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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海幼儿园积极响应“户外 2 小时”活动，安

吉游戏影响力不断扩大，各园开始纷纷践行其游戏理念。

尽管各园的实践异彩纷呈，隐含的精神内核却殊途同归，

都是指向安吉游戏的“真”，即真游戏，真学习，真发

展。强调实事求是，保持常态和真实。教师先放手儿童

的游戏，观察和解读儿童的游戏行为及其背后的身心发

展水平，寻找教育契机和最近发展区，给与有效的支持

与回应，促进儿童潜能的最大发展。以促进幼儿的全面

发展为抓手，团结家庭力量，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与

配合，教师发现不一样的能干的儿童，收获了自身专业

成长，家长的认可与鼓励，工作的幸福感与成就感，最

终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

现以笔者驻某园小二班的游戏活动观察为例，尝试

从幼儿的追逐打闹游戏视角切入，剖析幼儿园与家庭的

合作共育的现状与问题。

一、幼儿追逐打闹游戏的定义与价值

追逐打闹游戏是以跳、追、逃、拉扯、碰撞、挣扎、

闪躲、拍手掌等身体动作为表现形式的较激烈的身体动

作游戏、是隐蔽的象征性游戏、合作的社会性游戏，也

是潜在的规则游戏。[1] 追逐打闹游戏是一种具有原生态、

自发性和自主性特点的游戏。[2]

追逐打闹游戏符合幼儿自由、自主、乐群的天性。

（1）有利于幼儿身体运动能力的发展。跳、追、逃、拉

扯、碰撞、挣扎等动作，可以锻炼幼儿大肌肉群，增强

其力量，也可以使其动作灵敏，反应迅速。（2）有利于

幼儿自我调控能力的发展。追逐打闹游戏有助于幼儿消

耗剩余体能，宣泄破坏性本能，在释放体能的同时了解

自我，控制自己的身体行为，发展社会适应能力。（3）

有利于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发展。幼儿追逃角色的轮换，

可以帮助其设身处地理解不同角色的心理动机，借助同

伴的面部表情及外显行为，灵活采取不同的策略，做出

恰当回应，知道游戏以玩乐为目的，而不能伤害到同伴，

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

二、幼儿追逐打闹游戏的案例与分析

案例一：

又到了小二班幼儿户外活动时间，孩子们自主选择

自己喜欢的玩具开始游戏。有的在骑跳跳马，努力保持

身体平衡，踉跄前行；有的选了过平衡桥，胆子大的孩

子站立在桥面，有点怕高的孩子蹲下来，想要挪步过去，

还有的手、膝着地爬在桥上；有的三五成群绕着小木屋

玩角色扮演游戏……对小男孩来说，开警车是很“拉风”

的，有十足吸引力。江江今天率先拿到了警车，他开心

地开着警车绕操场转圈，神气十足，带着警车“奔驰”

（快走），路过老师时都是笑眯眯的。饶了没两圈，班里

的“好哥俩”言哥和轩弟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羡慕，两

人拦下了江江，说：“你玩了这么久了，我们也想玩一

会儿。好吗？”江江很明显还没玩尽兴，并不愿意退让。

但又害怕好哥俩的“包围”，把目光投向老师，看老师没

反应，就头也不回继续绕圈了，好哥俩发动全力紧紧跟

着在后面“追”，江江在前面跑，开始时江江脸上露出得

意的表情，好哥俩追逐一脸兴奋，终于，三个男孩子跑

了两圈，江江停车走出来。两个男孩想要拿到驾驶权，

江江不同意，面对两人的围堵，他势单力薄，竟涨红了

脸快要哭出来，边作哭状边望向老师求助。老师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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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上海幼儿园积极开展“户外2小时”活动，深受安吉游戏的“真”，爱、冒险、喜悦、投入和反思等

理念的影响，异彩纷呈的游戏实践呈现出儿童发展优先、实事求是的统一精神内核。本文以某园小二班幼儿的追逐

打闹游戏为切入点，剖析幼儿园与家庭的合作共育，尝试揭露存在问题并提出统一家园价值认识、提供家园合理支

持、构建家园合作新模式的解决方案。以期能够促进幼儿潜能的最大发展，促进家庭与幼儿园合作共育，形成良好

的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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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道：“江江，你是警察，是正义、勇敢的化身，谁能

抢走你的车，警察可不能轻易哭鼻子哦。”江江听到老

师的鼓励，好像瞬间想到自己是警察，刹那充满了战胜

“挑战”的勇气与力量，他抽噎着逐步停止了哭泣，大

声跟言哥轩弟说：“我是警察，你们不能抢警车。”哥俩

好说：“可是你玩这么久了，我们也想玩一会”。江江最

终想想说：“行吧，给你们玩。”江江继续寻寻觅觅，发

现了橡胶路锥，他拿起来套在自己的两个胳膊上，好像

铠甲勇士，对着空气比划着各种动作。没一会，哥俩好

又看到了，可惜剩余材料不足，他俩每人只拿到一个，

武装一只胳膊，他们把目光再次投向江江，说“把你的

给我们玩一会吧。”彷佛场景再现，江江仍是不情不愿，

于是三个男孩在空中比划着，好像在战斗，江江并不擅

长“动手”解决问题，可以看出他很害怕二人的“围

攻”，很快就一边挥舞胳膊一边向后退，慢慢地竟又开始

哭鼻子。向老师们投去求助的目光，就要节节败退了。

保育员看不下去，说：“江江，你手里有两个，他们只有

一个，不要害怕，继续战斗。”老师投去热切的鼓励目

光，喊道：“江江加油，你是铠甲勇士，你很勇敢。”江

江听到老师们的鼓励，战斗力明显增强，不再退缩。突

然轩弟把路锥投向空中，紧接着坠地。这时老师走上前，

跟轩弟说，你刚才的行为很危险，很有可能砸到其他小

朋友，不可以这样玩。我必须收走你的路锥。随后，轩

弟兴致怏怏地走开了。言哥看到同伴离开，也跟着离开

了。江江松了一口气，好像取得了胜利，这次他选择站

在路口，做交警，指挥交通。大约过了 10 分钟，轩弟竟

然笑眯眯地邀请江江一起加入他的游戏，言哥紧随其后，

江江也同意了，三个小男孩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又开开

心心一起游戏了。

案例二：

小班的恒恒因生活在双职工家庭，平时由随迁的奶

奶负责照料日常生活，语言表达能力较差，同伴、教师

都听不懂恒恒说话，恒恒时常独自游戏，有时需要与同

伴交流，却因无人能懂他的表达，着急到面红耳赤，然

而同伴和老师只能大致猜测他想表达的意思。有时反复

猜几次，恒恒依然摇头，表示不对。在老师的建议下，

恒恒妈妈每天下班后跟恒恒一起念歌谣，玩语言游戏，

还借助天猫精灵讲故事，念儿歌“磨耳朵”，校准发音。

慢慢地，恒恒能正常与同伴、老师交流了，甚至愿意在

集体面前发言。第二学期时，恒恒妈妈找老师反映，能

否将恒恒的座位调离强强，因为妈妈发现自家孩子与强

强坐一起后学会了“动手”（两个男孩互相假装打架玩），

家里一直教育恒恒在幼儿园不能动手打小朋友，不希望

恒恒变成爱动手的“暴力小孩”。

案例三：

小班幼儿每天都会带一个家里的玩具来到幼儿园，

自由活动时间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同伴交换着玩。直到

有一天，副院长来巡视，叫来副班老师说：“我看到你

们班有几个小男生带了奥特曼玩具来，这个年龄段的孩

子爱模仿，爱游戏，他们看到奥特曼玩具会假装自己是

超级英雄，把同伴当作怪兽，互相攻击，即使最初只是

玩闹，孩子自控能力不强，有可能急眼，最终真打起来，

会受伤的。还是不要带奥特曼来园了。”于是，副班老师

当天告知幼儿以后不允许带奥特曼玩具来园，并在班级

微信群中请家长配合。只是，奥特曼并没有消失，他出

现在幼儿园大门口，出现在幼儿家庭中，出现在除了幼

儿园的很多场景中。

以上案例将按照教师、管理者、家长、幼儿角色进

行逐一分析。

教师：耐心观察，管住自己，适度等待。确立“相

信孩子”的认知，做到“闭住嘴，管住手，睁大眼，竖

起耳”要用谦逊的态度去放手发现儿童的游戏需要。案

例一中，江江遇到难题时第一反应是看向老师，寻求老

师的帮助。对于刚入园的幼儿来说，是很正确的处理方

式，但幼儿要实现成长和发展，仅依赖老师和家长是不

够的，要自己学会回应请求的方法，学习如何与同伴相

处。这是“爱”幼儿的表现。江江还不会用语言拒绝他

人，直接用行动表明态度，符合小班孩子擅长用动作而

非语言解决问题的特点。江江第二次目光求助，老师及

时给予口头鼓励，老师的关注和回应，实则为江江处理

同伴交往矛盾营造了安全、宽松的氛围，为江江战胜挑

战注入信心和勇气。幼儿在老师的提醒和鼓励下战胜了

恐惧，学习保持冷静，勇敢面对，妥善处理矛盾。第二

次围绕橡胶路锥的正面冲突，老师依然全程认真观察幼

儿的互动，没有轻易干预和阻止，而是允许他们“冒

险”（老师事后表明她在三个幼儿打闹时非常紧张，本质

是一次“冒险”），用自己的方式解决。终于江江用勇敢

斗争赢得了胜利。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但其中冒险的

“度”的把握，其实相当有难度，稍一疏忽，将给双方

幼儿、双方家长、教师甚至幼儿园带来伤害或麻烦。最

让老师钦佩和震撼的是，冲突之后，轩弟竟然还来邀请

他加入自己的游戏，而江江不计前嫌，三人能够开心地

一起玩。可见，赤子之心何其宝贵，幼儿全身心地投入

游戏，感受游戏带来的喜悦。幼儿身上闪烁着真诚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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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力量、勇气与智慧并存的光芒，这不正是我们教育

者想要培养幼儿的优秀品质吗？

管理者：管理者因其角色定位，要促进幼儿的发展，

要砥砺教师专业成长，要凝聚家庭力量，要通过行政部

门评定，平衡其间关系，要倡导“冒险”精神更加难能

可贵。案例二中的副园长的建议，提醒教师关注并思考

如何保障幼儿的安全，一定程度是在保护幼儿及教师的

安全。不可否认，限制了幼儿英雄崇拜情结，却不能将

其彻底抹杀。

家长：关注孩子的成长与发展，愿意配合老师的专

业建议，养育幼儿。同时与教师积极沟通幼儿的成长与

变化，需求与担忧，争取老师的理解。但过度担心幼儿

间的肢体接触和碰撞行为，容易过度解读，出于溺爱与

过度保护，易做出制止和责备幼儿行为，会影响幼儿与

同伴的相处模式。

幼儿：因其自身身心发展不成熟，易受到家庭、幼

儿园中成年人角色评价的影响。但其作为独立的个体，需

要以尊重、平等、信任帮助发掘幼儿自身的兴趣、需要，

聆听幼儿的想法。还需关注家长、教师对幼儿的影响。

三、从幼儿追逐打闹游戏剖析幼儿园与家庭的合作

共育

（一）统一家园价值认识

安吉游戏的教育理念倡导将真游戏还给幼儿，相信

幼儿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环境中，在与世界、同伴的有

意义的交往和活动中，形成自己的见解、想法和规划，

从而达到自身最大潜能。追逐打闹游戏是符合幼儿天性

的真游戏，引导教师、家长转变对追逐打闹游戏的看法，

了解其有幼儿发展的宝贵价值。幼儿园教师及管理人员

要认识到：追逐打闹游戏有益于幼儿身体运动、自我认

知与调控、社会交往的发展，因此，绝不能因担心可能

发生的安全问题，完全杜绝此类游戏，这因噎废食，剥

夺幼儿成长发展的机会。关于家长，要知道追逐打闹游

戏最先出现在亲子游戏中，尤其是幼儿与父亲的游戏中，

它大约占亲子互动行为中的 8％，是建立更好的父亲与子

女关系的方式之一 [3]，倾向于愉悦而非攻击。

（二）提供家园合理支持

在幼儿园里，多方面支持教师和幼儿开展追逐打闹

游戏。追逐打闹游戏的开展需要空旷、安全有吸引力的

场地，需要连贯充足的自由游戏时间保障，需要老师与

幼儿共同建构安全的游戏规则。实践中关注教育目标，

但不追求即时达成，而是将教育目标渗透在环境创设和

每日的惯例活动中，让幼儿在日复一日的活动中积累经

验。在不断的反思性实践中，打造游戏化课程。如可以

追、逃、拉扯、挠痒、踢、推、拳击、摔跤、碰撞、限

制、挣扎等动作时，要注意力道，注意不攻击同伴薄弱

易受伤的身体部位，可以结合“认识我的身体”主题活

动展开，学会自我保护，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关注他人

的健康与安全。需要园方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增强保

险意识，尊重理解教师，为活动展开提供制度支持与保

障。在家庭中，鼓励父亲参与幼儿的教育与养育。增加

亲子游戏时间，发挥父亲性别优势，将拳击、摔跤、碰

撞、限制、挣扎等动作运用到亲子运动时光，锤炼幼儿

不惧困难、勇敢挑战坚毅性格。弥补幼儿园男教师缺乏

不足，增强男孩女孩的阳刚之气。

（三）构建家园合作新模式

打破传统的以幼儿园为主导的家园合作模式，幼儿

园与家庭缔结为互相尊重、信任、平等、共赢的伙伴关

系。以促进幼儿的最大发展为共同目标，立足学前阶段，

着眼终身发展，各方承担幼儿教育的重责。可借助家长

会、家长沙龙、幼儿园开放日活动、家委会巡检、家长

助教、线上平台等多种方式和手段，高效、便捷，调研

家长需求，宣传幼儿教育理念与实践。如，体验式家长

会，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倡导通过让家长沉浸式做游

戏、观视频、说感想，体验育儿之道。知道幼儿园陪伴

孩子成长三年，而家庭肩负影响孩子终身发展的重任。

教师与家长分享园方的理论与实践，家长与教师分享幼

儿成长的需求、快乐和担忧。让家长变倾听为体验，变

被动为主动，变单向为互动，变客体为主体，变顾忌为

坦诚，变困惑为释然。变提升家长为共同成长。家园齐

心协力，幼儿最终获益，让幼儿、家长和教师都体验到

幸福感和快乐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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