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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游戏故事分享是安吉游戏课程实施的重要环节，即幼儿将游戏的亲身经历通过绘画的方式向同伴和教师

分享和交流的过程。该过程中的师幼互动具有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价值意义。有爱的互动环境、双主体

的互动方式、有效回应和及时反馈的互动模式是安吉游戏故事分享环节师幼互动的典型特点，其价值主

要体现在过程中的师幼互动具有促进幼儿的学习品质、语言、认知和社会性的发展的作用。国家倡导“高

质量的师幼互动”的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相应的“高要求”，安吉游戏践行高质量的师幼互动需要重视

教师自身素养以及教职工的培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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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me story sha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ji game curriculum, that is, 
the process of children sharing and communicating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of games to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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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s and teachers through drawing. The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n this process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and important value significance.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story sharing in Anji Games are the loving interactive environment, 
the interactive mode of two-subject interaction, effective response and timely feedback. The value 
of the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n the proces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promotion of children’s 
learning quality, language, cogni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state advocates “high-quality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t also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high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To practice high-quality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eachers’ own 
literacy and 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faculty and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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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一) 师幼互动质量隶属于评估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之一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等政策文

件对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呼吁，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已经到了质量提升的新阶段。纵观我国学前

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由于经济条件和教育改革力度，国家及众多学者为了能够使学前教育事业“保基

本”和“可持续性”发展，则将视线聚焦于结构性质量，促使目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结构

性质量的提升有了质的飞跃。然而，OECD 将学前教育质量分为结构性质量和过程性质量两部分组成[1]，
强调过程性质量也是评估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范畴，且过程性质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比结构性质量更显

著[2]。在过程性质量众多变量中师幼互动是核心，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将“师

幼互动”作为教育过程质量考核的重要指标，强调要为幼儿创设自主愉悦、获得有效教育支持的互动环

境[3]。师幼互动的质量不仅决定了儿童未来在各方面的发展水平，而且能够显著预测儿童未来的学业成

绩。可见现阶段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亟需从当前关注结构性质量转向关注过程性质量，关注师幼互动的

内涵发展和实践质量，以期不断提升保教质量。 
(二) 高质量师幼互动能促进游戏故事分享的教育功能循环实现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师幼互动也需同步跟进。安吉游戏理念下儿童的游戏是自主的、

自愿的、自发的，冲破了以教师主导幼儿园游戏的桎梏，将教师的角色定义为提供者、观察者、支持者、

守护者和辅助者[4]，要求教师“闭住嘴、管住手、睁大眼、竖起耳”，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就完全“放

手”。由于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以及生活经验的限制，其在游戏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此

时就需要教师有效介入，对幼儿已有经验进行梳理和提升。这正是游戏故事分享环节所承载的教育功能，

而循环实现该环节的教育功能恰恰需要高质量的师幼互动作为支撑和桥梁。邱学青学者将游戏故事分享

环节中的师幼互动比喻成“接住孩子抛过来的‘球’”[5]。在游戏分享环节，教师要接住孩子基于游戏

过程中的问题、矛盾或冲突而产生的“球”，教师做好这一“接球”环节有助于提升幼儿经验、增强幼

儿的关注度、丰富发展游戏情节，对下一次游戏情节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支架作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的“组织与实施”部分中提出，教师要“善于发现幼儿感兴趣的事物、游戏和偶发事件中所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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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教育价值，把握时机，积极引导[6]”。在安吉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指导原则之下，游戏

分享环节成为教师适时把握教育契机，与幼儿围绕游戏开展交流讨论，引导幼儿提升和整合经验，促进

幼儿进行下一次游戏挑战与学习的重要时机。因此，高质量的师幼互动对游戏分享环节教育功能的循环

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2. 安吉游戏故事分享的内涵和实施 

(一) 安吉游戏故事分享的内涵 
安吉游戏是我国浙江省安吉县幼儿园游戏教育模式的简称，它不仅是我国学前教育“游戏课程化”

最好的典范，同时也是我国学前教育首次向国外的反向输出，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安吉游戏的发展

路径经历了无游戏、假游戏和真游戏阶段，形成了游戏前、游戏中和游戏后的一整套游戏课程模式。课

程包含了安吉县幼儿园围绕游戏而探究开展的一系列实践环节，如游戏材料的选择与提供、游戏环境的

创设、教师的专业发展、游戏故事、园所教研活动、家园合作及一日活动组织与安排等等，它们相辅相

成共同架构起安吉游戏课程的整个实践体系。其中，游戏故事分享是安吉游戏课程实践的一个重要环节，

程学琴指出“游戏故事”是幼儿通过绘画的方式，对游戏经历进行回顾、反思、叙述和表达[7]。李静认

为“游戏故事”环节是幼儿在自主游戏后，对先前游戏经历进行回顾或反思，并通过绘画的方式进行表

征，随后，教师倾听幼儿基于游戏和绘画表征的口头叙事，帮助幼儿将其口头叙事进行书面记录，从而

形成幼儿视角下与游戏相关的绘画作品及故事[8]。游戏故事分享环节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幼儿的绘

画作品不仅仅是对其游戏过程的完整呈现，同时也是幼儿的游戏精神、游戏经验、游戏内涵的具象化体

现。 
(二) 安吉游戏故事分享的实施 
游戏故事分享的实施不单单只有幼儿，是教师和幼儿共同参与的过程。王满霞将游戏故事分享环节

的实施分为以下流程：展示、分享——绘画 + 符号文字记录——作品分享、交流；游戏故事本——教师

将符号文字转化为书面文字——游戏故事墙展示[9]。 
首先，幼儿根据自己游戏前设计的图纸或教师在游戏过程中拍的照片和视频进行展示和分享。这是

第一次的故事分享，通常是以小组推荐的形式选举代表来介绍自己玩的是什么、怎么玩的、玩的过程中

发现了什么、遇到了什么困难、问题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等，其余小组的幼儿可以进行补充。其次，

幼儿根据自己的游戏，利用绘画和符号表征的方式表达游戏情景及体验的绘画作品，与教师和其他幼儿

进行分享和交流。这是第二次分享，与第一次分享相比更侧重幼儿本身的绘画作品与原先的游戏图纸的

不同之处，以及自己在游戏过程的深刻体验等，其余幼儿可以提出疑问、不同想法和建议等。然后，幼

儿有的绘画作品会放在自己的游戏故事本里，有的会被教师制成班级游戏故事集。教师会帮助幼儿加上

符号文字记录并将符号文字转化为书面文字，幼儿会直观看到教师对文字的规范使用，同时会与教师一

起互动讨论如何记录才能让游戏故事更详细更生动。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和幼儿围绕游戏本身的创造性、

丰富性、趣味性，他们有话想说、有话可说，并且幼儿的表达非常生动活泼、兴致勃勃，专注力、反思

力和创造力得到发展。最后，教师会将幼儿的作品展示在游戏故事墙上。 
可见，游戏故事分享环节是安吉游戏中师幼互动的关键环节，同时它也处处潜藏促进幼儿各方面发

展的重要时机和价值。这就需要教师重视师幼互动的质量，为幼儿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教学支持、情

感支持将游戏故事分享环节的功能最大化。 

3. 安吉游戏故事分享环节中师幼互动的特点 

安吉游戏模式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彰显着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者强调良好的学习环境应包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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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基本要素：情景、合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即学习者能够在开放的学习环境中自由探索，在师生之间

或生生之间进行有价值意义的互动和合作，从而实现学习的本质[10]。朱秋珂、李甦认为高质量的师幼互

动具体表征为教师与幼儿之间建立了热情、支持性的关系，尊重幼儿的兴趣和自主性，及时回应幼儿的

需求并给予过程性的反馈[11]。安吉游戏基于“儿童在前，教师在后”的教育观，构建了一个民主、尊重、

平等、对话的新型师幼关系，儿童在游戏中发现世界、构建知识，教师在游戏中发现儿童、生成教学，

师幼共同学习、相互促进，实现了安吉游戏教育价值的最大化。 
(一) 温馨的互动环境 
有爱的互动环境是指在故事分享环节中，通过符合幼儿审美和兴趣的环境创设，教师为儿童提供机

会抒发自己的情感并引导儿童与教师、同伴之间建立轻松愉悦的互动关系，并为幼儿提供积极的情感支

持，幼儿接收到回应、得到情感的满足，使其感到愉悦、放松和舒适进而引发深入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彭迎春指出高质量师幼互动在实施过程中首先需要满足情感联结原则[12]。而安吉游戏五大关键词中，爱

和喜悦正是教师实践“情感联结原则”，关注儿童情感需求最好的验证。 
首先，爱是安吉游戏中最为基本的理念，爱也是一切有意义关系的基础。安吉幼儿园中的“爱”存

在于儿童与教师之间、儿童与儿童之间、儿童与环境之间以及儿童与家庭和社区之间。其中儿童与教师

之间的“爱”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教师尊重儿童并相信他们有自主学习、创造、解决问题等

方面的能力。儿童也相信教师不会干预、纠正或责骂他们，但一定会在有需要时帮助他们。爱让教师与

儿童建立互信关系。在这种爱的文化中，儿童放心地体验身体、情感、社会和智力上的冒险，不断发现、

好奇、提出见解。 
其次，喜悦是儿童自主参与、自己调整游戏难度以及有价值的反思的结果。当儿童真正投入到自己

的游戏中时，他们学习、成长、突破自己，感受着与同伴交流、协作、共同完成游戏创作带来的无限的

喜悦。教师在师幼互动中时时关注并及时回应儿童的情感需求，儿童在游戏中表达着自己的喜悦心情，

同时向同伴和教师传递，使师幼互动、同伴互动的整个氛围中都充满着喜悦。 
(二) 双主体的互动方式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师幼互动的逐渐重视和多角度研究，众多学者都一致认为高质量的师幼互动其主

体能量应是双向的。国外学者 Hamre 等人认为师幼互动是一个双边的交流过程，它不仅涉及到教师与儿

童之间包括社会和教育的交流互动，还包括教师与儿童之间进行的反复且持续的交流[13]。国内学者柳卫

东和左瑞勇提出师幼互动是建立在幼儿园一日生活各环节中教师与儿童之间相互交流互动的基石之上的

双向人际关系[14]。范海霞和卢清两位学者认为师幼互动是教师和儿童两个独立且平等的主体之间发生各

种形式、各种性质和各种程度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15]。由此可见，学者们对双主体的师幼互动

方式达成了共识。而在安吉游戏中，教师和幼儿践行了双主体的师幼互动方式，尤其是故事分享环节，

教师和幼儿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双向的，互动发起者不仅仅是教师，有时候也是幼儿。教师和幼儿是平等

的，主要表现在观念上尊重幼儿，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尊重幼儿的爱好和兴趣；行为上为

幼儿赋权，给予幼儿自主选择游戏类型、游戏玩伴、游戏材料、游戏玩法的权力等。二者相互通过不同

的表达方式传达自己的情感或意图。 
(三) 有效回应和及时反馈的互动模式 
在安吉游戏中，幼儿的“真游戏”就是“真学习”，幼儿投入游戏的过程中能够了解到不同材料的

玩法、基本的建构技巧和概念、学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他人相处的社交技巧等等。安吉的教师们会回

应和追随幼儿的“学”，其中幼儿在游戏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而游戏分享环节就

是教师有效回应幼儿的节点之一，安吉的教师们会通过在幼儿游戏过程中所观察的内容和细节，以文字

或拍照、录像的方式进行记录，捕捉教育契机，在幼儿进行游戏分享时对其进行提问，且提问是能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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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幼儿思考和启发的，帮助幼儿梳理游戏经验，将个人经验转化为集体经验，解决又幼儿游戏难题。另

外，安吉的教师们会针对幼儿的游戏过程和故事分享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案例剖析、分享等研训活动，

创设一套观察与反思的培训系统，为推动幼儿下一次的深入游戏，促进其获取游戏经验做准备，这便是

在安吉游戏视域下的师幼互动中教师给幼儿的有效反馈。 

4. 安吉游戏故事分享中师幼互动的价值 

在幼儿游戏结束后，教师和幼儿就游戏过程、游戏现象、游戏难题进行讨论、分享和交流，此过程

中的师幼互动包含着教师为促进幼儿各方面的发展、拓展幼儿的学习和经验如何去提问、如何倾听幼儿、

如何回应、如何观察幼儿，反思在观察后如何用行动去支持幼儿，对幼儿、教师乃至整个幼儿园的保教

质量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主要从“幼儿本位”出发，分析安吉游戏故事分享的师幼互动对幼儿的价值。 
(一) 促进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 
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的，且 4~6 岁是幼儿学习品质发展的高速期。张晓梅提

出师幼互动质量的提升对学前儿童学习品质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数量认知、能力动

机、注意或坚持和社会性四个维度[16]。在安吉游戏中，师幼互动作为影响幼儿学习品质的重要核心要素

之一，其过程中教师的情感支持、活动组织、教学支持的质量和水平与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直接相关。

当进行故事分享环节时，教师能够鉴于对幼儿游戏中的细微观察(例如游戏的材料选择，材料之间的拼接

和搭建，游戏玩法的设计以及游戏中遇到的难题等)，结合幼儿已有的游戏经验对幼儿像“剥洋葱”一样

层层递进提问题，有意识的引导幼儿去思考去总结游戏的经验、尝试解决游戏的难题。师友互动的过程

能够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动机，调动幼儿学习的主动性，引发幼儿的探索欲和求知欲，支持幼儿大胆

想象和联想，通过在幼儿的学习活动、生活和游戏中有目的的培养，能够促进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可

见师幼互动有助于促进幼儿学习品质的养成。 
(二) 促进幼儿语言的发展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对语言能力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发展幼儿语言能力主要包含了

两个方面：倾听与表达以及阅读与书写准备[17]。于飞指出游戏故事分享对幼儿语言的促进作用体现在“游

戏故事”的分享和交流环节和绘画记录环节[18]。安吉的“游戏故事”分享的师幼互动中，幼儿向同伴、

教师口述表达自己的游戏故事内容或自己绘制的游戏故事作品的过程，在这此过程中其他幼儿学会耐心

倾听同伴分享的故事并对同伴的分享表达自己的不同的想法。幼儿不断学会了倾听与表达。另外，教师

在对幼儿“游戏故事”作品中的符号语言直译成书面语言、将其口头讲述转化成书面语言的过程中，会

向幼儿示范书写的基本规范，如笔画先后顺序、字的组成、字与字之间的空隙、标点符号的运用等等。

并且，在教师帮助幼儿记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幼儿进行沟通互动，教师会在互动时跟幼儿分享

语言转换的思考过程，渗透前识字、前书写的意识。在教师的影响下幼儿也会在自己的符号语言被写在

纸上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对书写过程做深入地思考，促进自身的阅读与前书写。 
(三) 促进幼儿认知的发展 
高质量的师幼互动能够促进幼儿认知的发展。这个互动不仅指教师为幼儿提供的各种支持，也是指

教师和幼儿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在安吉，教师通过为幼儿提供数量充足、种类丰富、可及可得的游戏材

料，幼儿在教师的讲解下认识材料的名称和操作时的注意事项，在游戏过程中与材料亲密接触并逐渐熟

悉材料的大小、形状、用途及玩法规则。这种互动是教师给予幼儿材料支持和教学支持进行的师幼互动，

帮助幼儿理解材料知识和概念，促进幼儿认知能力的发展。在游戏故事分享环节，教师帮助幼儿对其绘

画故事作品进行记录时，教师和幼儿之间会进行对话交流，同时教师也会向幼儿展示文字符号的书写规

则，萌发幼儿前书写的兴趣和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幼儿交谈所使用的词汇以及记录所书写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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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文字对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能够促进幼儿认知和思维的发展。幼儿的话语是幼

儿认知能力和思维逻辑的外化工具，也是成人评价幼儿认知和思维最直接的载体。 
其次，安吉游戏的冒险性是众所周知的，且冒险因素在安吉幼儿园随处可见。幼儿在冒险中游戏，

在游戏中学习。教师作为观察者和记录者，在保证幼儿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放手最小程度的介入

以保障幼儿最大限度的冒险。幼儿的学习在本质上就是向未知的领域迈进的过程，没有冒险，就没有面

对困难时的勇气，也就难以具备并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冒险是一种学习，幼儿在冒险中

有机会探索并突破自己能力的极限，提升认知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的最近发展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安吉游戏中，教师通过良好的师幼互动，能够帮助儿童在冒险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能力，从而

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 
(四) 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有研究表明高质量师幼互动有助于幼儿形成更好的社会情感功能，包括帮助幼儿减少行为问题[19] 

[20]，获得更和谐的同伴关系[21]，展现更多的合作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等[22]。在幼儿园中幼儿接触最多

的是教师和同伴，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教师的影响，在教师与幼儿进行互动过程中教师的

言行举止很容易被幼儿模仿，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社会性的发展。具体而言在游戏故事分享环节中，教

师对幼儿的眼神、表情、异常情绪行为表现有敏锐的察觉和回应，防止幼儿被忽视、被负向情绪所裹挟

进而产生不好的行为问题。教师及时与幼儿的互动，并以关心的话语、适时的帮助和温柔的安慰等方式

促使幼儿产生正向的情绪体验，进而幼儿会下意识的模仿教师的一言一行，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社交规则

和行为。因此，师幼互动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5. 结语 

在安吉游戏中，师幼互动遍及整个幼儿园，既有显性的师幼互动——即是通过言语方式的互动；也

有隐性的师幼互动——即是教师为幼儿提供的各种环境支持，如班级环境创设，主题墙的设计，材料的

投放和更新等。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形的师幼互动，都对幼儿的语言、认知、学习品质、亲社会行为等

方面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高质量师幼互动的三要素即教师、幼儿和环境，师幼互动的质量受教师和幼

儿自身因素以及师幼所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23]。因此，安吉幼儿园践行高质量师幼互动需对教师提出高

要求，一要求教师重视语言的示范作用，为幼儿提供丰富的语言环境；二要求教师在多元互动中给予幼

儿高度的情感支持；三要求教师要提升自身敏感度，关注教育和课程的可生发性；四要开展多层次、多

途径的专项培训，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有效提升教师观察、反思和反馈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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