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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幼儿游戏理论与指导》是一门注重理论学习并关注实践能力培养的课程。

课程内容主要有幼儿游戏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以及在理论习得基础上的实践应

用。主要包括游戏及其特征、游戏与儿童身心发展、游戏的理论流派、儿童游戏

的分类、影响儿童游戏的因素、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幼儿园游戏指导策略、

游戏环境的创设、玩具和游戏材料、游戏的观察指导以及幼儿园各类游戏指导。

二、本课程设置的目的

设置本课程，使考生详细了解学前儿童游戏的基本原理、结构、实际操作等

问题，关注理论与实践现状，掌握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和策略。

三、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掌握相关学科对游戏的看法，游戏的描述性特

征、本质性特征和儿童游戏的性质。理解游戏与儿童身心发展的关系，了解理论

的流派、游戏分类问题的论述，掌握幼儿园游戏的指导策略等。

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定

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关系，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游戏的概念及游戏的主要内

容，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幼儿园游戏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的内涵及外延，理解幼儿园游戏的有关规定，并能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对幼儿园

游戏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做出正确的判断、解释和说明。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幼儿园游戏理论，对幼儿园游戏的有关

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幼儿园游戏理论，对幼儿园游戏的有关

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论证，并得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案。



第 3 页 共 17 页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游戏及其特征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游戏的定义，领会游戏的特征，掌握儿童游戏的特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游戏的定义

识记：①文化视野中的游戏；②社会学视野中的游戏；③语言学视野中的游

戏；④生物学视野中的游戏；⑤人类学视野中的游戏；⑥心理学视野中的游戏。

领会：①心理学视野中的游戏的主要观点。

（二）游戏的特征

领会：①游戏的描述性特征；②游戏的本质性特征。

（三）儿童游戏的特质

领会：①游戏是儿童的需要；②游戏是儿童的工作；③游戏是儿童的权利。

简单应用：①如何使儿童拥有充分游戏的权利。

三、本章关键问题

游戏的定义是这门课程的基础内容，除了需要了解各个视野中的游戏定义，

还需要领会游戏的特征，理解和掌握如何促使儿童拥有充分游戏的权利。

第二章 游戏与儿童身心发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相关概念；掌握游戏与儿童认知的发展，掌握游戏与儿

童社会性发展，游戏与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游戏与儿童身体发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游戏与儿童认知的发展

识记：①语言发展；②语言促进游戏。

领会：①游戏与创造力的相似之处；②游戏对儿童解决问题能力的影响。

简单应用：①不同游戏类型对儿童解决不同类型问题的作用。

（二）游戏与儿童社会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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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儿童的社会化过程；②社会性发展；③亲社会行为。

领会：①如何理解游戏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②游戏与同伴关系；③游戏与

亲社会行为。

（三）游戏与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

识记：①情绪；②情感。

领会：①游戏与儿童积极的情绪体验；②游戏与消极情绪的宣泄。

简单应用：①游戏与儿童情感的发展，体现在哪些主要方面。

（四）游戏与儿童身体发展

领会：①游戏与儿童身体发展体现在哪些方面。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游戏与儿童身心发展的各个方面，阐述了游戏与儿童认知的

发展，游戏与社会性发展，游戏与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游戏与幼儿身体发展。

第三章 游戏的理论流派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游戏的理论流派，包括其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经典的游戏理论

识记：①精力过剩论；②娱乐论；③复演论；④生活预备说。

领会：①经典的游戏理论的贡献以及局限性。

（二）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

识记：①弗洛伊德的游戏思想；②埃里克森的掌握论；③佩勒的角色扮演；

④门宁格的宣泄说及相关研究。

领会：①对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评析。

（三）认知发展学派的游戏理论

识记：①游戏的实质。

领会：①游戏发生发展的阶段；②儿童游戏的发展阶段；③象征性游戏的两

个特征；④象征性游戏在自我中心的表征活动时期的两个阶段；⑤对认知发展学

派游戏理论的评析。

（四）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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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维果茨基的游戏学说；②列昂节夫的游戏学说；③艾里康宁的游戏

学说；

领会：①对社会文化历史学派游戏理论的评析。

（五）游戏的觉醒理论

识记：①柏莱恩的理论模式；②艾利斯的理论模式；③赫特的理论模式；④

舒尔茨的理论模式。

（六）游戏的元交际理论

识记：①元交际。

领会：①元交际理论。

（七）游戏的生态学理论

识记：①微观系统；②中间系统；③外系统。

领会：①人类发展生态学对游戏的解释；②生态心理学对游戏的探究。

（八）其他的游戏研究

领会：①萨顿·史密斯和布鲁纳关注的游戏主要方面。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几种学派的游戏理论中的典型代表人物以及各理论模式及

其评析。

第四章 儿童游戏的分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儿童游戏的分类方法；领会幼儿园游戏的分类；掌握根

据游戏的发展理论、游戏的特征、游戏的内容、游戏的主题、以利用的替代物、

依据游戏教育作用等分类的游戏类型。掌握按照发展顺序对假象游戏的分类种

类。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儿童游戏的分类方法

识记：①感觉运动游戏、象征性游戏、结构游戏、规则游戏的概念；②平行

游戏、合作游戏的概念；③机能性游戏、想象性游戏、接受性游戏、制作性游戏

的概念；④根据游戏发展理论的分类：探索性活动、感觉运动/练习性游戏、假

装/象征性游戏、规则游戏、结构游戏、象征性规则游戏；⑤功能游戏、扮演游



第 6 页 共 17 页

戏的概念。

领会：①根据游戏发展理论的分类：探索性活动、感觉运动/练习性游戏、

假装/象征性游戏、规则游戏、结构游戏、象征性规则游戏；②未分化型、累积

型、连续型、分节型、统一型的游戏所处年龄阶段。

简单应用：①根据游戏发展理论进行分类有哪些种类；②以游戏的特征分类；

③以游戏的内容分类；④以游戏的主题分类；⑤以利用的替代物分类；⑥依据游

戏教育作用的分类。

综合应用：①按照发展顺序对假象游戏的分类的种类。

（二）幼儿园游戏分类

识记：①手段性游戏、目的性游戏的概念。

领会：①主动性和被动性游戏；②主动性游戏的分类；③游戏的三维度分类

法。

简单应用：①幼儿园游戏分类存在的问题；②创造性游戏与有规则游戏的区

别与联系；③游戏分类在幼儿园中的应用；④自主性游戏的特征；⑤自主性游戏

的几对关系。

（三）自主性游戏

识记：①自主性游戏的概念。

简单应用：①自主性游戏的特征；②自主性游戏的几对关系。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从各个角度对游戏的分类，领会各类游戏概念，掌握分类方

法，并且根据实际举例说明。

第五章 影响儿童游戏的因素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影响儿童游戏的主要因素有哪几个方面。掌握影响儿童

游戏的外在客观条件的影响因素；掌握影响游戏的自身条件；掌握影响儿童游戏

的家庭因素。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外在客观条件的影响

识记：①空间密度的概念；②游戏材料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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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①影响儿童游戏的外在客观条件的影响因素。

（二）游戏中自身条件的影响

识记：①同伴的概念；②场依存性的概念；③场独立性的概念。

简单应用：①影响儿童游戏的自身条件因素。

综合应用：①场依存性个体的主要表现特征；②场独立性个体的主要表现特

征。

（三）家庭的影响

简单应用：①影响儿童游戏的家庭因素。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影响儿童游戏的因素，介绍了外在客观条件、自身条件、家

庭影响的因素，同时对场依存性和场独立性个体特征作了重点的阐述。

第六章 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游戏在幼儿园中的历史演进，掌握游戏在幼儿园中的法

规地位，掌握游戏在幼儿园课程中的地位；掌握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应关注的问题；

掌握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实现。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游戏在幼儿园中地位的历史演进

识记：①儿童本位的教育观。

领会：①幼儿园游戏经历的两次分离到融合的过程；②第一次“从分离到融

合”的阶段以及主要内涵；③第二次“从分离到融合”的阶段以及主要内涵。

（二）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法规地位

识记：①《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关于游戏的主要内容的描

述以及颁布时间；②《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中关于游戏的主要内容的描述

以及颁布时间；《③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中关于游戏的主要内容的描述以及

颁布时间；④《幼儿园工作规程》中关于游戏的主要内容的描述以及颁布时间；

⑤《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关于游戏的主要内容的描述以及颁布时间。

领会：①游戏是首选的重要活动；②游戏是体育活动项目；③“以游戏为基

本活动”首次提出；④“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重申；⑤“以游戏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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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再次重申。

（三）游戏在幼儿园课程中的地位

识记：①狄佛瑞斯提出的游戏利用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的四种不同模式；②瓦

瑟纳的课程建构模式。

领会：①游戏与课程的关系；②自主游戏与领域教学活动的融合；③自主性

游戏与主题教育活动的融合；④自主性游戏与区域活动的融合。

简单应用：①我国游戏与课程融合的几种形式。

（四）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实现

领会：①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解；②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应该

避免的几种错觉。

简单应用：①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应关注的问题。

综合应用：①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实现。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游戏在幼儿园课程中的地位，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实

现，介绍了游戏在幼儿园中地位的历史演进以及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法规地

位。同时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应关注的问题、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实现作

了重点的阐述。

第七章 幼儿园游戏指导策略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教师在游戏中的作用，掌握教师对游戏的各类指导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教师在游戏中的作用

识记：①实物标志的概念；②图示标志的概念；③角色标志的概念。

简单应用：①教师在幼儿游戏的过程中主要的作用。

综合应用：①渗透在环境中的隐性指导。

（二）参与介入游戏

识记：①游戏介入法的概念、材料提供法的概念；②平行式介入法、交叉式

介入法、垂直介入法的概念。

领会：①以语言为媒介的介入指导游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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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①教师指导语言的类型以及应用。

（三）通过讨论的建构指导

识记：①建构指导的概念；②情境讲述法、绘画法、点面结合法等讲评法的

概念。

简单应用：①教师引导幼儿园讨论、建构经验的价值；②讨论的形式；③引

导幼儿讨论游戏的方法。

综合应用：①讨论、建构的内容和要求。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教师在游戏中的作用，介绍了参与介入游戏的各种方法，以

及教师对游戏的各类指导方法，同时对讨论建构的内容和要求作了重点的阐述。

第八章 游戏环境的创设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游戏环境的概念，掌握游戏空间规划的模式，掌握游戏

环境的创设共性方面，掌握规划游戏场地的注意的几个方面和户外游戏场地的基

本构成。掌握游戏环境设置的一般要求，室内外游戏环境创设存在的问题和应考

虑的因素。熟悉游戏环境的评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游戏环境的概念

识记：①游戏环境的概念；②物质环境、心理环境的概念。

简单应用：①良好的游戏环境应具有的特征；②创造良好游戏环境的意义；

③游戏环境的要求。

（二）游戏空间规划的模式

识记：①游戏空间的概念、游戏单元的概念以及游戏单元中基本单元、复合

单元、高级单元的含义；②变化性和复杂度的含义。

领会：①游戏空间的考察。

（三）游戏环境的创设

简单应用：①各年龄班游戏环境创设的共性方面；②规划游戏场地时候应注

意的几个方面；③户外游戏场地的基本构成。

综合应用：①游戏环境设置的一般要求；②室内游戏环境创设存在的问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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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策；③户外游戏环境创设应考虑的因素。

（四）游戏环境的评价

领会：①室内游戏环境的评价；②室外游戏环境的评价。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游戏环境概念，介绍了游戏空间规划的模式，以及游戏环境

的评价，同时对游戏环境的创设作了重点的论述。

第九章 玩具和游戏材料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玩具的分类和产生以及发展。掌握玩具的功能，掌握玩

具在游戏中的作用，掌握幼儿园玩教具的具体内容。掌握苏塔码的游戏材料质量

标准。掌握选择提供玩具以及游戏材料的原则。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玩具概述

识记：①玩具的分类角度；②主题游戏玩具、表演游戏玩具、结构游戏玩具、

智力游戏玩具、体育游戏玩具、音乐游戏玩具、娱乐玩具、技术玩具的概念。

领会：①玩具产生；②玩具的发展；③玩具配备的具体内容；④玩具选择的

安全标准。

简单应用：①玩具的功能。

综合应用：①玩具在游戏中的作用。

（二）玩具及游戏材料的提供

简单应用：①选择玩具应注意的事项；②玩具的管理与使用；③问题和建议。

综合应用：①苏塔码的游戏材料质量标准；②选择提供玩具及游戏材料的原

则。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玩具在游戏中的作用、幼儿园玩教具的具体内容、选择玩具

应注意的事项、玩具的管理与使用，介绍了苏塔码的游戏材料和质量标准，同时

对选择提供玩具及游戏材料的原则作了重点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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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游戏观察指导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各类游戏量表的基本内容，掌握幼儿园各类游戏观察的

含义和方法；熟悉目标儿童观察记录的表格以及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观察的意义

简单应用：①观察的重要意义。

（二）观察游戏评价量表

识记：①游戏兴趣量表的含义，研究者以及包括的主要项目；②游戏发展进

度量表的含义，研究者以及包括的主要项目；③帕顿/皮亚杰量表的含义以及操

作定义；④豪威斯同伴游戏量表的操作定义中各个水平的概念；⑤斯米兰斯基角

色游戏评估量表的操作定义。

领会：①帕顿/皮亚杰量表的运用价值以及注意事项。

简单应用：①观察的重要意义；②豪威斯同伴游戏量表的几个层次；③豪威

斯同伴游戏量表的运用价值与建议；④斯米兰斯基角色游戏评估量表的特点以及

使用建议；⑥弗若斯特-沃史曼游戏发展检核表的含义。

（三）幼儿园游戏观察的方法

识记：①扫描法、定点法、追踪法、综合图示法的概念；②线索提示法的概

念。

领会：①观察计划制定的依据；②综合图示法的特点。

简单应用：①最常用的几种观察游戏方法；②游戏观察的步骤；③观察游戏

的流程。

综合应用：①各个年龄班游戏观察的主要内容；②结合工作实际举例游戏的

观察指导方法。

（四）游戏观察结果分析

识记：①游戏观察结果的类型以及含义。

综合应用：①观察游戏结果进行分析时应考虑的方面。

（五）目标儿童观察记录

领会：①观察记录的缘起；②观察记录的方式和格式；③观察记录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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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①观察记录的方式。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各类游戏量表，介绍了幼儿园游戏的观察方法，以及各个年

龄班的游戏特点和主要内容，同时目标儿童观察记录作了重点的阐述。

第十一章 幼儿园各类游戏的指导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领会幼儿园的特点；掌握各类游戏的概念、指导方法；熟悉

各个年龄班各类游戏的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幼儿园游戏的特点

简单应用：①幼儿园游戏的自身特点。

综合应用：①幼儿园内外儿童游戏特点的比较。

（二）角色游戏的指导

识记：①角色游戏的概念。

领会：①角色游戏的结构特征。

综合应用：①不同年龄班角色游戏的特点以及指导。

（三）结构游戏的指导

识记：①结构游戏的概念。

领会：①结构游戏的发展阶段。

综合应用：①结合实例分析结构游戏的结构技能；②结构游戏的指导方法；

③各个年龄班结构游戏的特点以及指导。

（四）表演游戏的指导

识记：①表演游戏。

领会：①小舞台表演游戏的现状。

简单应用：①表演游戏的类型；②各个年龄班小舞台表演游戏的特点；③小

舞台表演游戏环境的创设。

综合应用：①表演游戏指导方式的几种形式。

（五）规则游戏的指导

识记：①规则游戏的概念；②智力游戏、体育游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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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规则游戏的元素。

简单应用：①规则游戏的特点；②民间游戏的教育作用；③规则游戏的指导。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幼儿园游戏的特点，介绍了各类游戏的含义，以及各类游戏

的特点、类型，同时对各类游戏的指导作了重点的阐述。

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

定。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

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考生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

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

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课程

内容在教材中可以体现一定的深度或难度，但在大纲中对考核的要求一定要适

当。

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里面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

点，教材里一般也要有。反过来教材里有的内容，大纲里就不一定体现。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学前儿童游戏》（第六版），邱学青著，江苏凤凰教育

出版社，2022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

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

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

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第 14 页 共 17 页

五、应考指导

1. 如何学习

很好的计划和组织是你学习成功的法宝。如果你正在接受培训学习，一定要

跟紧课程并完成作业。为了在考试中做出满意的回答，你必须对所学课程内容有

很好的理解。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你的学习进展。你阅读课本时可以做读

书笔记。如有需要重点注意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如：红色代表重点；绿

色代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可以在空白处记录

相关网站和文章。

2. 如何考试

卷面整洁非常重要。书写工整，段落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

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要回答所问的问题，

而不是回答你自己乐意回答的问题，避免超过问题的范围。

3. 如何处理紧张情绪

正确处理对失败的惧怕，要正面思考。如果可能，请教已经通过该科目考试

的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做深呼吸放松，这有助于使头脑清醒，缓解紧张情绪。

考试前合理膳食，保持旺盛精力，保持冷静。

4. 如何克服心理障碍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如果你在考试中出现这种情况，试试下列方法：使用“线

索”纸条。进入考场之前，将记忆“线索”记在纸条上，但你不能将纸条带进考

场，因此当你阅读考卷时，一旦有了思路就快速记下。按自己的步调进行答卷。

为每个考题或部分分配合理时间，并按此时间安排进行。

六、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

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

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

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

四个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2.在考试之日起 6 个月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颁布或修订的法

律、法规都将列入相应课程的考试范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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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的，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命题时也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重

大方针政策的变化予以体现。

七、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

核的内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

章节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2.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

规定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自学者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

和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不应出与基本要求不

符的偏题或怪题。

3.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

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4.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

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 2:3:3:2。

必须注意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不是等同的概

念。在各个能力层次中对于不同的考生都存在着不同的难度。

5.本课程考试试卷中可能采用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题、

简答题、论述题等。

6.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

为及格。考生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

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品。不可携带计算器。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从本能论的观点出发提出“生活预备说”的人是（ ）

A.拉扎鲁斯 B.格罗斯

C.米勒 D.席勒

参考答案：B

二、填空题

1.儿童对游戏活动具有支配和控制的权利和能力，包含儿童对游戏活动的决定权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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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参与权

三、名词解释题

1.表演游戏

参考答案：表演游戏是指儿童按照童话或故事中的情节扮演某一角色，再现文化作品的

内容的一种游戏形式。它以儿童自主、独立地对作品的理解去展开游戏情节。

四、简答题

1.简述户外游戏场地的基本构成。

参考答案：

（1）大型组合运动玩具区。

（2）玩沙地（区）。

（3）玩水区。

（4）自然区。

（5）跑道或车道。

（6）休闲区。

五、论述题

1.论述苏塔码关于游戏材料的质量标准。

参考答案：

（1）一种理想的游戏材料是操作性的器件而不是消极的占有物。

（2）游戏材料只是游戏的一个必要条件。

（3）理想的游戏材料传达了符合教育原则的正当游戏的信息：积极的社会关系、形成

新的观察、基本技能的练习或规则的接受。

（4）理想游戏的材料生命力强，它能使儿童认识客体制造的方式和制造材料的特点。

（5）通过审美材料、形式、色彩和表现方式等途径，使理想的游戏材料具有吸引力。

然而，由于一种客体很少能够满足所有的这些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能追求完美无缺。

在挑选玩具时成人认为低劣和平庸的东西却可能吸引儿童。

（6）理想的游戏材料包含着传统文化和当今生活等方面。儿童通过游戏可以形成关于

人和世界的观念。因此，对蕴含在游戏材料里的有关未来的观念也绝不可等闲视之。儿童文

化的出现是在游戏传统中缓慢而又变幻莫测地发生的，它将经历持久、复杂的发展和变化。

所以，人们不能设想，可以一蹴而就地更新整个儿童文化，连同新型的游戏材料。

（7）游戏是儿童独立活动的领域，游戏中的自治应受到尊重。儿童的游戏不能用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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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来改变。如果儿童的家庭与周围环境中主要的行为准则很不一致，那么正确合理的教育

学观点就不能影响儿童的行为。而最终一点，儿童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挑选他们自己喜爱的玩

具。

（8）游戏和游戏材料以夸大其外部特征来模仿成人文化。这导致了漫画式的表现手法

——像游戏中常见的暗示——在这方面儿童胜过成人，强调性别角色的认同特征等等。成人

必须一方面理解儿童游戏行为的特点，另一方面“自己不介入游戏”。不必把游戏的内容看

作是对成人世界的直接模仿，而看成是儿童对成人世界理解的特征。良好的游戏材料是成人

给予儿童的一个信息，这种信息经儿童理解后便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演出来。

（9）游戏材料必须作为游戏整体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游戏环境中各种可能

的解释都将得到检验。游戏材料和游戏用的物品之间并无确切的界限。狭义的教育学观点会

导致单调贫乏的游戏环境。

（10）良好的游戏材料并不夸张欢乐。我们应当时刻牢记游戏只是最初的娱乐活动。看

起来毫无意义的、没有伟大的教育目标的游戏，却有着使儿童获得自由和心理治疗的重大意

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