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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游戏伴着儿童发展，儿童在游戏中成长。
游戏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各种文化的社会都有游戏，可能各有一些特点，却存在更多相似的形式
和共同的性质。
游戏随着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而不断发展，因而游戏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其独特的发展前景。
游戏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引起越来越多学科的研究兴趣，取得了日益深
入的研究成果。
近20年来，为适应和促进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我国学前教育和儿童心理等领域的理论工作者
和实践工作者对游戏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推出了经验总结、实践探索、历史追溯
、流派介绍以及理论思考等多种出版物。
使儿童游戏这一世界性课题在我国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逐渐提高。
现在又一本关心学前儿童游戏的著作出版了。
本人作为一个老幼教工作者在此向作者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感谢！
《学前儿童游戏》是一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对儿童游戏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整理和介绍，并对有关理论观点作了评述，表达了作者的游
戏观念。
在此基础上将实践研究的成果加以总结和提升，显示了作者借鉴他人理论用以指导实践研究获得的成
绩。
尤其是在对游戏的指导策略、为游戏创设环境、对游戏进行观察记录和评价等方面提出了适合幼儿园
教师参考的可操作的原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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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学前儿童游戏的有关原理、结构和实践操作等问题，在介绍学前儿童游戏理论和实
践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同时，展示了游戏对于儿童发展的重要价值以及学前儿童游戏的基本特征，探
讨了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机构中存在的必然性，提出了适合幼儿园教师参考的可操作的原理和经验，尤
其是教师在游戏中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教育作用，以及指导游戏的策略和方法：在关注正常教育机构中
集体活动的组织与指导策略的同时，引进和介绍了对待个别儿童的发展诊断的游戏治疗方法，并展现
了作者利用游戏治疗实施干预的具体方法的案例。
    本书有助于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学前儿童游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现状，为人们将游戏从观念层面
向实践层面的转换搭建了桥梁，可以作为各级、各类学前教育工作者的参考资料及相关学科的教学用
书。
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学前儿童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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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对经典游戏理论的评析经典的游戏理论，由于是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带
有浓厚的生物学色彩，有着明显的从先天的、本能的、生物学的标准看待儿童的游戏，否认游戏的社
会本质的缺陷；它们是主观思辨的产物，缺乏可靠的实验依据。
但是它们却或多或少地解释并说明了游戏这种人们司空见惯的却又令人困惑、令人着迷的现象，虽然
有许多缺点，但它们对后人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儿童游戏研究的进展。
（一）经典的游戏理论的贡献由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游戏作出了解释，提供了历史上成人对儿
童游戏的看法，许多观点至今还留在人们的心里。
经典游戏理论奠定了日后现代游戏理论发展的基础。
主要表现在：对游戏分类的影响：席勒区分了不同的游戏形式，把游戏分为物质上过剩的体力上的游
戏，审美上过剩的艺术的、戏剧的或象征性的游戏。
体力游戏和象征性游戏这两个术语又重新出现在20世纪彪勒和皮亚杰的游戏理论中。
斯宾塞对游戏的形式进行了质的区分，他把游戏分为感觉运动器官的多余活动、艺术一审美的游戏、
游戏的较高协调力、模仿，每种方式分别与彪勒和皮亚杰的感觉运动和象征表象游戏、有规则的游戏
和模仿的概念相类似。
不难看出游戏分类最早源于早期的游戏理论的影响。
霍尔的复演论促成了皮亚杰的研究，发展出了游戏的发展论。
格罗斯的生活预备说帮助布鲁纳提出了有关游戏及发展的思想。
对于儿童游戏重过程轻结果的特征的描述，最早源于格罗斯的观点。
他指出：当儿童游戏时，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行为的过程，而不是行为的结果。
由此可见，此观点可追溯到格罗斯的早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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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前儿童游戏(第4版)》为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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