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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福禄培尔认为,游戏是发展儿童创造性的最好的方式,对儿童的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福禄培

尔游戏教育思想的原则、内容及游戏教育对儿童发展的意义等方面介绍了福禄培尔的游戏理论,并简要评价了福禄培尔游戏

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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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福禄培尔游戏教育思想的原则
(一)上帝与统一的原则
福禄培尔于出生于德国一个路德派牧师家庭,自幼受宗

教影响,家庭中浓厚的宗教气氛使福禄培尔成为了虔诚的宗
教信徒。他在《人的教育》开篇即提到 “有一条永恒的法则
在一切事物中存在着、作用着、主宰着”,“这条支配一切的
法则必然以一个万能的、不言而喻的、富有生命的、自觉的、
因而是永恒的统一体为基础;这条法则,又按照与统一体本
身同样的方式,被人们通过信仰或观察,同样活生生地,同
样明晰和全面地认识到”,“这个统一体就是上帝”。在福禄
培尔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始终坚持贯彻统一的原则。人类
首先必须认识自然,进而认识人性,最终认识上帝的统一。
教育的实质正在于使人能自由与自觉地表现他的本质,即上
帝的精神;使儿童认识自然、认识人、最终认识统一的发则;
帮助人类认识自然、人性和上帝的统一。

(二)母亲与自然原则
福禄培尔自幼丧母,深感母爱之伟大和可贵,这也是他

献身幼儿教育事业的动力和源泉之一。年幼的福禄培尔在
孤独与寂寞中养成了独自沉思默想的习惯。为了寻找乐趣,
他常常流连于花园、树林、田野之间,感受大自然的奥妙。
正是童年不幸的遭遇,使福禄培尔重视母爱在人的成长中
的作用,同时强调教育顺应幼儿自然天性,注重在自然中对
儿童进行教育。这一思想与当时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一拍
即合,福禄培尔也深受同时代的民主主义教育实践家裴斯
泰洛齐教育思想的影响。福禄培尔认为“应当引导儿童到自
然界里,就像引导儿童到上帝的家里一样”。福禄培尔强调
游戏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这本身就是顺应了儿童年龄的
特点,尊重儿童的自然发展。他还主张户外游戏,使儿童能
够更加贴近自然,了解自然。另外,“恩物”的设计源于自
然,根本目的也是为使儿童能够更好地认识自然。由此可
见,自然原则是福禄培尔游戏教育思想的一条主线,并且贯
穿于其整个教育思想之中。

(三)国民与公共的原则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欧洲,由于工业革命的影

响,德国社会出现了如贫儿、孤儿、流浪儿的社会问题,作为
宗法制的家庭生产和教育共同体的封建家庭日益解体。当
时的德国,幼儿教育很快发展起来,出现了幼儿学校、游戏
学校、养护学校等各种各样的学前教育机构。福禄培尔的幼
儿教育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熟、完善的。他认为,
幼儿教育应以培养社会公民为目的,必须和“民族当前的、
过去的和未来的要求联系起来”。鉴于此,福禄培尔创建了
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并提出,“每一个村镇应当具备一个自
己的、供儿童世界使用的公共游戏场所”。通过共同的活动
培养共同的思想、意识;了解社会共同的法规、要求,培养儿
童的公民性,形成完善的道德。

二 、福禄培尔游戏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运动性游戏
福禄培尔认为,运动性游戏主要是使幼儿进行身体锻炼

和感官训练,并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以及对同伴和教育者的
爱心。运动性游戏包括行进游戏、表演游戏、奔跑游戏和纯
粹的散步游戏。通过这种运动性游戏活动,幼儿能够了解运
动的本质和目的,激起他们的力量感,亲身去体验力量的作
用,并从运动中加深对生活的感受,形成自我意识和自我决

定。在福禄培尔看来,运动性游戏的动作是建立在儿童对他
们在自然界和周围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各种动作的模仿基础
上的。幼儿园教师在运动性游戏中应该引导儿童去观察事
物,并帮助他们模仿所观察到的世界。目的在于发展儿童健
壮的体格,训练儿童的感官,如飞行、舞蹈等。

(二)精神性游戏
精神性游戏主要是利用“恩物”发展儿童的精神世界。

福禄培尔认为,精神性游戏主要是使幼儿进行思考和判断的
训练,帮助他们认识外部世界万物的基本特征,发展他们的
智力。这种游戏是通过各种“恩物”的运用而进行的,较多地
加入了教育的成分。但是,当儿童学会分别运用每一种恩物
并且掌握了它们主要的和鲜明的特征时,可以允许他同时运
用它们。

福禄培尔强调指出,运动性游戏和精神性游戏能够最大
限度地发展幼儿的活动本能以及自我活动能力、想象力和创
造力,并成为他们理解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桥梁。他还指出,
所有的游戏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和前后连贯的体系,从单
一的、简单的活动开始,逐渐发展到多样的、复杂的活动。每
一种游戏都能使儿童从中受到教育,并作为个体和人类社会
的一个成员得以成长和发展。无疑地,这些游戏涵盖了感觉
教育的整个领域,从建立空间关系开始,进而发展为语言和
思维的训练,并培养了合作的社会意识,从而为幼儿以后的
教育打下基础。

三、游戏教育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游戏是组成幼儿生活的重要因素
福禄培尔极为重视游戏对于儿童身心发展的重要性,福

禄培尔曾以赤子之心这样呼吁:“母亲啊,培养儿童游戏的能
力吧;父亲啊,保卫和指导儿童的游戏吧。”在《人的教育》一
书中这样写到游戏和说话是儿童这时生活的要素。”“在发展
了的感官、身体和四肢活动到了儿童开始自动地向外表现内
在本质的程度时,人的发展的婴儿期也告终止,并开始了幼
儿期。“”在发展的这一阶段上,对于一个出生到世界上的,
正在形成中的人来说,至关紧要的仅仅在于他的身体、他的
感官、他的肢体的运用,仅仅是为了运用、应用和练习,而并
不是为了从身体、感官和四肢的运用和通过其运用而产生的
结果。”“因此在这一阶段开始的儿童游戏是运用四肢进行
的:运用他的双手、手指、他的嘴唇、他的舌头、双脚以及他的
眼睛和面部表情。”总之,游戏作为幼儿生活的要素,贯穿于
幼儿的各项活动之中。对感官、四肢的运用过程其实就是幼
儿游戏的过程,游戏中锻炼和发展了幼儿的各种感觉器官、
身体和四肢。因此,游戏对幼儿的身心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二)“游戏是幼 儿 发 展 的 这 一 时 期 人 的 发 展 的 最 高 阶
段”

福禄培尔强调游戏的重要教育价值和深刻意义,因为游
戏是儿童内在本质的自发表现,是内在本质出于其自身的必
要性和需要的向外表现。“游戏是人在这一阶段上最纯洁的
精神产物。”“在这一时期儿童自发选择的游戏中显示出他未
来的内心生活。这一年龄阶段的各种游戏是整个未来生活
的胚芽,因为整个人的最纯洁的素质和最内在的思想就是在
游戏中得到发展和表现的。”概括地说,游戏是幼儿根据自身
的需要和满足去设定的,游戏中幼儿身心处于放松状态,没
有特定的目标,游戏过程是愉悦的。游戏中幼儿的最内在的

思想和未来内心生活得 (下转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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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的人格健全发展
马玉灵

(西吉县第二小学　宁夏　西吉　756200)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心社稷,厚德载物等人格精神影响着
每一代人,如雷峰精神是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新人”人格的代
表,他既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沃土之中,又溶于社会主义新
人的内涵,至今也是我们塑造小学生健康人格的理想风范。
随着社会的巨变,涌现出了一批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秀人物典范。
然而,在当前的青少年中也有不少的崇尚虚荣缺乏责任感,
自私自利,孤独颓废,缺乏诚信,急功近利的现象。当这些小
学生长成大人走向社会后,待人虚伪,好高骛远,眼高手低,
大事做不到,小事不愿做,他们丧失人格,就失去了阻止邪恶
和私欲膨胀的道德屏障,就可能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就会给
他人或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这就意味着他们开始陷入人生
的泥潭。作为基础教育者的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提高小学生素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用新的观念去
健全小学生的人格。

健全人格是最基础的教育,我们的宗旨是教会小学生做
人,从小用雷峰等“人格”的精神培养和塑造小学生的健康人
格,促使他们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健康人格的养成,为他们将
来适应社会、成为社会的主人打下良好基础。

刚上小学的孩子,老师和家长都会说,在学校要遵守学
校的纪律,要听老师的话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从小就教
育学生遵纪守法、自尊自立,加强服理守法教育,使自己健全
自己健康的人格,同时具有较强的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在
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要培养他们对国家、对社
会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能认识到国家、社会与家
庭、自我为一体共生共存、息息相关,能在和谐的家庭中共建
和谐的社会,让他们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

努力激发小学生的主动探索精神把他们的眼光引向自
然和社会,鼓励他们关心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积极提出
问题、思考研究问题,并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培养他们敢

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气概,能勇于自责,及时困难,能让他
们自主发展。培养他们有远大的志向,坚定的信念,艰苦奋
斗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是他们立志高远、自强不息,这
是决定人格品位高低的一个重条件。

理想与信念教育在人生价值取向以及行为动机的性质
等方面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理想和信念是人生的灵魂,是
人生生活的支柱。每一个学生要形成健康的人格,首先要能
够正确认识自己,充分了解自身的价值,强化主体意识,能够
勇敢地面对现实,逐步培养起面对挑战,参与竞争的良好的
心理素质和遇挫不惊,使自己人格表现出一种奋发向上的
生机。

小学生已有初步的独立意识和平等意识,他们希望受到
理解和尊重,因此我们不能居高临下的对待学生,而应该以
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培养学生的人格观念,维护学生做人
的尊严,不做有损学生人格的事,让他们能在现实生活中能
理解到尊重他人就会得到他人的尊重。

健全学生的健康人格,就要从学生的人格出发。不同的
学生在其全面发展的程度上是有差异的,这种不同体现在学
生的个性差异上,我们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采取不同的教
育方法。

小学教学是综合性的学习,是以多元智能理论和研究性
学习等教育理论为依据,以小学课程整合为基点,在小学教
学中加强与其他课程的联系,与生活实际的结合,以培养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主要目标,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主动
学习和学会思考,能够独立判断,养成自主地、主动地、创造
性地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在探究学习中,吸收
历代教育思想精华,强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以自我体验、
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为前提,形成稳定的文化素养,最终达
到健全人格的发展。

(上接第17页)
　　到发展和表现,因此,游戏作为幼儿内在本质与自我需
要的最佳表现,是幼儿发展的这一时期 人 的 发 展 的 最 高
阶段。

(三)游戏是发展幼儿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最好活动形式

“游戏是幼儿的主动自愿的活动,自主性是游戏本质的
最基本属性的表现。游戏从心理方面来说,是一种较松散的
活动,能适应幼儿的需要,由幼儿的直接需要产生,是由内部
动机产生,不是外面强加的。因此,幼儿在游戏中能够全身
心地投入,具有较强的积极主动性。”游戏对幼儿创造力的发
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游戏中能发挥幼儿的想象力,是
幼儿创造力发展的源泉。作为成人应积极地鼓励幼儿的各
种游戏,允许幼儿自由地、尽情地游戏。尽管幼儿的有些游
戏是具有破坏性的,也不应该去压制和干涉他们的游戏,而
应该更多地给予关心和指导。因为,游戏作为幼儿的一种学
习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幼儿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正
是在游戏中,才最能表现或发展幼儿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
此,游戏是发展幼儿自动性和创造性的最好活动形式。

四、对福禄培尔游戏教育思想的评价
福禄培尔从热爱儿童并希望儿童生活的快乐幸福出发,

十分重视幼儿游戏。而且他的游戏理论的很多方面都是正
确的,但是他的影响理论却是以宗教和唯心论为基础的。由
于自幼受宗教影响,加之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和

谢林的影响,他认为世界万物皆是由神创造的,神宰着一
切”,“神的本源”是一切生活和一切教育的出发点。进而他
认为幼儿教育正是通过游戏活动把儿童内在的“神的本源”
表现出来,这种看法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荒谬的。另外,虽然
福禄培尔揭示了游戏的教育意义,但又提出了抽象的、枯燥
的,包含很多形式主义的“作业”系统,无形中限制了幼儿自
由选择游戏的权利,使幼儿的游戏活动拘泥于他所设计的各
种“恩物”之中。所以我们要以辩证的,历史的眼光看待福禄
培尔的教育思想。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福禄培尔教育思想
的精髓并将之应用于幼儿园的实际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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