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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世界各国 的儿童都会花大量的 时 间玩耍 ，
玩耍行为具有跨种族、 跨

文化、 甚至跨物种的普遍性。 大量研究发现 ，
玩耍不仅是一种娱乐行为 ，

而且

对儿童的发展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 本文基于文献总结介绍 ０
￣

３ 岁期 间 最常

见的三种玩耍 ： 身体玩耍、 客体玩耍和社交玩耍 ，
以及这三种玩耍对儿童成长

和发展的益处 。 第
一

， 身体玩耍指儿童通过肢体进行的玩耍。 它 能让儿童全面

感知世界 ， 并且给儿童带来身 心挑战 。 第二 ， 客体玩耍指儿童玩玩具或其他物

体的行为 。 儿童通过客体玩耍锻炼运动技能 （ 尤其是精细动作技能 ） 和知觉
－

行动能力 。 此外 ，
儿童还可以从客体玩耍 中探究世界的不确定性 ，

发现事物的

因果关 系 。 第三 ，
社交玩耍指儿童与他人一起进行的玩耍。 儿童从社交玩耍 中

锻炼社交能力
，
包括理解他人的 思想与行为 ，

以及提升语言交流能力 。 本文详

细 阐述 了 这几种玩耍促进婴幼儿学 习 的具体机制 ， 并向教育工作者和父母提 出

基于科学证据的养育建议 。 最后 ， 本文强调玩耍是一种主动性的 学 习 。 鼓励玩

耍即 引 导儿童成为凭借好奇心去探索和发现的主动学 习 者 ，
这将为他们未来的

学 习 打下 良好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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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言

世界各 国 的婴儿几乎都喜欢玩勺子 。 为什么 婴儿喜欢
一

次又
一

次地把勺子扔在地板

上玩 ？ 这类玩耍 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引 起 了科学家们 的思考 ： 在进化 的历程 中 ， 为什么 玩

耍成为幼儿时期最主要 的活动 ？ 玩耍 的功能是什么 ？ 关于玩耍 的研宄有着悠久 的历史 ，

从柏拉 图到康德 ， 从福禄 贝 尔 到皮亚杰 ， 哲学家 、 历史学家 、 生物学家 、 心理学家和教

育家都研究过这种无处不在 的玩耍行为 ， 想 了解玩耍的动机 。

近年来 ， 关于玩耍的研究又迎来
一

波热潮 。 科学家们发现 ， 玩耍行为并不是偶然和随

意 的 ， 它在儿童认知发展过程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 儿童通过玩耍探索和 了解世界 。 例如 ，

婴儿玩勺子是在探索因果原理 ： 手放开 （原 因 ） 时 ， 勺子会落下 （结果 ） 。

［

１
］

因果关系 的学

习对科学推理能力 的养成至关重要 。 婴幼儿时期最常见 的亲子语言和互动玩耍 （ 比如父母

一

边和婴幼儿说话
一

边逗他们 ） 能够提高儿童语言能力 ， 尤其是语义多样性 ， 即儿童的表

达具有更丰富 的意义类别 。

ｒａ
研宄人员发现 ， 玩数字棋盘游戏 （ 比如带数字的飞行棋 ） 能

够帮助儿童在数学学习上取得进步 ， 包括数值大小 比较 （例如 ， ３ 和 ５ 哪个更大 ） 、 数轴估

计 （ 例如 ， 在
一

条从数字 ０ 到 ２０ 的线段上标注数字 ６ 的位置
）
和数学运算 。

［
３

］  ［
４

］ 此外 ， 红

绿灯游戏 （类似中 国 的木头人游戏 ） 可提高儿童 的 自 我调节能力 。

［
５

］

自 我调节能力是儿童

早期学习成绩的
一

个关键预测因素 ， 自我调节能力越强的儿童 ， 早期学习成绩越好 。

本文 回 顾 了 在玩耍 中 学 习 的科学证据 。 我们重点 聚焦在 ０
？

３ 岁 儿童 的玩耍行为 ，

并解释这些看似 只 是娱乐 的行为如何为儿童 的学 习 带来益处 ， 以及为未来学 习 打下坚

实 的基础 。 基于科学证据 ， 我们 向 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提 出 能够促进儿童在
“

玩耍 中 学

习

”

（
Ｐ ｌ ａｙｆｕ ｌＬ ｅ ａｒｎ ｉｎｇ ） 的

一些建议 。

二
、 玩耍 中 学 习

（

一

） 身体玩耍

幼儿在沙发上蹦跳是很常见 的玩耍场景 。 他们从沙发跳到地毯上 ， 接着又爬上沙发 ，

乐此不疲地循环往复 。 实际上 ， 这不仅是身体玩耍 的表现 ， 幼儿也在学 习 练 习 运动

技能和学 习 物理知识 。 身体玩耍促进运动技能 的掌握
［
６

］

， 这点很容 易理解 。 那他们是如

何体验与获取物理知识 的呢 ？ 例如 ，

“

作用 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 、 方 向相反
”

这
一

物理

常识 。 实际上 ， 孩子在沙发上反复蹦跳就是在真实地体验这个物理规律 。 仅仅是简单 的

跳跃 ， 幼儿便可从 中学 习 如何控制跳跃 的方 向和调整力量 的强度 。 而在从沙发跳 向远处

的过程 中 ， 幼儿还可 以学 习 如何评估下落 的高度 ， 并决定合适 的落地位置 。 这
一

过程有

助于培养幼儿 的空 间感知 能力 。

［

７
］ 总体来说 ， 婴幼儿很早就开始进行身体玩耍——从试

图抬头 ， 到爬行 、 行走 、 跑步 、 跳跃 、 攀爬 ， 甚至跳舞 ， 这些活动并不是没有意义 的 。

相反 ， 它们为婴幼儿创造了 发现身体与物理世界的运作方式 的重要机会 。

［
８

］

１ ０



１ ． 身体玩耍的学 习机制

（ １ ） 动作技能 的学 习 ： 机会与挑战

幼儿在身体玩耍 的过程 中可 以锻炼运动技能 ， 发展 出 更复杂 的动作 。

［
９

］ ［

１ °
］

对幼儿而

言 ， 重复简单 的动作是其身体玩耍 的特征 。 简单 的动作 易于重复 。

［

１ １
］

而身体玩耍的
一

大

益处在于 ， 比起课程教学 ， 玩耍能让婴幼儿更主动地发起肢体动作 ， 进而提高动作技能 。

在课程教学 中 ， 婴幼儿往往只 是接收到指令 ， 被动地模仿或练 习某些动作 。 但身体玩耍

能让婴幼儿体验到身体活动 的 乐趣 ， 因而更主动地在玩耍 中重复某些动作或运动 ， 进而

形成健康的身体锻炼习惯 。

［
１ ２

］

随着年龄 的增长 ， 幼儿开始对更复杂 的身体活动着迷 ， 比如奔跑着下坡 。 幼儿在下

坡的过程 中与所处 的地理结构建立联系 。 他在坡地上奔跑 ， 体验重力 ， 感受风的作用力 ，

感受大 自 然 的气息 ， 所有 的身体感受和运动体验将嵌入他独特的记忆 中 。 然而 ， 当看到

３ 岁 幼儿高速冲下坡时 ， 成人可能会认为这不合适 ， 因为存在危险 。 的确 ， 快速冲下坡

是幼儿 冒 险性身体玩耍 的表现形式之
一

， 大多数父母不接受 冒 险性身体玩耍 。 但有研究

者表示 ， 幼儿往往容 易被具有挑战性或风险性 的玩耍吸 引 。

［
１ ３

］ ［

１ ４
］ 事实上 ， 在 冒 险性身体

玩耍 中 ， 幼儿通过循序渐进地尝试 ， 能够 了解 自 己 的运动极限和优势 ， 并在克服挑战 的

过程 中提升身体技能 。

［
１ ５

］ 此外 ， 这
一

过程通常会产生元学 习 能力 ， 使幼儿在面对挑战时

充满信 心 ， 发展适应能力 。 有研宄发现 ， 参加 ３ 个月 冒 险性身体玩耍干预项 目 （ 例如 冒

险性跳跃 、 翻滚玩耍 ） 的幼儿 比对照组 （进行
一

般性身体玩耍 ） 的 同龄幼儿更能发现环

境 中 的变化和评估潜在 的风险 。

［
１ ６

］

（ ２ ） 对物理世界的进
一

步探知 ：

“

我
”

在哪里 、 在做什么 、 要去哪里

以婴儿 的爬行为例 ， 它不仅仅是简单 的身体移动 。 通过这
一

动作 ， 关于周 围世界 的

信息将进入婴儿 的大脑 ， 带来感觉和知觉 。 例如 ，

一

开始婴儿 的肢体接触坚硬 的木质地

板 ， 当他转而爬到地毯上时 ， 便会感受到温度和柔软度 的变化 。 这些不 同 的感觉构建起

婴儿对周 围物理世界的基本认识 。

［
１ ７

］

不仅如此 ， 婴儿 的大脑还会在身体移动过程 中进
一

步加工感觉信息 。 例如 ， 随着爬行 ， 不 同距离和角度 的光线进入婴儿的视线 。 这些视觉

信号被加工成知觉 ， 比如婴儿会产生
“

离椅子越近 ， 椅子看起来越大
”

的知觉 。 值得注

意 的是 ， 如果婴儿不爬行 ， 那么他无法体验这
一

变化 ， 也无法产生相应 的感知 。 换句话

说 ， 缺少身体玩耍 比如爬行 ， 就失去 了加工关于他
“

在哪里 、 在做什么 、 要去哪里
”

的信息 的大量机会 。 此外 ， 身体玩耍也可 以为婴儿获取物理环境 中具有
“

因果结构
”

的

知识提供新机会 。

［
１ ８

］

对婴儿而言 ， 利用 身体进行探索性活动具有 良好 的功能性 。

［

１ ９
］

例

如 ， 当婴儿踢腿玩耍时 ， 他发现踢腿 的动作带来 了 身体 的移动 ， 便会增加踢腿 的速度 ，

使身体更快速地移动 。 实 际上 ， 婴儿正在体验和学 习 身体动作与移动模式之 间 的物理规

律 ［

２ °
］

， 这能帮助婴儿建立身体与运动 的紧密关联 。 随着婴儿感知与动作系统 的成熟 ， 环

境提供 了 更多探索 的可能性 ， 身体作为探索环境 的有效媒介 ， 更益于婴儿获取有价值 的

信息 ， 在环境 中进行新 的探索 。 以在沙发上蹦跳为例 ， 幼儿采取不 同 的跳跃方式后便学

１ １



习 到 ， 越用力往下跳反弹得越高 。 不难发现 ， 身体玩耍能帮助婴幼儿主动验证物理直觉

并学 习物理规律 。 此外 ， 与身体运动经验较少 的婴儿相 比 ， 拥有超过 ６ 周 身体运动经验

的婴儿在特定空 间 中寻找隐藏玩具 的能力更高 。

［

２ １
］

研究还表 明 ， 拥有至少 ２ 周爬行经验

的 ９ 个月 大 的婴儿与暂无爬行经验 的 同龄婴儿相 比对空 间关系 的心理表征能力更好 。

［

２ ２
］

事实上 ， 良好的空 间表征能力能奠定儿童数量学 习 的基础
［

２ ３
］

， 这与学业成就息息相关 。

总体而言 ， 幼儿进行身体玩耍 ， 实现 了 身体和物理世界之 间 的实时互动
［
２４

］

， 这
一

互

动过程对于儿童早期认知发展和学 习很重要 。 在身体玩耍 中 ， 儿童不仅可 以被动地感知

信 息 ， 也能够主动对环境采取行动 ， 收集关于身体和环境 的信息 ， 并验证 自 己 的想法 。

通过感知 、 行动 、 探索 、 信息收集等
一

系列过程 ， 幼儿对世界 的 了解会越来越多 。

［
２ ５

］

（ ３ ） 在活力 、 成功与 自 信 的 自我体验 中学 习

研宄者发现 ， 幼儿在蹦床上跳可 以提高心率并带来积极 的情绪体验 。

［
２ ６

］ 这种积极 的

情绪体验与信心能促进幼儿持续参与到身体活动 中 ， 使运动技能得 以增强 。

［
２ ７

］ 也有研究

发现 ， 如果幼儿 的身体技能水平较低 ， 可能会阻碍其身体玩耍 的参与度 。

［

２ ８
］

因此 ， 信心

与成功 的体验能促进幼儿参与到身体玩耍 中 ， 并锻炼与提高运动能力 。 此外 ， 幼儿 的
一

些 冒 险性身体玩耍 （例如 ， 爬树 、 急速骑车 、 在岩石间跳跃等 ） 在带来兴奋体验和 肾上腺

素水平增高
［
２ ９

］ ［

３ °
］

等积极生理体验 的 同时 ， 还能帮助幼儿克服挑战 ， 掌握新技能 。 还有研

宄发现 ， 由儿童主导 的 冒 险性玩耍通过激发快乐 、 成功和高 自 尊等感受 ， 促进幼儿应对

不确定性 ， 学 习有效的 问题解决方式 。

［
３ １

］ 这些都反映 出身体玩耍促进学 习 的潜在机制 。

［
３ ２

］

２ ． 给家长和教育者的建议 对玩耍环境 的选择

（ １ ） 走 向室外

户 外 的 自 然空 间或专为儿童设计 的游乐场能激发儿童 的探索和运动 。 首先 ， 户 外环

境为幼儿提供 了优质且宽 敞 的身体活动空 间及融入大 自 然 的机会 （玩沙和水 、 在操场奔

跑 、 攀岩等 ） 。 其次 ， 户 外环境是开放空 间 ， 出 现其他儿童 的概率较大 ， 能够有效促进

同伴互动 。

［

３ ３
］ 此外 ， 户 外环境 中 的 多样化 、 动态性和灵活性等特征为 冒 险性身体玩耍提

供 了 良好 的契机 ， 促进幼儿独立性和 自 主性 的发展 。

［

３ ４
］ ［

３ ５
］

有研宄表 明 ， 在户 外 ， 幼儿

受到 的 限制少 ， 玩耍 的机会和可能性 比室 内 大 。

［

３ ６
］

相 比于室 内环境 ， 户 外空 间让幼儿更

加 自 发和积极地参与到身体玩耍 中 。

［
３ ７

］

户 外玩耍更能帮助幼儿巩固和掌握基本运动技能

［
３ ８

］ ［

３ ９
］

， 比如奔跑 。 这
一

优势是室 内 环境无法替代 的 ， 因为室 内 环境相对狭小 ， 存在许多

限制 。

（ ２ ） 挑战与安全并存 ： 挑战 古 受伤

跌落是幼儿受伤住院 的主要原 因 ， 其 中最常见 的是从家具上跌落或者更严重 的事故

（包括从阳 台和楼梯跌落 ）

［
４ °

］

， 但是这种伤害不
一

定来 自玩耍 。 调查发现 ， 幼儿在玩耍中

受伤 的概率较低 。

［

４ １
］

相 比之下 ， 幼儿玩耍时反而会预防严重伤害 的 出现 ， 并能认识到受

伤与粗心或错误 的行为有关 。

［
４ ２

］

我们理解养育者对儿童安全 的担忧 ， 对儿童安全 的担忧 的确是影响幼儿户 外玩耍 的

１ ２



最大限制 因素之
一

。

［
４ ３

］

但是 ， 过度强调安全也意味着会让儿童失去面对挑战 的机会 。 如

上所述 ， 游戏 中 的挑战能为儿童 的学 习 和个性发展带来许多不可替代 的好处 。 所 以 ， 家

长和教育者不仅要考虑安全 ， 还要考虑挑战游戏 的好处 ， 不能 因噎废食 ， 阻止儿童进行

所有 的挑战性活动 。 因此 ， 对安全性与挑战性 的选择需仔细衡量 ， 在确保儿童不会遭遇

危险时 ， 尽量为儿童提供具备 冒 险性和挑战性的玩耍空 间 。

［

４ ４
］ ［
４ ５

］

（ 二 ） 客体玩耍

玩耍在婴儿 ４
？

６ 个 月 时 已经 出 现 ， 他们 能够用手握紧玩具铃铛 ， 伸手去拿玩具 ，

甚至可 以将玩具从
一

只 手换到另
一

只 手 中 。

［
４ ６

］

婴儿这种玩玩具或其他物体 的行为 ， 就是

早期 的客体玩耍 。

客体玩耍包括功能性和象征性地使用玩具 。

［

４ ７
］

功能性主要指对玩具 的物理操作 ， 例

如 ， １ 岁 内 的婴儿会抓握 、 舔 、 戳或摇晃玩具 ， 把玩具堆叠或连接起来进行探索 。 象征

性体现在婴儿玩玩具 时加入 了 象征意义 。 例如 ， １ 岁 半左右 的幼儿会将玩具 当 作手机 ，

假装给爸爸妈妈打 电话 。

［

４ ８
］

客体玩耍在婴儿 的 日 常生活 中 十分常见 。 有研宄发现 ， 爬行期和学步期 的婴儿有

６ ０％ 的时 间都在与空 间 中 的物 品互动 。

［
４ ９

］

这种玩耍行为看似简单 ， 却对婴幼儿 的发展具

有重要 的意义 ， 尤其体现在婴幼儿能够从 中学 习 。

［

５ °
］

１ ． 客体玩耍的学 习机制

本文主要以婴儿反复扔勺子玩耍为例 ， 论述 ０
？

３ 岁婴幼儿在客体玩耍中 的学习机制 。

（ １ ） 与物体互动促进动作技能学习

与物体互动 能促进婴儿 的 动 作技能 日 益精细 、 灵 活和 自 主 。

［
５ １

］

例 如 ， 婴 儿最开

始使用 勺子时总是抓不住 ， 这与其精细动作发育不足有关 。 而在反复扔勺子玩 的过程

中 ， 婴儿 的抓握动作得 以锻炼 ， 手部动作越来越精细和灵活 ， 他们便能越来越 自 如地

抓取和扔掉勺子 。 这为他们通过扔勺子玩探索更复杂 的知识 （ 因 果关系 ） 奠定 了基础 。

有研究者将 ３ ６ 名 ３ 个 月 大 的婴儿分为两组进行为期两周 的动作训 练 。

一

半 的婴儿戴

上
“

粘扣手套
”

， 并配备 同样贴有粘扣 的玩具 ， 婴儿能主动抓取玩具并练 习 这
一

动作 ，

而另
一

半婴儿则观察研宄人 员 用 玩具接触 自 己 的手 。 所有婴儿在 １ ５ 个 月 大 时接受 了

动作评估 ， 结 果表 明 ， 那 些拥有抓取 训 练经验 的 婴儿表现 出 更好 的 动作技 能和 专注

能力 。

［

５ ２
］

（ ２ ） 探索活动促进认知发展及执行行动

用手探索物体促进婴儿感知发展和对物体物理属性 的学 习 ， 包括对物体 的空 间三维

特性的理解 。

［
５ ３

］

婴儿通过抓握勺子了解其材质和形状 ， 例如 ， 勺子摸起来是软 的 （硅胶 ）

还是硬 的 （金属 ） ， 勺子头是 圆形的 ， 而勺柄是长 的 。 通过观察勺子掉落在地板上 ， 婴儿

能认识到地板是
一

个平面 ， 而勺子与地板 间是有
一

定高度 的 。 也有研宄发现 ， 婴儿在反

复探索物体时 ， 能进
一

步对物体不 明 显 的物理属性进行归纳推理 。 Ｂ ａ ｌｄｗ ｉｎ 等给 ９
？

１ ６

个月 大 的婴儿几个玩具喇 叭供其探索玩耍 ，

一

段时 间后取走喇 叭 ， 并给婴儿呈现颜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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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不相 同但形状
一

致 的玩具喇叭 ， 婴儿拿到后立即按下喇叭尾部 的气囊 ， 想让喇叭发

出声响 。

［
５ ４

］ 这说 明在先前 的探索经验 中 ， 婴儿 已经归纳 出 喇叭不 明 显 的物理属性——发

出 声音 ， 并将归纳推理迁移到随后的玩耍 中 。

知觉
一 行动探索和运动技能是发现和执行行动 的基础 。

［

５ ５
］

婴儿 需要学 习 很多 东西 ，

其 中包括使用 日 常用 品这类对成人来说驾轻就熟 的小事 ， 但是对婴幼儿来说 ， 日 常用 品

的使用方法并不 明 确 。 当物体功能 的可视性不 明 显 时 ， 婴儿需要通过探索活动 ， 例如 ，

转动盖子 、 打开锁扣等来发现其功能 。 对 １ １
？

３ ７ 个月 儿童 的研宄表 明 ， 稍大
一些 的婴

儿能推理出 打开物 品 的设计动作 ， 但仍需数月 时 间反复探索物体才能最终成功 。

［
５ ６

］ 这说

明儿童可能知道该做什么动作 ， 但仅
“

知道
”

不能保证成功 ， 反复探索练 习 能帮助儿童

获得执行
一

系列动作 的生物力学技能 。

［
５ ７

］

（ ３ ） 借助玩耍物体探究不确定性 ， 学 习 因果关系

儿童能通过玩耍 了解物体 的特征或其 中包含 的规律 。

［
５ ８

］

因为玩耍情境通常存在许多

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 这促使幼儿进行更多 的探索 。

［

５ ９
］ ［
６ °

］ ［

６ １
］ ［

６ ２
］

例如 ， 研究发现 ， 如果先

给幼儿展示
一

些珠子 ， 其 中
一

些能 点亮
一

个玩具盒子 ， 另 外
一

些不能 。 之后再给幼儿
一

串 组合在
一

起 的珠子 ， 他们会拆开珠子逐个试验 ， 主动探索其 中 的不确定性 ， 即这 串珠

子里哪些可 以 点亮盒子 ， 哪些不可 以 。

［
６ ３

］ 此外 ， 婴儿也喜欢探索新奇 的物体 。

［
６ ４

］ ［

６ ５
］

例

如 ， 当
一

个正常下落 的实心球突然悬浮在半空 中而不是落在地板上时 ， 婴儿会感到非常

惊奇 。 他们会长时 间注视这个球 ， 也会扭动身体想触摸和探索小球 。 当研宄者把球拿给

婴儿玩时 ， 他们会尝试把球从高处往下丢 ， 进
一

步验证事件背后 的不确定性和原 因 。

［
６ ６

］

对婴幼儿而言 ， 玩耍情境天然带有 的 自 由 、 随机和不确定 的成分将进
一

步鼓励他们与物

体互动 ， 锻炼 自 我探索 的能力 ， 而这可能是影响玩耍 中学习 的重要 因素之
一

。

２ ． 给教育者和养育者 的建议

（ １ ） 为儿童选择低结构化的松散材料

松散材料指具有不 同使用方法和操作方法 的材料 。

［

６ ７
］

例如 ， 积木 、 沙子和 贝 壳等 ，

它们具有开放式和可移动 的特性 。

［
６ ８

］

跟松散材料相反的是高度结构化 的玩具 ， 比如会发

出 声音和光亮 的音乐盒或者会发声 、 变形 的汽车等 。 相对于高度结构化玩具在功能上 的

相对单
一

性 （ 如儿童玩音乐盒通常只 是为 了感受声光刺激 ） ， 松散材料并不给玩耍做
“

预

设
”

。 在
一

项研宄 中 ， Ｂ ｉ

ｊ
ｖｏ ｅ ｔｖａｎｄｅｎＢ ｅｒｇ 和 Ｈｏ ｉ ｃｋａ 发现 ， ２ 岁 的幼儿就可 以进行发散

性思考
［
６ ９

］

， 由 于松散材料 的
“

无预设
”

性 ， 儿童通过对材料进行方方面面 的探索 ， 可 以

锻炼和提高发散思维和想象力 。 例如 ， 儿童喜欢在沙滩上搭建城堡 。 搭建城堡之前 ， 儿

童需要动用创造力在流动 的沙子 中掺入适量 的水 ， 使其适于建造 。 建城堡时 ， 儿童需 自

己想象城堡 的造型 ； 建好之后 ， 儿童往往会基于城堡和 同伴进行假想游戏 ， 想象 自 己是

公主或骑士等 。

需要指 出 的是 ， 松散材料有 引 发婴幼儿呛噎窒 息 的风险 ， 因此 ， 在为儿童提供松散

材料时 ， 要注意安全 问题 ： ①在游戏活动 中 ， 教育者或家长要在旁陪伴 。 条件允许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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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可 以积极参与孩子 的游戏活动 ， 和孩子
一

起创造和想象 。 因为 以往研究指 出 ， 创造

力可 以通过训练得 以发展 。

［
７ °

］

作为孩子 的首要模仿对象 ， 家长 的创造力水平可 以影响孩

子 的创造力发展 。

［

７ １
］ ［
７２

］ ②材料大小 与尺寸要适宜 。 《美 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 》
一

书 中不

建议为婴儿选择直径小于 ４ 厘米 的摇铃等玩具
［

７ ３
］

， 教育者和家长可 以参考这个尺寸来选

择松散材料 。 ③要时常检查材料 ， 避免材料松动 、 脱落而 引 发危险 。

（ ２ ） 干预之前要三思

给儿童提供合适 的玩具 固然重要 ， 但更重要 的是给儿童探索 的机会 。 所 以 ， 成人看

到儿童在扔勺子甚至拆玩具时 ， 不要马上干预和 阻止 。 因为尽管这个世界对成人来说 已

经司 空见惯 ， 但是对儿童来说依然是 陌生和新奇 的 ， 儿童对世界充满好奇 。 他们 需要在

探索 的过程 中逐渐加深对世界 的认识和学 习 ， 比如前文提到 ， 扔勺子 的时候儿童既锻炼

了 精细动作 ， 也锻炼 了对 因果 的理解 。 合适 的做法是先观察儿童 的行为 ， 试着解读他们

行为背后 的动机 ， 让他们探索而不是直接告知答案 。

一

项针对学龄前儿童 的研宄发现 ，

在直接教学情况下 ， 儿童倾 向于关注教学者所教 的 内 容而被限制 了 自 由探索和学 习 。 研

宄 中 ，

一

位老师 向儿童演示玩具 的玩法 ， 然后把这个玩具给儿童 自 己玩 。 儿童只探索成

人展示 的玩法 ， 而且很快失去 了对这个玩具 的兴趣 。 其实 ， 这个玩具有 四种玩法和功能 。

另 外
一

组儿童没有观看老师 的演示 ， 他们主动花 了 更长 的时 间玩这个玩具 ， 也发现 了这

个玩具 的更多玩法和功能 。

［
７ ４

］

（三 ） 社交玩耍

读者对儿童 的社交玩耍应该都不陌生 ， 但可能没有意识到社交玩耍活动可 以为孩子

提供丰富 的学 习 和发展机会 。

情景
一

： 乐乐和果果正在玩
“

过家家
”

游戏 。 果果 ：

“

我生病 了 ， 我要吃药 。

”

乐乐

拿起
一

个玩具假装听诊器 ， 说 ：

“

我来看看 。

”

首先 ， 儿童通过社交玩耍可 以锻炼和提高 自 己 的心理理论 （
Ｔｈ ｅｏ ｒｙｏ ｆＭ ｉｎｄ

）
。

［
７ ５

］ ［
７ ６

］

心理理论指个体理解和想象他人想法 的 能力 ［
７ ７

］

，
对于社交尤其重要 。 在情景

一

中 ， 儿童

知道医生在开药方之前要先检查病人 的身体 ， 这说 明他 已经学会预测和解读别人 的思想

和行为 。 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 ， 儿童很难进行上述 的
“

过家家
”

玩耍行为 。 事实上 ， 研

宄表 明 ， 孤独症儿童很难进行这种
“

过家家
”

的玩耍行为 ， 因为他们很难理解他人 的思

想和行为 。

［
７ ８

］

情景二 ： 西西拿起
一

根香蕉放到耳朵旁边说 ：

“

叮铃铃 ！
”

她邀请爸爸也拿起香蕉当

电话和她说话 。 爸爸拿起
“

电话
”

：

“

您好 ， 请 问你是谁呀 ？

”

其次 ， 社交玩耍 中 的假装游戏活动可 以给儿童提供想象力和创造力 的
“

教练场
”

。 创

造力 的其 中
一

个黄金准则是新颖性 。 若要产生新颖 的想法 ， 个体需跳 出 既有物理及社会

情境框架 ， 打破常规思维进行思考 。 在情景二 中 ， 儿童把香蕉 当作 电话就是打破常规思

维 的体现 。 因为香蕉是
一

种食物 ， 而 电话是通信工具 ， 分属两个语义类别 。 将香蕉 当作

电话 ， 这种看起来是 由两者类似 的外形所 引 发 的 自 然做法 ， 对儿童 的要求并不低 ：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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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抑制 自 己将香蕉看作食物 的倾 向 ， 发现香蕉和 电话 的形状相似 ， 然后赋予香蕉新

的意义 。 从这样 的分析 中我们不难看 出 ， 类似 的假想游戏可 以促使孩子产生新颖 的想法 ，

从而提高 自 身 的创造力 。 的确 ， 研究表 明 ， 每天与 同伴进行半小时假装游戏 ， 可 以有效

提高儿童在想象力任务 中 的得分 。

［
７ ９

］

情景三 ： 孩子拿起
一

只毛绒兔子给妈妈 ， 妈妈接过后说 ：

“

这是个兔子 ！ 你喜欢吗 ？

兔子会蹦蹦跳跳地走路 。

”

然后妈妈拿着毛绒兔子 ， 让其在地板上跳跃 。 孩子的 目 光转 向

妈妈手里的
“

会走路
”

的玩具 ， 然后笑 了起来 。

最后 ， 社交玩耍 因其与父母互动性高 的本质 ， 对儿童发展 出 安全型依恋人格有极大

的帮助
［
８ ｅ

］

， 这是情绪及人格稳定发展 的基石 。 Ｒ ｉ ｃｋ ｓ 发现 ， 婴儿在 ３ 个月 和 ６ 个月 大时 ，

母亲在游戏 中对孩子反应 比较敏感 ， 互动 中积极情绪多 ， 孩子被归类为安全依恋 的可能

性更高 。

［

８ １
］ 在访谈 中 ， 具备安全型依恋人格孩子 的母亲也报告 自 己会更多地参与孩子 的

游戏 ， 喜欢与孩子积极互动 的游戏 ； 相 比之下 ， 具备焦虑型依恋人格孩子 的母亲则更多

的是被动参与孩子 的游戏 。

［
８ ２

］ 接下来 ， 本文具体介绍儿童在社交玩耍 中 的学 习及其学 习

机制 。

１ ． 社交玩耍的学 习机制

（ １ ） 共 同注意

在上面情景三中 ， 儿童和家长
一

起看着那 只
“

会走路
”

的玩具 ， 就是共同注意 。 这是

学习 、 语言和复杂社交能力的基础 。

［

８ ３
］ ［

８４
］

例如 ， 早期语言学 习通常在玩耍这样的非结构化

情景 中发生 。 在这些场景中 ， 父母通常会提到
一

个新的对象 ， 比如兔子 。 那么 ， 婴儿如何

知道父母所说的
“

兔子
”

指 的是无数潜在对象 中 的哪
一

个 ？ 为识别所指对象 ， 婴儿需要基

于共同注意做出反应 ， 并关注父母的注视方向 ， 以此来增加注意正确对象的可能性 。

［

８ ５
］ 婴

儿 ２０ 个月 时如果能在玩耍伙伴 （ 比如父母 ） 和活跃玩具 （ 比如毛绒兔子 ） 之间切换 ， 并

且能和成人注意 同
一

个物体 ， 他们在 ４４ 个月 时会发展出 比较强的心理理论能力 。

［

８ ６
］

（ ２ ） 社会互动

当幼儿参与社交玩耍 的 时候 ， 必定至少和
一

个人发生互动 。 首先 ， 婴幼儿能够在与

人互动 中 ， 通过观察他人 的行为并思考这些行为 的 目 的和结果来学 习 。 研宄发现 ， 婴儿

能够 区分人类和无生命物体 ， 并能模仿人类 的 目 标和意 图 。

［

８ ７
］

婴儿还能通过模仿 同龄人

学 习他们 的新动作 ， 学 习 效果可 以保留到两天后 ， 甚至迁移到不 同 的场景 中 。

［

８ ８
］

幼儿能

够通过模仿游戏保持与他人互动
［
８ ９

］

， 并培养与 同伴 的社会连接 。

［
９ °

］

其次 ， 社交互动是语言学 习 的重要途径 。 当儿童 以玩耍 的方式与他人互动时 ， 语言

会蓬勃发展 。

［
９ １

］ ［
９ ２

］

例如 ， 当婴儿拿起毛绒兔子玩耍时 ， 母亲可能会对婴儿说
“

看 ， 这是

兔子
”

， 婴儿便得到 了
“

兔子
”

这个词语的输入机会 。 当母亲越多地 引 导或跟随婴儿对环

境中物体的注意时 ， 就越有助于建立母子 （ 女 ） 间 的共同关注 、 共 同行动 ， 以及共同参照 。

研究发现 ， 婴儿 ９ 个月 时 ， 母亲语言的数量和多样性可以显著地预测婴儿以后的词汇量 。

［

９３
］

虽

然婴儿也可 以在没有社交互动 的情况下从 ２ 分钟 的孤立音节 的录音 中学习
［
９ ４

］

， 但是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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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伙伴 的互动才是最好的语言学 习方式 。

［
９ ５

］

研宄发现 ， 当 ９ 个月 大 以英语为母语的婴儿

分别通过与成人 的现场互动 、 电视或纯音频三种方式学 习 非母语 （普通话 ） 时 ， 只 有与

成人 的现场互动这种方式能帮助婴儿学 习语音 ， 纯音频和看 电视这种被动输入方式没有

作用 。

［
９ ６

］

如果婴儿与成人互动时听到语音 ， 会专注地听成人 的语言 。 因为成人 的社会交

流意 图突 出语言 内 容 ， 并且婴儿会因为有人在场而增加社交唤起 。

［

９ ７
］ 语言和社交唤醒度

这两个社会 因 素都会促进语言学 习 。 但是 ， 看 电视或纯音频这两种被动输入方式不具

备 以上优势 。

［
９ ８

］

２ ． 家长和教育者行动指南 ： 陪伴和支持 ， 但不主导孩子 的玩耍活动

当婴儿与父母 （或其它 比婴儿更有经验的人 ）

一

起玩耍时 ， 其玩耍质量会提高到婴儿

独 自玩耍时无法达到 的程度 ， 这是父母对婴儿的行为做出及时反应的结果 。

［

９ ９
］

为让玩耍中

的互动促进婴幼儿学得更好 ， 本文给出三点建议 ： 第
一

， 在陪伴儿童玩耍的过程中 ， 成人

可 以和儿童多交谈 ， 交谈过程 中 的语言输出对儿童 的语言学 习 具有极大的好处 。

［
１ °°

］

并不

是能说话的儿童才能理解语言 ， 理解语言 的能力 比表达语言 的能力发展得更早 。 即使还不

会说话的婴儿也在加工成人的语言输出 。 第二 ， 与婴儿交谈和互动时可 以适当夸大 自 己 的

动作 ， 来展示对儿童的热情 。 父母在与婴儿玩耍时倾 向于夸大他们 的行为 ， 这具有 明显 的

教学益处 。 因为婴儿喜欢夸张 的肢体行动 ， 这能保持婴儿对 自 己 的注意力 。

［
ｉ ｅ ｉ

］ ［

ｉ ｅ２
］

第三 ，

成人跟随且支持儿童的行为并及时做 出 回应 ， 但是不要主导儿童玩耍的过程 。 支持性互动

意味着谈论婴儿当前关注的对象 ， 而不是成人强行让婴儿关注
一

个新的对象 。 虽然支持性

互动促进了婴儿的游戏 ， 但是侵入行为会抑制婴儿 的游戏 。

［

１ ° ３
］ —

项关于 同伴合作解决 问

题的研宄发现 ， 在 以儿童为主导 的游戏环境中而非在更有条理的成人驱动环境 中 ， 学龄前

儿童能够建立更复杂 的结构并参与更积极的交流 （例如建议 、 叙述和协商 ） 。

［

１ °４
］

值得注意 的是 ， 家长仅仅与儿童待在
一

起并不代表陪伴 ， 因为陪伴 的核心要素是和

儿童有共 同注意而且有互动 ， 这也是与他人玩耍能带来诸多益处 的核心 。 科技时代给人

们带来
一

些干扰 ，

一

个常见 的养育场景是家长虽然与儿童待在
一

起 ， 却在玩手机 。 这样

的陪伴会损害亲子关系 ， 同时儿童可能为 了 获得父母 的关注而做 出
一

些危险 的行为 。

［
Ｈ ） ５

］

［
１ ° ６

］ 在 自 己无法全身心陪伴儿童时 ， 让儿童和 同伴互动也是非常 明 智 的方式 ， 因为儿童能

从和成人的互动 中学习 ， 也能从和 同伴的互动 中学 习 。

［

１ ° ７
］

三
、 结语 ： 终身受用 的主动学 习

本文 回顾 了来 自 发展科学 的研宄 ， 阐述 了０
？

３ 岁 婴幼儿 的玩耍行为
——

身体玩耍 、

客体玩耍 、 社交玩耍
——

对婴幼儿认知 的发展与学 习 至关重要 。 根据这些科学证据 ， 我

们进
一

步提 出促进婴幼儿玩耍 中学 习 的具体建议 。

然而 ， 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可能仍然抱有疑 问 ， 玩耍对儿童未来 的学 习是否有切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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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 ？ 我们知道 ， 学 习 知识和技能可 以让儿童为未来更深入 的学 习 做准备 ， 但儿童玩耍

也是这样吗 ？ 答案是肯定 的 ， 因为通过玩耍可 以把儿童塑造成
一

个积极主动 的学 习 者 。

一

个渴望接触新事物 、 接受挑战 、 勇 于探索 的人 ， 不会被动地依赖他人直接提供 的知识

和信息 ， 而会 自 己钻研 ， 让知识真正成为 自 己 的工具和财富 。 主动学 习 让每
一

个人都受

益 ， 它 既适用 于
一

个在二年级学 习 数学 的儿童 ， 也适用 于需要设计
一

个新 的 Ａ Ｉ 模型 的

２４ 岁 ＩＴ 行业工作者 。

一

个人幼儿时期 的玩耍对塑造其成为终身 的积极学 习 者至关重要 。

在这
一

节 中 ， 我们深入解释什么 是主动学 习 ， 以及为什么 儿童早期 的玩耍会培养主动学

习方式 。

（

一

） 主动与建设性学 习

主动学 习 指学 习 者通过提 问 、 思考和行动 ， 更积极 、 专注地参与到学 习 过程 中 。 这

种学 习 方法相 比于被动学 习 时学生们 只 听取和记忆信息 ， 学 习 效率更高 。 正如 中 国 的
一

句谚语所说 ： 师傅领进 门 ， 修行在个人 。 个人主动性在学 习 、 应用和创新 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

我们之所 以要培养儿童成为主动学 习者 ， 是 因为这样 的学 习 方法能带来更好 的学 习

效果 。 这正是学校要求学生不仅要被动地听课 ， 也要主动记笔记 的原 因 。 研究也发现 ，

学 习 者通过观看打绳结 的视频学 习 打结 的时候 ， 有实操打结练 习 的人 比没有实操练习 的

人学会打结所花费 的时 间更短 。

［
１Ｍ

］

在主动学 习 的基础上 ， 建设性学 习 更进
一

步 ， 除 了 主动 思考和 行动 ， 还有基于教

学材料 的创造和产 出 ， 即产生超越老师或教材 内 容本身 的创意和想法 。

［
１Ｍ

］

比如 ， 我们

常说知识学得透彻 的标志是可 以像老师教学生
一

样 ， 用 自 己 的话把前 因 后果 的逻辑链

条解释清楚 ， 这不 同 于记笔记 ， 或者转述老师或教材 的 内 容 ， 而是 需要学 习 者 自 己整

合 已知 的信 息和 知识 ， 再进行创造和产 出 ， 也就是建设性 的学 习 。 那 么 ， 建设性学 习

中 起作用 的 宄竟是学 习 过程 中 学 习 者接触到 的更 多 知识和 想法 ， 还是创造和产 出 的过

程呢 ？ 有研宄对 比 了两种学 习 场景
［
ｍ

］

，

一

种是提供
一

个不完整 的学 习 案例 ， 缺少 的部

分是学生完全有能力根据案例里 已有 的 内 容 自 行推断 的 ， 学生通过 自 行解释 、 补齐逻

辑和推论进行学 习 ； 而另
一

种是提供跟前
一

种
一

样 的案例 ， 不 同之处在于不需要学生 自

行解释 ， 是
一

个整合完整 的学 习 案例 ， 需要学生学 习 后进行转述 。 这两种场景下 ， 前

者是建设性学 习 ， 后者是基本 的主动学 习 ， 且两者接触到 的知识相似 。 结果发现 ， 自

己解释 的 学生 比转述 的 学生学 习 效果更好 ， 且更可能将知 识推广应用 到类似 的场景 。

因此 ， 建设性学 习 的优势不仅在于这个过程 中 会学到额外 知识 ， 主动和创造 的行为本

身对学 习 效果也有正面影响 。 儿童在玩耍 的时候 ， 正是这样
一

个主动和创造 的过程 。

（ 二 ） 玩耍中 的主动与建设性学习

１ ． 主动注意

部分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认为婴儿难 以主动玩耍 ， 因为他们行动能力有限 ， 只能被动接

受大人呈现给他们 的东西 ， 如玩具和学 习卡片等 。 但实验证明 ， 儿童注意力是
一

个主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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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过程 。 从婴儿出生时开始 ， 他们就能 自 主控制视线和注意力 ， 对新颖的刺激或让人惊

奇 的信息展现 出更高 的兴趣 。

［

１ １ １
］

而在重复观看 同
一

样东西之后 ， 婴儿 的兴趣减少 ， 注视

的时 间也越来越短 。 研宄也发现 ， 比起简单刺激 ， 婴儿对复杂刺激注视 的 时 间更长 。

［

１ １ ２
］

这种 习惯
一

种刺激所需的时间长短跟刺激的信息量的多少相对应 ， 代表着
一

种主动学 习 的

过程 ， 当不再有新的刺激 、 新的信息 的时候 ， 婴儿就失去 了兴趣 。

婴儿面对 的是
一

个复杂 的世界 ， 需要处理无 限 的新信 息 ， 如果缺少主动选择能力 ，

他们 的学 习会非常低效 。 值得注意 的是 ， 婴儿对复杂 的信息有着合理 的选择性策略 。 研

宄发现 ， 婴儿通常会关注那些既不过于简单 ， 又不过于复杂 ， 而是复杂程度和难度恰到

好处的事物 。

［
１ １ ３

］

在实验 中 ， 婴儿需要观察
一

个含有随机事件的画面 ， 但是婴儿更少关注

那些 出现概率过低 （ 即太难 以预测 ） ， 或者过高 （ 即非常容易预测 ） 的事件 ， 而会选择性

关注那些难度适 中 的场景 。 这其实是
一

个聪 明 的策略 ， 代表他们会主动选择需要进
一

步

学 习且更有可能学会 的事物 ， 这正是主动性的体现 。

２ ． 主动探索

在成长的过程中 ， 随着儿童可 以做到的事情越来越多 ， 相较于接受成年人的直接教学 ，

玩耍让孩子不再局 限于眼前的信息 ， 能更灵活地探索和发现新事物 。 在 Ｂｏｎａｗｉｔｚ 等人的研

宄 中
［
１ １ ４

］

， 让两组儿童探索 同
一

种多功能玩具 ， 其中
一组在探索前先接受了成年人就其中

一

种功能而刻意进行的教导 ， 而另
一

组在探索前仅仅看到成年人演示而意外发现了这种功能 。

结果发现 ， 没有接受刻意教学的儿童的 自 由探索行为更多 ， 并且最后发现了该玩具没有被演

示过的更多功能 。 由此可见 ， 自 由玩耍让儿童的学习过程更加主动和灵活 ， 让探索更加广泛

和全面 。

除 了有更多探索行为 ， 幼儿在玩耍活动 中还会 同时将场景、 知识和策略性信息结合起

来 ， 以更好 、 更有效地解决 问题 。 例如 ， 在 Ｗｉ ｌ ｌ ｉａｍｓｏｎ 等 的研究 中
［

１ １ ５
］

， 两组孩子都需要

从抽屉里取出小车来玩 ， 但
一

组孩子 的抽屉和小车因为特殊设计较难打开和操作 ， 而另
一

组孩子体验的是正常顺利 的过程 。 然后 ，

一

个成年人会演示
一

个新奇的解决办法 。 结果发

现 ， 那组经历 困难的儿童更倾 向于模仿这个成年人演示的行为 。 这表明幼儿开始主动地判

断 自 己的办法是否有提升的空间 ， 有选择地 向他人学习 。 该研宄还发现 ， 就算先经历 了简

单的玩耍过程 ， 幼儿也不会直接忽略成年人演示的新办法 ， 因为当接下来他们 的玩耍过程

变难的时候 ， 他们会结合当下 的场景 ， 重新考虑模仿他人的行为是否可 以解决 问题 。

［
１ １ ６

］

不

难发现 ， 这种将模仿和 自我发现合理 、 有效地结合起来 ， 及时转换策略 以解决新的 问题的

行为 ， 体现了玩耍当 中 的建设性学习 。

３ ． 主动 比较

另外
一

个对幼儿游戏 的主动性和建设性的支持 ， 来 自 关于
“

比较
”

的学 习方法的研宄 。

通过 比较 ， 我们把要 了解的多个事物放在
一

起 ， 找 出其中共有 的关系或结构 。 Ｃｈｒ ｉ ｓ ｔ ｉ ｅ 提

出
［

１ １ ７
］

， 对儿童来说 ， 让玩耍等 同于学 习 的机制之
一

是 比较 。 在社交玩耍 中 ， 儿童有很多

比较 自 己和他人 的行为与想法异 同 的机会 ， 他们借此 了解和评价 自 己 的能力 ， 并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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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想法 。 在客体玩耍时 ， 儿童也会涉猎大量数量 、 外形和功能上的 比较 。 语言 的加入 ，

除 了 可 以不断提醒儿童进行 比较 ， 也会促使儿童主动 比较新词汇 出 现的场合 ， 这有助于

他们推断词汇 的意思 ， 从而提升语言能力 。 这些不 同场合下 的积极 比较和创新 ， 代表 了

儿童玩耍时主动和建设性的学习过程 。

因此 ， 为使主动和建设性 的学 习 成为
一

种终身学 习方式 ， 让儿童成为更好 的学 习 者

并养成 良好 的学 习 习 惯 ， 我们要鼓励儿童 的玩耍行为 ， 因为玩耍不仅仅是学 习 的过程 ，

也代表
一

种优秀 的 、 终身适用 的学 习 态度和方法 。 无论是主动去 冒 险 的身体玩耍 、 去探

索不确定性 的客体玩耍 ， 还是共 同注意 的社交玩耍 ， 都在让孩子体验主动学 习 的乐趣 。

将玩耍设计到儿童 的生活和学 习 中 ， 有助于儿童进行 自 发 的探索 ， 以 自 驱力成就 良好 的

学 习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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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 
２０２ １ ：  １

－

１ ８ ．

［
３ ３

］ 
Ｔａｙｌｏｒ Ａ． Ｒｅｃｏｎｆ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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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
ｈｙｓ ｉｃａ ｌ ａｃｔ ｉｖ 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ｉｉ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ｉｈｅ ｅａｒ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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