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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儿童立场的传统游戏活动路径新探
——缘起《道德与法治》“传统游戏我会玩”一课

道德与法治课程是一门活动性课程。学生解决问题的方式、技能、价值判断的能力、对道德
原则与法治观念的领悟，都可以在活动中形成。

在电子智能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学生的童年游戏常常变成了电子游戏，如何引导学生过
好游戏生活。缘于二年级下册的“传统游戏我会玩”一课，我们进行了传统游戏活动路径的探索。

余姚市东城小学 叶利波

缘起课堂
课前调查遇尴尬

在上二年级“传统游戏我会玩”这一课之
前，为了客观了解学生对传统游戏的认知，
我在课前以“问卷星”的形式制作了一组选
择题，对一个班42名学生进行了一次“传统
游戏”和“电子游戏”的喜欢程度及熟知程度
的调查。

此次调查，是请家长陪同孩子一起完成
的。其调查结果如图1：

从结果分析看，喜欢玩传统游戏的只占
16%，能知道 5 种以上传统游戏的也只占
30%，而且知道的传统游戏也比较单一，主要
是老鹰捉小鸡、踢毽子、挑小棒、放风筝、剪
刀石头布等游戏。大多数孩子喜欢玩电子游
戏，原因是比较方便、新鲜、刺激，花样多，容
易满足。愿意坚持玩传统游戏的不足15%，
主要原因是缺玩伴，不够刺激、显得老土等。
愿意自创传统游戏的有38%。由此可见，孩
子们其实很少玩传统游戏，也并不十分了
解，但却愿意尝试着去改良、创新传统游戏
的玩法，使它更有趣，更新奇。

仔细一想，这些孩子的爸爸妈妈都是
85后，虽然当时的生活条件已大大改善，这
些孩子的父母本身也赶上独生子女的一代，
物质条件富足，当然没有玩过那些需要自备
材料的传统游戏。那么，到了下一届，父母
都是90后居多，关于传统游戏的课前调查
依然难以破解。面对这样的窘境，我们的课
堂应该怎么办？

我顿时明白，要提高道德与法治教学的
实效性，就必须满足学生的道德需求，解决
他们的道德困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本班
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结合课程标准的要
求，确定教学目标，进行适切性的教学活动。

有效教学
让传统游戏回到孩子身边

（一）课前调查：传统游戏调查单再设计
根据以上这一实际情况，我重新设计了

课前调查表，安排学生在课前可以通过多种
途径了解传统游戏，如采访长辈、刷抖音、查
资料等方式，以挖掘更多的传统游戏。

这是一种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信息的调查
活动。在家长帮助指导下，学生通过采访、查

资料、刷抖音等方式，了解、认识了更多传统
游戏，如跳皮筋、绷线绷、捡石子、过家家、跳
房子、滚铁环、打陀螺、斗鸡……有些名称孩
子们从未听说过，更不用说怎么玩了。好在
有爷爷奶奶等长辈们亲自示范，或者收看小
视频，孩子们终于近距离地学习体验了一个
个陌生而有趣的传统游戏。

在示范过程中，长辈们重返孩童时光，与
孩子们分享自己儿时的游戏经历，同时，他
们又感受了传统游戏带来的美好回忆。在访
问、调查中，孩子们也了解了长辈们喜欢玩
传统游戏的原因。

像这样的前置性调查、采访活动，在一定
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探究欲望和参与活动
的热情，也丰富了教学资源，为下一步的教
学提供基本保障。

（二）活动体验:传统游戏融入创新元素
在学生自身对传统游戏有了正确的认

识，也乐于参与活动意愿的基础上，接下来
就要在课堂上以活动体验的形式，引导学生
了解更多传统游戏玩法，感受传统游戏和传
统文化的魅力，并愿意在生活中玩一些传统
游戏。

课堂上，我首先让学生“乘坐时空飞
船”，穿越回到长辈们的年代，去了解更多他
们喜欢的传统游戏，接着出示“斗鸡、滚铁
环、打陀螺、打弹珠、贴大饼、抓石子”等游戏
图片，让学生猜游戏名称。

这下，孩子们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有些
学生自告奋勇介绍游戏玩法，还有些学生则
提出自己很想尝试玩一玩。老师便以抖音小
视频，让学生现场学习传统小游戏，还不失
时机地录制学生体验过程分享到家长群里。
在快乐的交流、分享、体验中，学生学会了游
戏的简单玩法，获得了游戏智慧，体验到了
游戏的乐趣。

在体验部分游戏活动之后，我再让学生
四人小组进行讨论：这些长辈们爱玩的传统
游戏中，有哪些游戏需要改良，为什么？经过
讨论，学生也明白了传统游戏并非都是十分
完美的，有部分传统游戏比较危险，存在一
定安全隐患；也有一些游戏比较粗暴，需进
行改良，如长辈们小时候玩的斗鸡、打弹弓、
越杠追逐等游戏。还有一些游戏过于简陋，
需修改比赛规则，或者增加一些时尚元素。

经过学生们的思维碰撞后，我们对部分
传统游戏提出了创新玩法。如在“老狼老狼
几点了”游戏中，结合学生爱看的动画片《喜
羊羊和灰太狼》，改成了“灰太狼灰太狼几点
了”，然后，当灰太狼可以抓小羊的时候，只
要小羊一止步抱头，就表示小羊有了隐身功
能，灰太狼就不能来抓了。

这样既增强了游戏的安全性，又融入了
时代元素，使学生更能感受传统游戏中蕴含
的趣味性、创造性和艺术性，同时也培养了
学生创新改良游戏的意识。

（三）拓展延伸：传统游戏不止步于课堂
让传统游戏真正走进学生生活，并非是

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很多孩子会随着课堂
的结束而新鲜度锐减，没有了你玩我玩的环
境，传统游戏也就失去了魅力。所以，为了给
学生创设一个玩传统游戏的环境，我们并不
停止于课堂教学，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心
理特点、兴趣爱好、能力水平等实情进行分

层设计游戏活动项目。
如低段的孩子活泼好动，喜欢各种简单

易学又充满新奇的活动。所以我们设计了
“切西瓜”“抢凳子”“挑小棒”等游戏。而中高
段孩子善于揣摩思考，喜欢探究发现，而且
又有一定的活动技能，我们就设计一些“投
壶”“打陀螺”“滚铁环”等游戏。并且学生体
验的游戏活动每年不重样，都有变动和新
增，以增加活动的新鲜感和趣味性。

活动中，我们可以巧借家长资源，邀请
部分高手家长参与此项活动，充当活动的首
席导师。如“翻花绳”“花样跳皮筋”这些游
戏，孩子们学起来有难度，我们还可以请家
长先在家里教会自己的孩子，再让孩子到
学校进行传帮带。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体
验热情。

活动结束后，我们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参
与过程、成果展示，进行“传统文化小使者”
的评选。此项评选由每一个活动场地里的
指导老师，根据每组学生的组织纪律、文明
言行、游戏能力、团队合作等活动表现，将

“游戏达人”章送给优秀学生。活动结束后，
再由班主任老师进行统计，根据得章情况，
评选出本届“传统游戏小使者”。评出的这
些优秀小使者，将成为下一届游戏活动的

“小小指导老师”，为更多的学生进行展示
和指导。

开发设计
为儿童玩传统游戏搭建平台

为了焕发传统游戏活力，让学生悦纳并
热衷于玩传统游戏，我们还要进行开发设计
多种游戏资源，尤其是游戏场所的开发，更
要因地制宜。因为活动场所能给学生创设便
利的游戏条件。

如在校园内的天井、长廊，甚至是篮球
场、排球场一角，都可以开发活动空间。只要
在平整的场地上，画上一些色彩较为鲜艳又
富有情趣的方格、圆圈，让学生在课间、午间
或者活动课中，利用一些简单、安全、环保的
废纸团，玩一玩“跳圈圈”“跳方格”等游戏，
既锻炼了身体，又释放了学习带来的紧张和
压力。

还可以在教室里，开辟游戏器材的展览
吧。如在秋冬玩踢毽子的季节里，教室墙壁
上可以安置一些挂网，让学生的各种各样的
毽子有序排放在挂网上，可以用来当装饰，
又可以激发学生玩传统游戏的兴趣。

新鲜的游戏总能吸引更多的孩子。为此，
我们还可以激发孩子自创或改良传统游戏
内容，也可由体育老师开发，在晨间活动时
进行传授指导。

游戏空间和游戏内容的开发，为学生玩
转传统游戏搭建平台，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机
会与伙伴进行交流、互动，最终促进学生健
全人格的发展。

基于学生立场的课前调查、活动体验、拓
展延伸和开发设计的路径，使传统游戏的活
动开展得更有实效性，更受到学生的青睐。
孩子们在活动中充分体验游戏的乐趣，感受
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激发了他们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又能有创意生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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