与《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试行）》指出：“游戏回归幼儿生活”成为我国幼儿园和高校学前教育专

业的课程改革与发展方向。2017 年 5 月第六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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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游戏—— 点亮快乐童年”，又一次向全社会宣传游戏对儿童成长的意

义。十几年来，我国在学前教育领域颁布的指导政策，引导全社会充分

认识了游戏对幼儿成长的重要价值。  

学前儿童的年龄特征主要表现为活泼好动、好奇心强、好模仿，以

形象思维为主，情绪不稳定、自控力不足等。而游戏具有趣味性、愉悦

性、主动性、假象性、社会性、开放性、自由性等特征，恰好能满足学

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心理需要。因此，游戏是最贴合学前儿童年龄特点，

最为学前儿童所喜爱，最能调动学前儿童积极性的活动，学前儿童就应

该在游戏中学习、在游戏中获得发展。  

我国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曾明确指出：“幼儿以游戏为生命，多游

戏，多快乐。游戏就是儿童的工作，游戏是孩子主动学习的重要方式。”

游戏对学前儿童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游戏可以促进学前儿童身

体发育和智力发展；游戏有利于学前儿童形成良好道德品格和个性，发

展积极情感；游戏可促进学前儿童社会认知的发展和亲社会行为的形成；

游戏可提高学前儿童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可以促进学前儿童欣赏美与表

现美的审美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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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游戏对学前儿童身心发展如此重要，全社会都高度重视以游

戏作为学前儿童的基本活动，所以，学前儿童游戏这门课程一直作为高

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专业核心课程。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十

分有必要通过该课程系统学习学前儿童游戏的基本理论与教育技能，实

现理论与实践并重，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  

二、学前儿童游戏课程与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对于学前儿童游戏课程与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我们

可以先理解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再来研究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最后分析学前儿童游戏课程在学前教育人才培养方

案中的地位，按照此思路进行探讨。  

我们先来列举国内重点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以北

京师范大学为例，其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扎实的人文、

社会、教育与心理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全面的学前教育工作专业知识

与技能、适教乐教、具有先进教育理念和较强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能在

各种儿童教育机构、教育行政与科研部门以及各级各类师资培训部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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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儿童教育、教育科研、培训、管理、宣传和康复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

才。”①再以南京师范大学为例，学前教育专业提出的培养目标为：“主要

培养素养全面、学识宽广、有持续发展潜力并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研究型幼儿园师资。”②由此不难看出，国内重点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

都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即为社会培养优秀的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的教师及各类工作人员。高校所培养的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生需要具备

学前教育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与能力，能从事各类学前教育机构的相

关工作，具备创新能力、研究能力，是优秀的专业人才。  

为了实现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需要合理设置学前教育专

业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实现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

课程设置必须符合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想实现高等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

人才培养目标，真正培养出具备高尚的专业理念和师德、广博的专业知

识、精湛的专业能力的幼儿教师，就要将专业课程教学作为抓手，切实

落实每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  

                                                             
① 王迎兰．当前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目标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学前

教育研究，2011（11）：55-58． 

② 王迎兰．当前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目标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学前

教育研究，2011（11）：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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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一般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

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而学前儿童游戏课程是实现学前教育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之一，属于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课程，

所以，学前儿童游戏课程必须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其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实施、教学评价都应体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专业性与应用

性。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正是依靠诸如学前儿童游戏这

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质量的保证，不断推进像学前儿童游戏这样的专业

核心课程建设。  

三、学前儿童游戏课程的特点  

学前儿童游戏课程既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核心课程，具

有基础性、交叉性、实践性的课程特点。基础性在该课程中的体现主要

是阐述学前儿童游戏的基本理论、幼儿园游戏的主要内容、基本方法、

基本技能；还体现为学生在学习该课程后可以为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奠

定基础。交叉性体现为该课程虽然与其他专业理论课程的内容有交叉重

复，但又各有侧重。比如学前儿童游戏重点是让学生掌握幼儿园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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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游戏活动。“幼儿园课程论”重点是让学生理解游戏活动是幼儿园课

程实施的途径；“学前儿童保育学”重点是在游戏活动中的保育工作。学

生在学习专业理论课的过程中能够相互借鉴比较，全面理解内化理论知

识。实践性体现为该课程围绕幼儿园游戏实践编排教材内容，课程教学

的目标与内容都与幼儿园游戏活动的现实情况紧密相连，包括对幼儿园

各类游戏的观察、指导、评价，对游戏材料的提供、游戏环境的创设，

利用游戏形式组织开展幼儿园教育活动等；还体现为该课程偏重于让学

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后的实践运用，比如对幼儿园游戏的组织开展、观

察指导、设计实施等。  

四、学前儿童游戏课程的内容  

学前儿童游戏课程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在学前儿童游戏研究领域研

究时间较长，较权威的国内学者已出版的关于学前儿童游戏的著作或教

材。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 7 种，发现大致有三种类型（见表 1-1）。  

表 1-1  学前儿童游戏课程的教材 

年份  作者  教材名称  教材主要内容  教材特点  

2004 刘焱  
儿童游戏

通论  

游戏的起源与历史发展，游戏的理论流

派，儿童游戏与儿童游戏的发展价值，游
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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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与教学的关系模式，游戏活动的组织指

导与环境创设  

2015 华爱华  
幼儿游戏

理论  

国内外儿童游戏的历史发展与游戏理
论，游戏的本质与特征，儿童游戏与儿童
发展，各类游戏的发展，儿童游戏的外部
干预  

重理论  

2001 丁海东  
学前  

游戏论  

理论篇涉及学前儿童游戏的概念、特
征、分类、影响因素以及国内外儿童游戏
研究的理论流派与发展历史；实施篇涉及
实施的原则、任务、分类指导与评价  

理论实践

并重  

2008 邱学青  
学前儿童

游戏  

游戏的特征、价值、游戏理论，各种类
型儿童游戏的指导策略、环境创设、游戏
材料  

理论实践

并重  

2012 姜晓燕  
学前儿童

游戏教程  

理论部分涉及学前儿童游戏的概念、价

值、影响因素，学前儿童游戏的观察、指

导与评价；实践部分涉及各类型游戏的组

织与指导  

理论实践

并重  

2013 翟理红  
学前儿童

游戏教程  

论述了儿童游戏的特点、分类，对儿童
发展的价值，游戏环境创设、游戏指导策
略、游戏观察与评价，提供了大量的游戏
案例  

重实践  

2014 杨枫  
学前儿童

游戏  

围绕幼儿园各类型游戏的特点、价值，
为学生设计了技能模块，即各种游戏的实
训项目  

重实践  

第一类是偏重学前儿童游戏理论的著作，如北京师范大学刘焱教授

2004 年出版的《儿童游戏通论》，该书主要是从社会文化、儿童发展和教

育学的三维视野下研究儿童游戏，研究了游戏的起源与历史发展，游戏

的理论流派，儿童游戏与儿童游戏的发展价值，游戏与教学的关系模式，

游戏活动的组织指导与环境创设。再如华东师范大学华爱华教授 2015 年

出版的《幼儿游戏理论》，该书主要是研究国内外儿童游戏的历史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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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理论，游戏的本质与特征，儿童游戏与儿童发展，各类游戏的发展，

儿童游戏的外部干预。  

第二类是学前儿童游戏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材，如山东师范大学丁

海东教授 2001 年出版的《学前游戏论》，该书分理论篇与实施篇。理论

篇涉及学前儿童游戏的概念、特征、分类、影响因素以及国内外儿童游

戏研究的理论流派与发展历史；实施篇涉及实施的原则、任务、分类指

导与评价。再如姜晓燕 2012 年主编的“十二五”全国学前教育专业问题

导向式教学规划教材《学前儿童游戏教程》，该书的理论部分涉及学前儿

童游戏的概念、价值、影响因素，学前儿童游戏的观察、指导与评价；

实践部分涉及各类型游戏的组织与指导。再如南京师范大学邱学青教授

2008 年出版的《学前儿童游戏》，该书除了介绍游戏的特征、价值、游戏

理论，还提出各种类型儿童游戏的指导策略、环境创设、游戏材料等。  

第三类是偏重学前儿童游戏实践的教材，如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杨枫教授 2014 年出版的《学前儿童游戏》，该书主要围绕幼儿园各类型

游戏的特点、价值，为学生设计了技能模块，即各种游戏的实训项目。

再如贵阳幼儿师范学校翟理红校长 2013 年出版的《学前儿童游戏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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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不仅论述了儿童游戏的特点、分类，对儿童发展的价值，还论述

了游戏环境创设、游戏指导策略、游戏观察与评价，提供了大量的游戏

案例。  

从以上分析可知，学前儿童游戏课程内容的理论部分，主要包括儿

童游戏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流派，游戏与儿童的发展，游戏的本质、特征，

各类型游戏的内涵、特征；实践部分包括教师对各类型游戏的组织开展、

环境创设、材料提供以及观察、指导与评价。各类型的游戏主要分成以

角色游戏、表演游戏、建构游戏为主的创造性游戏和以体育游戏、智力

游戏、音乐游戏、美术游戏为主的规则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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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学前儿童游戏课程 

教学改革的影响因素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实行跨越式发展、实现大众化

进程中，一些办学条件比较好的专科、高职院校，经过整合后升级而产

生的，它们主要依靠地方财政的支持办学，承担着为地方培养人才、提

供服务的职能。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有三个重要特征①：一是新建，指本科办学时间不

长，办学经验缺乏，因而特色不明显、优势不突出，要成为合格的本科

院需要一个较长的建设过程。近年来，对新建本科院校的“新”的认识

更多地侧重于内涵、形态之新。二是地方性，指这些院校所在地大多数

为地级市，由所在地方政府主管或共建，生源以当地为主，毕业后多数

留在地方就业。国家赋予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使命也正是以所在地区为

服务重点，适当辐射周边地区。三是应用型，指这些院校是我国经济社

会转型发展、产业技术升级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共同产物，其主要任务

                                                             
① 顾永安．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的几个重要结论[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教育科学），2012（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