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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自然主义教育观的核心是“回

归自然”，他主张，教育要顺应儿童的自然天性、尊重儿童，把自由还给儿童、与儿童进行平等对话以

及回归大自然，把自然还给儿童。爱玩是儿童的天性，游戏是幼儿最基础的一种活动方式，然而目前我

国幼儿园游戏活动的开展包含着忽略儿童游戏的自然天性、使儿童丧失自主选择游戏的权利、教师过多

干预以及游戏自然环境有限等诸多问题。在我国幼儿园游戏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借鉴卢梭自然教育思想

的经验，启示我们应该顺应儿童的自然天性，保证儿童游戏权利；尊重儿童在游戏选择中的主体地位；

改变教师角色定位，与儿童平等对话；为儿童提供更多在自然环境游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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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usseau, a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enlightenment, thinker and philosopher is one of the rep-
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His naturalistic educational thought is cen-
tered on “natural education”, which holds that education should conform to the natural nature of 
children, respect children, return freedom to children, engage in equal dialogue with childre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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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nature back to the kids. It is children’s nature that love to play, game is the most basic activity 
form. However,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 game activities in our country includes 
many problems such as ignoring natural nature of children’s game, making children lose the right 
to choose game, too much intervention by teachers and the limite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game.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ing children’s games, we study Rousseau’s theory, theory of nature education, 
which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comply with the natural nature of children and ensure children’s 
play rights, respect children’s main attitude in choosing games; change teachers’ roles, and talk to 
kids on an equal footing;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 to play in natural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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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 

“回归自然”是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善良的人性只存在于纯洁的自然状态中，自然主

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自然人”[1]。即要求教育要回归大自然、顺应儿童的自然天性、将自由还给

儿童、与儿童进行平等对话。儿童是自己学习的主人，要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教师仅仅需要扮演好课

程的开发者和建设者的角色，成为儿童学习的引导者和支持者，让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

挥。喜欢玩，喜欢玩游戏，是每个儿童的自然本性，游戏也会对儿童的成长起到很大的作用，它可以促

进儿童身体的发育，可以促进儿童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发展，还可以丰富儿童的情感体验

以及美感的培养[2]。但是当前国内大部分幼儿园在进行游戏活动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会妨碍

到幼儿园游戏工作的开展，使儿童获得不好的游戏体验，会给孩子们的身体和精神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带

来负面的影响，因此针对我国幼儿园游戏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试图从游戏自然天性、游戏选择权

利、游戏中师幼互动以及游戏自然环境这四个方面来论述卢梭“自然教育”思想在幼儿园游戏工作开展

上的重要性。 

2. 卢梭生平及其自然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2.1. 卢梭生平 

卢梭这一生是颠沛流离的，卢梭 1712 年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贫穷的家庭中，他的父亲是个制表师，

母亲在他出生不久之后过世。在卢梭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别人发生了冲突，从那以后，卢梭就和自

己的舅舅住在一起，由姑姑抚养长大。卢梭从 15 岁开始当学徒，之后因为难以忍受粗暴的待遇在 16 岁

时逃离了日内瓦。卢梭去了很多地方，也做过很多工作，他曾经是一个学徒、一个打杂的，也曾经是一

个家庭书记、一个老师、一个音乐流浪家。卢梭从小酷爱读书，中年时期的卢梭编写了很多本书。他的

很多作品受人追捧和青睐，但是同时也受到了很多的非议。16、17 世纪，英国和荷兰相继发生了一场资

产阶级革命，而法国则处于一种封建社会的边缘，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卢梭发现农民受到严重的压迫，

社会出现极其不平等的现象，因此他在 1757 年出版了一部以“自然教育”为中心的著作《爱弥儿》，提

倡培育“自然人”，使所有人在自然秩序中获得平等的地位，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巴黎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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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却颁布了一项禁止《爱弥儿》的法令，下令逮捕卢梭，卢梭离开了巴黎，去了日内瓦，日内瓦的当局

也下令销毁《爱弥儿》，缉拿卢梭，后来，卢梭又逃往普鲁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卢梭都在逃命避难。在

逃命这些年，卢梭的身体每况愈下，1778 年，卢梭搬到了巴黎附近的埃尔默农维尔庄园，之后病逝[3]。
卢梭这一生，年少之时寄人篱下，成年之后又长期辗转各地避难，晚年孤独清贫。生命对于卢梭来说，

是一场无比孤独的苦旅。 

2.2. 卢梭自然教育思想形成背景 

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的个人经历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在个人经历方面，卢梭的母

亲在生产中去世了，他是跟父亲一起长大的，卢梭跟着父亲养成了酷爱读书的好习惯，因此，他对书籍

的热爱，也为他日后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十岁左右时，父亲被迫远走他乡，卢梭离开父亲住

在自己的舅舅家，在舅舅家这段时间，卢梭有许多不愉快的经历，这一切让卢梭更加坚信人类本性是善

良的。之后，卢梭遇到了华伦夫人，在与华伦夫人来往过程中认识到了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尊重幼儿的

兴趣，以幼儿为主体，尊重幼儿的想法和需求[4]。最后在社会背景方面，《爱弥儿》的创作背景是十八

世纪的法国，当时的法国处于一个资本主义不断壮大的时期，资产阶级处于上升和争取权利的阶段，物

质和经济利益成为人们所追逐的目标，封建制度即将崩溃。有一次，卢梭在途中想去农民家讨饭吃，偶

然发现农民受到压迫，了解到社会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人们失去了自由，于是就产生了要培养“自然人”

的想法，于是他创作了《爱弥儿》，提出自然主义教育思想[5]。该书主张实施自然教育，解放儿童的自

然天性，在自然中保持善良纯洁的人性，在生活中成长为一个自由的人。他的《爱弥儿》一书引发了教

育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直至今日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3. 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3.1. 顺应儿童自然天性 

天性是儿童的先天属性，天性指的是自然对儿童发展的规定性，同时也是儿童身体中一种自发的属

性，它的发展遵循着一定的自然法则，因此，也经常表述为儿童的自然天性[6]。卢梭在其书籍《爱弥儿》

中指出“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7]。卢梭认为人性本善，

人的自然天性不是邪恶的，但是人们在社会中所学习到的德行可以使人变坏，因此可以看出在儿童教育

中，卢梭非常重视对儿童自然天性的尊重，儿童的发展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所以我们应该对儿

童有正确的看法，我们要根据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特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教育。按照儿童的身心发

展阶段施以恰当的教育，我国现代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陈鹤琴曾说“儿童不是小大人”[8]，成人的心理

和儿童的心理是有区别的，儿童有其独特的自然天性，我们应该把孩子当作孩子，不能把儿童看作成人

来对待，这是我们在幼儿园教育中应该着重强调去遵循的理念。成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对待儿童，

忽视儿童的自然天性，成人应该正确地去认识儿童并且尊重儿童的自然天性，让儿童的自然天性得到释

放，之后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来开展教育活动。 

3.2. 尊重儿童，把自由还给儿童 

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培育“自然人”，也就是指能够独立自主的人、自由的人和能自食其力

的人。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自由是人的首要自然权利”[9]。他认为，自然主义的教学就是自由

自主的教学，所以他反对法国封建主义的统治者和宗教所实行的破坏儿童自然天性和灭绝心智的教育，

他认为应该把儿童的自由还给儿童，应该完全尊重儿童的自由权，我们要尊重儿童的主体性，让儿童有

一个自由发展的机会，让儿童进入大自然，自由地去探寻大自然的奥秘，自由自在地成长。另外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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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都会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状态，这也说明幼儿教育的特殊性，教师要尊重儿童的人格，给予孩子完全

的、独立的、自由的发展空间，让儿童根据自己的意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把自身的潜质发挥

出来，从小培养幼儿独立自主的优秀品格，在未来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更有助于幼儿的成长和进步，而

不是照搬硬套地按照同一种类型来培养儿童，让儿童失去本该有的活泼与童真，因此要求教师做到不干

涉儿童，让幼儿可以自由自主的选择他们的课程内容，并对他们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表示尊重，充

分享有自由的权利。 

3.3. 与儿童进行平等对话 

卢梭曾说“从我的门下出去，我承认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10]。
卢梭提倡培育的“自然人”是指自然秩序中，所有人一律平等，没有等级之别，然而在封建专制社会，被

培养出来的“公民”具有不同的阶层和不公平性。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亦是如此，教师与儿童都是不同的

独立的个体，师幼互动是不可避免的，师幼互动是影响儿童健康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教师与幼儿的

积极互动能够促进儿童个性的发展，反之教师与幼儿的消极互动则会阻碍幼儿的成长[11]。平等对话是良

好师幼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关系又是师生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要想

在幼儿园内实现师幼平等对话，教师要改变自己原有的意识，要将“以教师为中心”的思想转变过来，

把儿童看做是和自己平等的人，教师要把这种意识贯穿于幼儿园教育实践活动中去，因此在幼儿园教学

活动中，教师要与儿童进行平等的对话，尊重儿童的意愿和想法，不擅自主张替儿童做决定，将决定权

交给儿童自己，不过多地干涉儿童在幼儿园的活动，避免以居高临下的方式来批评和处罚儿童，这会不

利于儿童的发展。 

3.4. 把自然还给儿童 

“回归自然”是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的中心思想，卢梭相信善良的人性只能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中生存，

唯有回到大自然，远离城市的喧嚣，才能维持纯洁善良的人性，人们脱离自然之后，便会进入丧失人自

然天性的野蛮、贪婪、猜疑的社会状态[12]。卢梭还认为每个人都是由自然的教育、事物的教育、人为的

教育三者培养起来的，由于人力不好控制，所以只能让事物的教育和人为教育向自然教育趋于一致才能

实现三者的完美融合[13]。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最终目标是培养“自然人”，因此教育必须要回归大自然，

进入大自然，在大自然的基础上，以直观的方式获取知识和经验，而不是以前那种让儿童通过书本获得

知识和经验的方法，可以让儿童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这样孩子们的独立精神、灵敏性和观察能

力就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毕竟，幼儿园环境是有限的，不及大自然囊括万物，把自然还给儿童，能让儿

童在自然中感受更多，经历更多，丰富儿童的社会经验，并且自然中的事物能够吸引儿童的兴趣，满足

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4. 当前幼儿园游戏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4.1. 忽略儿童游戏的自然天性 

孩子生性爱玩，游戏对儿童的重要性不亚于水和空气。游戏是儿童最基础的活动方式，是儿童最大

的爱好。幼儿园必须要满足儿童爱游戏的天性，保证儿童在幼儿园阶段游戏的基本权利，然而当前幼儿

园忽略了儿童游戏的自然天性，没有认识到游戏对于儿童的重要性，儿童在学习生活中，幼儿园很难保

证儿童每天玩游戏的时间，将儿童本该游戏的时间用于其他教学活动中。虽然现在很多幼儿园教师能够

充分意识到游戏对于儿童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愿意带领儿童开展游戏活动，但是大多数幼儿教师开展游

戏活动只是为了安抚幼儿的情绪，并没有真正理解游戏对于儿童的重要性以及正确的展开方式，加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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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家长盲目追求分数，唯分论在这些家长中泛滥成灾，想让儿童在幼儿园时期就接收小学要学习的内

容，幼儿园为了迎合这些家长，多组织偏教育的活动，出现了幼儿园小学化倾向，该倾向忽视儿童爱玩

天性，缩短儿童游戏时间。所以幼儿园整体的游戏时间比较少，距离幼儿园工作规程中要求的幼儿平均

每天游戏两小时的标准有很大的差距，不利于儿童身心各方面的发展。 
教师 A：“我们自然也知道游戏对于孩子发展的重要性，幼儿园也应该顺应儿童的自然天性以开展游

戏活动为主，但是在现在这个追求分数的大环境下，我们缩短孩子们游戏的时间也属实是无奈之举，如果

我们安排了太多游戏活动，家长可能会认为我们只注重带孩子玩乐，而忽略了知识的学习，家长会对此产

生意见。家长们的意见对于我们幼儿园的发展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会偏向于举办更多与教育相关的活动。” 

4.2. 儿童丧失自主选择游戏的权利 

儿童是游戏的主人，在游戏的过程中，儿童应该是主要角色，将游戏选择权交给儿童，围绕儿童的

意愿和想法开展游戏活动，然而目前我国幼儿园在游戏选择方面忽略了儿童的意见。在提供游戏类型时，

教师选择权要远高于儿童，有不少老师都着重于游戏在儿童教育中影响，特别是智力发展的作用，但是

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游戏的发展价值，所以较多地提供智力游戏、体育游戏等完成一定任务的教学游戏，

而幼儿最喜欢的角色游戏安排得较少，这样即使游戏照常进行，幼儿对游戏活动会没有什么兴趣，游戏

效果自然就差。除了游戏类型，对游戏活动内容以及方式的选择也是由教师来决定的，何时玩游戏，玩

哪个游戏，用什么材料都不是由儿童来决定的，教师为儿童准备的玩具材料等也没有考虑儿童的年龄特

点和自身的兴趣，将儿童积极主动的活动变成了消极被动地适应教师要求的活动，忽略了游戏的价值，

也不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游戏对儿童全面发展的影响。 
教师 B：“在幼儿园里，每个幼儿都是独一无二的，对游戏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如果要想每个都照顾

到，会耽误很多时间，打乱每日的教学进程，我们来替他们选择游戏的类型、内容以及形式会省很多时

间和精力，而且教学任务也会完成得更加顺利。” 

4.3. 游戏过程中教师过多干预 

由于幼儿教育的特殊性，在游戏过程中，教师应该和幼儿进行充分的交流，这样更有利于游戏活动

的开展。如今我们也开始重视在游戏活动中师幼之间的交互作用，教师作为儿童学习的引导者，要让儿

童更好地参与到游戏活动中去，发挥游戏对于儿童最大的价值，然而大多数幼儿园的游戏活动在实际的

操作过程中，出现了教师过多干预的问题，教师们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会存在这样的意识，认为

游戏活动应该由教师来主导，无视儿童游戏的主体地位，教师作为游戏的发起者，对于游戏的决定权要

远高于儿童，却没有以一个引导者的身份来协助儿童完成他们的游戏，而且教师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很少

有机会参与其中，对儿童进行许多直接指导，干预意识过强，以至于她们没有足够的耐心让幼儿在游戏

过程中尝试去探索和发现，无法对儿童的游戏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最后在游戏讲评环节，以既定模式

进行，教师说的话相对多一些，不给或者很少给儿童表达自己游戏体验的机会，失去了内化经验的过程。

这些都无疑会阻碍师幼互动更进一步深入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儿童游戏的参与感。 
教师 C：“游戏活动其实是比较难组织的，尤其是在游戏开展过程中，幼儿由于自身的年龄特点，所

以如果让他们自主参与游戏，在游戏活动过程中会偏离游戏主题，做许多与游戏无关的事，无法顺利完

成我们老师规定的游戏目标，这时我们就会参与其中帮助他们完成，所以可能会出现参与较多，干预过

多的问题。” 

4.4. 儿童游戏的自然环境有限 

要想在幼儿园中展开游戏活动，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场地作为支持，游戏场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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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合理规划游戏场地才能让幼儿更加自如自由地开展游戏活动，这样才可以确保儿童游戏的品质，

才能取得良好的游戏效果，儿童能从游戏中有所收获。然而目前幼儿园游戏所能进行的活动场地非常有

限，游戏场地规划也不合理，所以大多都开展室内游戏，室外游戏场地严重缺失，自然环境游戏场地更

加有限。在室内游戏中，学生数量过多，场地狭小，很难为幼儿创造一个良好的游戏环境。室内游戏也

让幼儿失去了与大自然的联系，让儿童丧失了参与到游戏中去的兴趣，儿童无法从游戏中获得更多的知

识和经验，也扼杀了儿童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加之教师的不合理观念，过分担心幼儿在外玩耍

的安全问题，害怕出事故承担责任，导致幼儿很少有机会在室外游戏。幼儿园游戏场地的封闭性以及使

用的不合理性使幼儿园游戏活动的开展缺乏灵活性，游戏化教学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教师 D：“我们当然也很希望能在很宽阔的地方来组织游戏活动，在室内空间狭小，玩游戏会很拘

谨，四肢伸展不开。但是自然环境的布置也会带来许多不方便，天气干燥会有很多沙土，下雨过后到处

湿漉漉的，会弄脏幼儿的衣物，不仅会给家长带来麻烦，也会给我们教师带来一定的负担。除此之外，

我们还得考虑幼儿外出游戏的安全性，幼儿出了安全事故，我们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这可都是问题啊。” 

5. 卢梭自然教育思想在幼儿园游戏中的应用策略 

5.1. 顺应儿童自然天性，保证儿童游戏权利 

在儿童教育上，卢梭认为想要遵循儿童的自然天性，我们不应该用成人的眼光来看待儿童，要正确看待

儿童，根据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的发展特点施以恰当的教育[14]。儿童天生就喜欢玩，我们要让儿童玩的开心，

保证儿童游戏的权利，然而现在的幼儿园老师们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游戏教学理念，不能充分认识到游戏对于

儿童成长发展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她们对儿童的游戏时间进行大量缩减，偏向于组织教育活动，忽视儿童游

戏的自然天性，对儿童身心各方面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幼儿园教师急需改变自己的教学观念、理解游戏对

于儿童的重要性以及了解如何以正确方式来开展游戏，时刻关注儿童游戏的状态，不必过于担心儿童在游戏

中会受到损伤，有效提高儿童的游戏时间，努力达到游戏活动每日平均两小时的标准，卢梭还以儿童自然教

育的原理为依据，按照儿童不同年龄时期的身心特点把自然教育分为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和青春期。幼

儿园时期的幼儿处于儿童期，又称为“理性睡眠期”，在此期间，我们要对儿童进行体育和感官教育为主[1]，
所以要注重通过游戏的方式对儿童进行体育和感官教育。顺应儿童爱玩的自然天性，保证儿童在幼儿园的游

戏权利，让儿童尽情体验游戏带来的乐趣，健康快乐的成长，提高儿童身体的协调性和灵敏性。 

5.2. 尊重儿童在游戏选择中的主体地位 

在幼儿园游戏活动中，要把自由还给儿童，要尊重儿童对自己游戏的选择，不会受到教师的干预，

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游戏，如果要想让儿童自由地进行游戏，我们首先要将游戏类型选择的权利给予

儿童，儿童想要选择什么游戏，要按照她们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来决定，根据研究，这个时期的儿童比较

喜欢角色游戏，那么幼儿园就要多组织角色游戏，而不是幼儿教师以自己的意志或者她们认为的儿童的

意志来替儿童选择游戏的类型。根据儿童的需要组织的游戏，儿童才会主动参与到游戏中去，才会发挥

出游戏最大的价值。最后我们要将游戏形式的选择权还给儿童，千人千面，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因

此每个人玩游戏的形式也会不一样，有的儿童喜欢一个人玩，有的儿童喜欢一起玩，因此在进行游戏时，

我们要指导儿童自主地探索游戏的玩法，不能粗暴地干预或打扰儿童游戏的进程，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

于儿童，尊重儿童在游戏选择中的自主性。 

5.3. 改变教师角色定位，与儿童平等对话 

师幼互动对于幼儿园教育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但是在实际开展中，师幼互动还表现出许多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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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角色还不够明确，教师既是儿童课程的开发者和建设者，也是儿童学习的引导者和辅助者。从实践

来看，教师要么忽视与幼儿的互动，要么忽视游戏中平等对话的权利，要么忽视与幼儿的情感交流等等。

在游戏活动中，教师与儿童是平等的，因此，幼儿园教师在游戏活动过程中与儿童互动时，要转变自己

的角色位置，和儿童进行一次平等的交谈。而要在游戏活动中与儿童展开平等的沟通，首先，要有足够

的自信去尊重儿童，有足够的耐心去倾听儿童对游戏的想法。孩子们是游戏的主人，可以亲身体验到游

戏带来的快乐，也有表达自己对游戏的想法的权利，而幼儿园教师在聆听儿童的想法时，要一视同仁，

要让每位儿童都有发言的权利。另外，师幼互动是一个过程，要想使师幼互动取得良好的效果，民主的、

宽松的、和谐的游戏氛围是非常有必要的。最后，在游戏讲评环节，要以儿童的游戏感受为主，给儿童

机会讲述自己的游戏体验，加强儿童经验内化过程，保证儿童才是游戏的主人。 

5.4. 为儿童提供更多在自然环境游戏的机会 

游戏能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自然环境中的游戏因其材料易得、情节变化性大、机

动性强等特点一直深受孩子们喜爱[15]。在幼儿园中，教师主要通过游戏的方式对儿童进行教育，相比于

人为游戏环境，自然游戏环境更多的是一种自然性，更适合儿童的天然本性的发展，也更有利于他们的

全面发展。在教育中我们应该让儿童回归大自然，要为儿童提供更多在自然环境游戏的机会，让幼儿亲

自体验操作来获取更多知识和经历，丰富儿童社会活动经验。自然的游戏环境在促进儿童各方面发展中

存在着重要的意义，首先，自然环境囊括万物，能为儿童提供多样的信息，儿童在自然环境中长大，了

解自然、认识自然，这对于儿童想象能力和观察能力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其次，在自然环境中，儿童

可以得到更多的天然游戏材料，儿童可以随意使用这些游戏材料，为儿童提供了独立自主探究的空间，

我们要尽可能地减少人工玩具的投入，让幼儿可以直接操作这些游戏材料，幼儿在操作这些材料时可以

获得更加直观的认识。最后，室外游戏和室内游戏对于儿童的成长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大多

数幼儿园硬件设施严重缺乏，尤其是自然环境游戏场所短缺，不能满足幼儿园游戏活动的展开，并且室

内空间极为狭小，很多类型的游戏不便在室内进行，因此幼儿园要加大硬件设施的投资，为儿童提供在

自然环境游戏的机会，积极改善儿童游戏的环境与条件，使得儿童可以得到更好的游戏体验，取得更佳

的游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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