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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游戏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到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电子游戏业已发展为一个年产值上千亿
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并逐渐成为青少年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社会学家把出生于20世纪80
年代的孩子形象地称为“电玩一代”。
目前，对电子游戏的社会影响有很多争论，负面评价似乎居于主导位置，其原因可能是网络游戏成瘾
和玩物丧志的传统教育观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努力建设一种良性的新游戏文化，这种游戏文化既要包括对电子游戏的全
面、准确、科学的认识，同时，也要最大程度地做到趋利避害，使电子游戏这种基于现代科技文明的
崭新娱乐方式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
鉴于电子游戏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影响日渐突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
都在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监督力度。
这也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笔者主持了全国教育部重点课题——“面向教育的电子游戏分级分类标准研究”和江苏
省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教育游戏教学资源库建设”，研究电子游戏的教育性评价及电子
游戏在教育中的应用。
这是首次提出从教育的视角建立包含教育成分的电子游戏分级标准。
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电子游戏的标准研究主要参考美国娱乐软件分级系统（Entertainment Softvare
Rating Board，ESRB）制定的标准指标体系，然后根据本国的文化特点进行修改，而ESRB标准的建立
主要是参考影视等娱乐行业的标准制定的，本研究首次在研究视角上展现了创新之处。
其次，利用多元智能理论对电子游戏中的教育作用进行评定是新的尝试。
电子游戏由于其技术的先进性和对真实世界的逼真模拟，对青少年的身心发育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
位的，基于“多元智能”教育理论的指导，研究电子游戏对用户知识的增长以及身心发展的正负影响
，研究内容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性。
　　《电子游戏与多元智能培养》一书是我们的项目研究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编著本书的目的在于为建立游戏的教育评价标准奠定理论基础，为游戏用户选择游戏以及利用游戏的
教育价值提供指导；同时，为游戏厂商开发、设计游戏提供参考，引导游戏厂商有针对性地开发具有
对受众有教育价值的电子游戏。
很多游戏制作者希望能够制定符合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游戏，但由于没有可供参考的依据，也只能是各
执一词，本著作对于游戏的开发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受到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重点学科教育技术学科的资助，李育泽、张玲慧、姚
翠兰同学参与了资料的收集和游戏实践活动，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面向对象主要包括中小学教师，从事中小学教育研究的科研人员、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电子
游戏设计人员，也可为家长和游戏者选择游戏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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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游戏与多元智能培养》是全国教育部重点课题——“面向教育的电子游戏分级分类标准研
究”和江苏省教育厅“十一五”规划课题——“教育游戏教学资源库建设”的研究成果，主要论述电
子游戏与青少年多元智能培养的关系。
　　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多元智能及其培养策略、多元智能视角下的电子游戏、利用电子游戏培养和
开发学生的多元智能。
第一部分阐述了多元智能的八项智能理论以及多元智能中与物有关、与物游离、与个人有关的各项智
能的培养策略；第二部分是从多元智能视角下分析电子游戏，首先介绍了电子游戏的发展以及传统分
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电子游戏的教育价值及电子游戏与智能培养的关系：第三部分探讨了利用电子
游戏培养和开发学生的各项智能策略，以游戏案例的形式来说明如何利用电子游戏培养开发学生的各
项智能。
全书理论与实践结合，为电子游戏的教育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丰富的资料，对电子游戏的发展具
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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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视觉／空间智能培养策略　　视觉／空问智能是倾向于形象思维的智能，是生活中的一项基本
能力。
空间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探索和把握生存环境，是发展抽象能力的基础。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儿童必须先形成内心的图像，然后才能发展起抽象思维能力。
另外，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也离不开学生基于内在视觉发展起来的想象力。
　　可见，培养孩子的视觉空间智能很有必要。
加德纳强调，要为学生创设一个视觉化的环境，利用各种机会让学生更多地接受色彩、形状和空间布
局上的视觉刺激。
比如，带学生去公园或郊外游玩，引导学生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去动物园观察各种动物，甚至逛街
时引导学生观看闪烁的霓虹灯和五光十色的橱窗，谈论行走的方向等。
具体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视觉／空问智能。
　　（1）提高空间知觉，获得空间观念　　所谓空间知觉，是指“个体对外界事物空间特性的反应
，它包括大小、形状、距离、立体、方位等知觉”；空间观念是对空间知觉的抽象与概括，通过思维
与想象并凭借词来间接实现的反映，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
只有在学生能够理解和把握视觉对象，精确地判断物体的空间形象、空间位置或空间距离之后，才能
建立正确的图式，以便以后对对象进行加工处理。
因而，引导学生进行观察感知等活动建立表象，是发展空间能力的基础。
　　培养空间观念要将视野拓宽到生活的空间，重视现实世界中有关的空间与图形的问题。
学生的空间知识主要来自现实原型，与现实生活关系紧密。
通过自主探索，逐步认识图形的形状、大小和相互位置关系，学会运用测量、计算、实际操作、图形
变换、代数化及推理等手段，解释和处理一些基本的空间图形问题。
通过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物体、辨别方位、动手操作、想象、描述和表示、分析和推理等活动，让学生
感知和体验空间与图形的现实意义，初步体验二维空间与三维空间的相互转换关系，逐步发展空间观
念。
　　培养空间观念的过程中强调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
虽然“训练对图形材料的知觉”、“制图训练”等的研究表明，“用形象材料进行的简短训练足以引
起图形深度知觉；各种空间规则的教学和图形练习有助于改进学生的几何操作”，但仅靠被动听讲和
练习为主的方式难以形成良好的空间观念。
培养空间观念需要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观察、测量、动手操作，对周围环境和实物产生直接感知
，这些活动不仅需要自主探索、亲身实践，更离不开合作交流。
合作交流可以使学生更明确自己对空间的看法，并有机会分享同学的想法。
这些对空间观念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2）空间想象能力　　心理学家认为，想象是指“在头脑中对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重新
组合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
［8］空间想象能力的形成要依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在获得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大脑中所具有的
空间表象的丰富程度：二是分析、综合，对大脑中已有的空间表象进行巧妙的、独特的加工改组，产
生新形象的能力水平。
　　培养学生的空间能力可以借助于学习与研究空间的科学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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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游戏与多元智能培养》面向对象主要包括中小学教师，从事中小学教育研究的科研人员、
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电子游戏设计人员，也可为家长和游戏者选择游戏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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