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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保障农村幼儿游戏权利是增强保教质量的关键举措。当前湘西农村幼儿游戏权利保障正面临着政策困境、行

动困境及师资困境。破解困境，需在制度层面健全游戏权利保障管理体系，在实践层面保障游戏所涉要素的

有机整合，在师资层面推动幼儿园教师游戏素养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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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享有游戏权已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共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明确提

出要“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权利”［1］，培育时代新人。保障幼儿游戏权对提升保教质量、

培育幼儿创新精神和彰显幼儿个性发展诉求具有重要价值。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

地区农村幼儿游戏权保障问题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本研究以湘西农村幼儿游戏现状为切入点，探析湘西

农村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困境，探寻教育均衡发展视野下湘西农村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出路。

1  湘西农村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困境扫描

1.1  政策困境

当前关于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制度体系尚处于探索阶段，对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价值认知、制度支

撑和监管反馈等缺乏系统论证，湘西农村地区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立法的观念式微和体系不全等问题则更

为严峻。游戏是学前教育场域中必不可少的实践活动，保障幼儿游戏权利对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和

增益幼儿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但相较于保障幼儿受教育权、发展权等在立法层面的受重视度，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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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权立法保障问题仍未被充分重视。

1.1.1  幼儿游戏权利立法保障体系滞后

《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及要珍视幼儿游戏的独特价值，但并未实质性指出幼儿游戏权

利保障的方向与思路。《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也仅在“儿童权利”

条款中有原则性表述。其他涉及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专项规章制度或通知公告等未对幼儿游戏权利保障

的法律依据、基本内涵、区域差异和责任主体等进行明确或统一的规定。结果就是幼儿游戏权利保障被

通俗化理解为对户外活动、自由活动的保障，幼儿园教师也因幼儿游戏权利保障体系的滞后而陷入无法

可依的境地，制约着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理念的巩固与行动的展开。部分湘西农村幼儿园管理者及教师反

映，他们虽然对幼儿需要在游戏中成长有所认知，但并未站在游戏作为幼儿合法权益的立场审视该问题，

也未在政策文件和相关制度中找到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相关条款或规定。

1.1.2  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法律级别偏低

高级别立法意味着重视程度高、执行力度大和违约成本高。目前对幼儿游戏权利问题的论述常散见

于教育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但皆对“游戏”缺乏关注。真正关切游戏问题的学前教育政策、规章和制

度等则处于低层次立法水平，缺少作为特别法或上行法的强制性和统摄性，进而造成幼儿游戏权利保障

处于较低层次。值得期待的是，从《草案》的相关表述来看，幼儿游戏权利立法保障有了一定的顶层设计。

1.1.3  幼儿游戏权利立法保障举措难以落实

幼儿游戏权利立法保障缺乏可操作性的原因在于，多数针对幼儿游戏权利问题的政策文本采取的是

“呼吁式”或“倡导式”的语气，且多是宏观视角，所提及内容较为抽象化，难以落地，相应条款的强

制性不足，配套的激励措施也不明确。不少湘西农村幼儿园教师表示，虽然幼儿园会定期组织教师培训，

也会学习学前教育政策法规，但是所学内容还是过于宽泛，不具备实际操作性，而且培训内容多涉及的

是保育保教或师德规范，较少涉及幼儿游戏权问题。

同时，这种全局性立法视野还存在忽视农村幼儿教育的倾向。地区、经济和师资差异等因素所导致

的发展不均衡性，造成了游戏空间、时间、材料及师资等一系列问题。湘西农村地区经济相对滞后、村

落零星分布、少数民族杂居和教师素养有待提升的实际，严重制约着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成效。

1.2  行动困境

在行动语境中，幼儿游戏权利的保障面临的问题更具实践性，也更能体现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学前

教育事业的窘迫性。

1.2.1  游戏时间无法保障

为幼儿提供充裕而持续化的游戏时间是帮助幼儿获得较高游戏体验感和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的前

提。游戏有力地推动着幼儿由“自然我”向“社会我”的心理转换。但是刚性化的管理制度以及农村幼

儿园缺乏对游戏价值理性认知的背景下，原本属于幼儿的游戏时间被所谓管理便捷性或生活乡土化所束

缚，结果就是游戏时间被挤压或侵占，而多出的时间则被用以教授超年龄段知识或技能。一些教师也存

在应付游戏时间，采取形式化或标准化方式指导幼儿游戏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农村家长受升

学主义和游戏无用论等观念影响，也要求幼儿园多开展知识教学，少开展游戏活动，严重挤压幼儿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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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侵害幼儿正当的游戏权。

1.2.2  游戏空间面临短缺

游戏空间是幼儿成长最重要的场域，空间的短缺将严重限制游戏类型、方式和体验。城镇化导致的

空间密集化趋势越来越挤压幼儿园办园空间，导致很多幼儿园无力提供充足的游戏场地。湘西农村幼儿

园同样面临办园空间短缺问题，因为农村教育用地审批与建设的条件限制丝毫不逊色城镇地区。而在幼

儿园内部，室内外游戏空间也面临短缺问题。这种短缺既体现为面积大但游戏空间配置无序化，徒有空

间却无法配置梯度化和衔接性的游戏体验；也体现为特定游戏空间内区域设置不合理，多为玩具区而较

少涉及玩水区、玩沙区和种植区等空间，严重制约游戏质量，也间接接剥夺了幼儿参与多样化游戏的权益。

1.2.3  游戏材料长期不足

绝大多数游戏并不是凭空完成的，它需要借助游戏材料等中介才能完成。但就目前湘西农村幼儿园

的基本情况看，其游戏材料仍然不足，既有游戏材料也存在类型单一的问题。譬如户外游戏设备多为塑

胶跑道、塑料滑梯和部分秋千等，缺少匹配走、跑、跳、攀、爬等形式的游戏设施和材料，难以满足幼

儿游戏的合理需要。且教师更注重材料数量的多少而轻视幼儿的兴趣，导致仅有的材料削弱了幼儿探索

未知和快乐成长的“新鲜感”，无形中抑制了幼儿的创造性。

与实体游戏材料短缺相比，电子产品及其附属游戏对幼儿的侵蚀也不容忽视。它们将幼儿从直接感

受自然、亲身探索未知和实际交往交友的空间中剥离出来，蚕食着幼儿仅存的游戏空间。这既是电子产

品自身虚拟性和娱乐性所致，也跟湘西农村特殊家庭教育环境有关。该地进城务工人员较多，幼儿多为

留守状态，多由祖辈照看，但祖辈要么不监管孩子，要么过度溺爱补偿孩子，结果导致孩子沉迷于电子

游戏设置的虚境而无法自拔。再加上部分家长闲暇时沉迷于电子产品的错误示范，也加剧了幼儿模仿家

长、沉迷网络的情况。

1.2.4  游戏中的卫生与安全问题易被忽视

任何游戏均需要保证参与者身心健康，保证游戏过程不出现卫生安全问题。当前湘西农村幼儿园在

幼儿游戏过程中卫生安全保障方面的举措乏力。主要原因在于幼儿园及其管理人员对幼儿游戏卫生健康

问题缺乏重视度，对游戏中潜在的危险或威胁缺乏敏感性和识别力。湘西不少农村幼儿园既无专职负责

卫生安全的保育员，也缺少相应的医疗器材，既无从正规渠道购置幼儿玩具的责任意识，也无专门负责

检测玩具安全性与卫生性的规章制度。同时一些幼儿园还存在“但求无过”的免责心态，对具有一定危

险性和卫生隐患的游戏设施或玩具采取一刀切的禁止策略。结果导致兼具运动性与趣味性的游戏被搁置，

充满自然气息和蕴含童趣的游戏被禁止，幼儿整天被要求坐在教室里看动画片、学唱歌和画图画，从秀

丽山河和淳朴民风中吸收优良品质的路径被阻隔。

1.3  师资困境

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离不开幼儿园教师的支持。但就湘西农村幼儿园而言，教师在保障幼儿游戏权方

面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1.3.1  认知层面

幼儿园教师缺乏幼儿游戏权的理性认识，以至于难以生成自觉捍卫和呵护幼儿游戏权的价值观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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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式。这其中既有教师专业素养不达标的原因，也有职后培养力度不足的原因。该地区任职的幼儿园

教师不少为中专文凭，系统化和科学化的职前教育不够，再加上入职后缺少针对性的专业发展支持，导

致很多幼儿园教师将自身定位成“看孩子的保姆”，严重削弱了教师的游戏指导权。一些幼儿园教师甚

至认为，村级幼儿园的责任就是看孩子，只要饿不着，没生病，就不会出事儿。

1.3.2  制度层面

刚性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迫使幼儿园教师完全按照制度规定的要求来做，缺少指导幼儿游戏

的“自主权”。在实地调查中，湘西不少农村幼儿园存在着忽视课程游戏化的倾向，要求教师进行识字教学、

拼音教学。在考核制度中，过于重视智力教学和技能训练的结果，侧重幼儿学会了多少汉字，会背多少

古诗词，能说多少句英语等，而幼儿在同伴游戏中自我意识的觉醒与集体意识的培育、探究精神的养成

与创造能力的塑造等则被弃置。

1.3.3  行为层面

制度优惠、办园资源和文化偏好上对城镇幼儿园的偏重，间接造成了农村幼儿园处于制度上不被重

视、财政上不被青睐和文化上不被理解的尴尬境地。导致农村幼儿园教师产生自暴自弃的情绪状态，常

常以消极姿态对待工作，敷衍幼儿的游戏需求与发展兴趣。甚至导致一些村级幼儿园教师习惯于封闭式

管理和从事与幼儿游戏无关事项的免责心态，出现对幼儿谋求新知和快乐成长的个性化诉求视若无睹的

情况。据了解，湘西城镇幼儿园经费和农村幼儿园经费差距较大，公办园比民办园经费要高，而且城镇

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明显强于农村幼儿园教师，结果就是扎根乡土的农村幼儿园及其幼教工作者缺少经

费与专业支持，自然会滋生敷衍情绪和职业懈怠。而且很多农村幼儿园教师本身还需要兼顾农忙，就更

不愿意将精力投入到幼儿园和幼儿身上了。

2  湘西农村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路径探寻

2.1  制度层面：健全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管理体系

2.1.1  建立健全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政策体系

政府要尽快依据顶层法律的立法要求，科学精准地开展幼儿游戏权立法工作，并在充分借鉴联

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相关理念与模式及立足本土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不均衡的基础上，制定严谨科

学、条款明晰、责任明确的幼儿游戏权立法文件。同时，依托该文本构建国家立法、政府规章、行

业规定一体化的幼儿游戏权利保障体系，发挥政策合力。当然，推进幼儿游戏权立法保障体系建设

并非摒弃其他关涉幼儿游戏议题的政策法规，而应当吸收借鉴诸如《家庭教育指导法》《母婴保健法》

等政策法规中的有益经验，对诸多描述幼儿游戏权的表述进行统整融合，并以专门法形式固定下来。

此外，还应当拓宽视野，吸收借鉴国际上关于幼儿游戏权利立法保障的先进理念与行动模式。如借

鉴英国威尔士地区颁布制定的《威尔士儿童与家庭改进计划》［3］（Children and Families〈Wales〉

Measure 2010）之经验，通过立法唤醒社会对幼儿游戏权的价值认知、多元筹资机制以保障幼儿游

戏权落实、多部门协同推动幼儿游戏权利保障、多视角评估幼儿游戏体验，切实推动幼儿身心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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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提升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立法层级

当前我国幼儿游戏权立法层级上，存在着“上窄下宽”问题，即高位法和顶层法较为缺失，而基层

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等数量庞大问题。缺乏《学前教育法》的领航，导致幼儿游戏权立法保障面临无法

可依境地。因而要在《学前教育法》颁布之后，统筹解决包括幼儿游戏权式微在内的我国学前教育领域

诸多问题。如果《学前教育法》中能出现关于幼儿游戏权问题的详细表述，并就幼儿游戏权的内容、方式、

经费、场地和师资等进行专门规定，则能在顶层设计层面保障幼儿游戏权。此外，要发挥高层法的强制

性功能，对违反或僭越幼儿游戏权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理性研判和全力追责，划定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

行动“红线”。

2.1.3  增强幼儿游戏权利保障举措的可行度

首先，要明确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内涵，在认知层面明确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究竟保障什么；其次，

要尝试将抽象化和口号化的政策术语创造性地转化为实体化和可操作的实践术语，确保幼儿教育相关责

任主体能够听得懂和学得会；再次，要扩大管理导向型的政策立法保障举措在学前教育领域中的运用范

围，将可操作量化和指标划分的政策模式引入到幼儿游戏权利保障规定中；最后，要确保幼儿游戏权利

保障举措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文化语境中，扎根幼儿游戏权保障的实践场域，自下而上地收

集和归纳制约幼儿游戏权利保障成效的因素，进而根据地区或幼儿园差异所体现问题的特殊性，针对性

地实施靶向式改进。湘西地区可根据当地教育水平和实际情况，单列农村幼儿教育经费，配备体现民族

特色的游戏设施，培育熟知民族文化的游戏师资。幼儿园也可以在确保游戏安全性和趣味性的基础上，

鼓励教师扎根乡土语境，参与乡村化游戏创造与本土化玩具制作。

2.2  实践层面：保障幼儿游戏所涉要素的有机整合

2.2.1  保障游戏时间充裕化

幼儿园既要在管理制度上将确保幼儿具备充裕的游戏时间作为顶层设计的构成要素，也要在具体教

育过程中充分保障幼儿游戏时间。要在观念层面坚决摒弃幼儿不需要过多游戏时间、游戏过多对幼儿发

展没有多少益处的错误价值观，在制度层面以文件形式将幼儿每日游戏时间的总量、配置方案和反馈机

制等固定下来，在行动层面倡导教师根据幼儿兴趣和需要灵活地引导幼儿进行自主游戏。同时还应该将

幼儿园工作中的零碎时间进行创造性运用，巧妙采取形式多样的游戏来满足幼儿游戏需要。例如在入园

后的等待时间、在离园前的零星时间内均可开展游戏化的活动。

2.2.2  保障游戏空间适度化

“任何一种游戏的空间密度、场所、结构属性及其相关设施摆放的位置等，都对儿童的游戏体验产

生重要影响。”［4］对湘西农村幼儿园来说，重新拓宽办园空间，增设游戏区域的经济和人力成本都过高，

不适合实际情况。因此，对既有空间的优化改进和对既有游戏空间的灵活改造就成为保障幼儿游戏空间

宽敞化和适度化的应有之选。要优化改进既有空间，探索游戏与游戏之间衔接和顺承的可能性，譬如在

滑梯区设置角色扮演工作区，尝试让幼儿对从滑梯上“摔落”的人进行医疗救治的角色扮演，既能增加

游戏种类，也可提升滑梯区游戏空间利用率。要规避严格按照工作区域划分游戏空间的做法，将游戏空

间拓展到整个园区，打造“幼儿园就是游戏区”的办园理念。同时注重优化室内游戏空间的结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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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搭配、游戏风格和幼儿密度，做到游戏空间合理规划。

2.2.3  保障游戏材料多样化

针对游戏材料种类较为单一的问题，应注重拓宽游戏材料多样性。幼儿园可以联动社区及家长，从

本土文化语境中凝练和制作游戏材料。例如针对湘西盛产竹子的情况，创造性地制作竹枪、竹哨和竹笛

等玩具，让幼儿近距离感悟民间竹艺的魅力。在购置新玩具时尽可能挑选那些具有多重游戏玩法和多种

情境适应性的玩具，确保每个玩具尽可能多地承载不同游戏类型与风格，在不增加购置成本的同时释放

游戏的价值效能。此外，还应当在购置和制作游戏材料的过程中，持续向幼儿征求意见，掌握“幼儿想

要玩什么游戏”，充分把握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清楚“幼儿应该玩什么游戏”。

2.2.4  保障游戏设施安全化

要增强游戏风险评估预测能力，通过开展安全培训和聘请儿科专家等方式普及游戏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危险，引入相关数字资源，帮助管理人员及幼儿园教师树立幼儿游戏安全观念。要提升游戏材料的卫

生与安全审查能力，对游戏材料的来源、材质及其身体接触的潜在风险进行理性审查，对游戏后的材料

进行及时消毒和归类，同时还应该对容易引发游戏安全事故的场所或材料进行专门防护或隔离。要做好

幼儿游戏风险应急预案，幼儿园可以构建幼儿园教师应对游戏突发危险的常态化应对机制，确保突发情

况下教师能够冷静及时处理游戏中的突发情况。同时还要注重对幼儿心理健康的干预。例如在模拟歹徒

进园和突发地震时，关注幼儿的心理体验和情感波动。

2.3  师资层面：推动幼儿园教师游戏素养的稳步提升

专业素养过硬的教师队伍，是保障幼儿游戏权的关键。针对湘西农村幼儿园教师游戏素养偏低的困

境，应当从认知层面、指导策略、管理制度等方面发力。

2.3.1  提升幼儿园教师对游戏价值的认知深度

只有当幼儿园教师深刻理解游戏之于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及幼儿身心发展的价值时，才能在价值观

层面上重视幼儿游戏、保障幼儿游戏权和创新幼儿游戏方式的动力。这就要求教师自我赋能，不断学习

关于幼儿观、幼儿游戏、幼儿游戏权、幼儿游戏指导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通过在线课程平台吸收借鉴

其他国家或地区幼儿园保障儿童游戏权的经验，定期参与幼儿园开展的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培训，多向

老教师虚心求教，不断提升游戏素养。

2.3.2  增强幼儿园教师游戏指导能力的养成力度

要通过多重渠道提升幼儿园教师游戏指导能力，制定常态化的关于幼儿游戏理论与实践指导的培训

制度体系，定期邀请学前游戏领域的专家学者到园开展培训，实地把脉幼儿园游戏课程，让教师游戏指

导能力不断进阶。要通过撰写活动反思、进行行动研究等方式持续审视自身专业素养缺失问题，立足实

际开展专业规划，进而在深刻把握幼儿游戏规律的基础上寻找增强游戏指导力的可行思路。要加强幼儿

园教师关于如何有效组织和开展游戏活动、如何识别幼儿在游戏中的情绪体验、如何为游戏投放适切的

游戏材料、如何评价幼儿游戏表现等方面的培训，帮助幼儿园教师成为懂游戏、懂幼儿的人。

2.3.3  优化幼儿教育相关规章制度的执行温度

要赋予幼儿教育相关规章制度以人文性，关切幼儿园教师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尽可能多地为教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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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便利，以激发幼儿园教师为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贡献力量和热情的动能。要尽可能补足幼儿游戏开展所

需的时间、空间、场地和材料等，确保幼儿游戏始终处于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物可玩、有师相伴的

有序状态中，为幼儿游戏活动提供专门化和全方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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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and Outlet of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
to-play in Rural Areas of Western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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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suring rural children’s right-to-play is a key measure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s to play in rural areas of Western Hunan is facing 
dilemmas derived from policy, action and teacher quality.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right-to-play protection management system, ensur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elements 
involved in play, and promote the kindergarten teachers’ play guidan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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