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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方面的动向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一是对现有课堂教学中机械训练扼杀学习兴趣的种种杯葛，一是对青少

年沦落为电子游戏的奴隶而产生种种偏态甚至违法行为的各类纠偏呼吁。我们从青少年对数码娱乐工具（俗称电

脑游戏）的沉迷而引发了这样联想：如果让孩子们象迷恋数码娱乐工具那样迷恋学习那该多好。其动机就是试图

将数码娱乐工具的弊端中的某些看来是可取的特征发挥到积极的一个方面去。于是教育游戏这个主题逐渐为人们

（其中也包括我）所关注，各国研究机构也正在开展类似的研究。就国内而言，数年来不懈的探索确实将该领域

的实践推进了一步，但是，也几乎跌入了失语的境地。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现状引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思索。

为了进一步系统而深入的思考，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我们引起关注。 

一、需要进一步思考基本概念 

  什么是游戏？这个问题特别需要首先予以澄清。现在我们在涉及讨论青少年游戏问题的讨论中，至少在以下

几个层面上运用这个词汇： 

  ●数码娱乐工具――如大型的电脑游戏《未来城市》、《奇迹》等等。 

  ●运用娱乐工具进行活动的行为――他在游戏。 

  ●不负责任的行为――游戏人生。 

  ●与学习相对立的活动――不务正业的游戏。 

  ●儿童的活动――小孩子的玩耍。 

  ●… … 

  于是在讨论所谓教育游戏的时候，作为人类活动工具的游戏和作为人类活动本身的游戏混为一谈；作为儿童

天性与发展必需的游戏和人类不负责任行为的游戏混为一谈。这类混淆不仅发生在公众在大众传媒上讨论青少年

发展问题的时候，也发生在我们这些教育界人士、教育IT业界人士讨论教育游戏的场合。看似激烈的讨论、辩

论，其实貌似对立的双方在各说各的。 

  什么是游戏？什么是娱乐？它们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基本概念需要进一步的澄清。有

可能我们一时无法得到确定的结论，但是对这些基本概念的深入思考，将有助于我们对“教育游戏”、“游戏化

学习”等事物的正确认识和进一步的实践探索。  

二、学习游戏化的实质是尊重人发展的自然规律 

  在《高级汉语大词典》（金山词霸2001）中，“游戏”意为游乐、玩耍等，“游”意为游玩、结交、闲逛、

学习等，“戏”有游戏、戏剧、角力等解释，而“玩”则有玩耍、欣赏、投入、反复体会等含义。从这些林林总

总的含义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理解： 

  游戏具有学习的特征――学习、投入、反复体会…… 

  游戏具有社会的特征――结交…… 

  游戏具有娱乐的特征――游乐、玩耍、欣赏、角力…… 

  黄进在《论儿童游戏中游戏精神的衰落》（中国教育学刊2003年第9期）一文中将教育视野中的游戏活动的

目标归纳为：享乐和发展，即满足人愉悦身心的需要、满足人发展身心的需要。荷兰学者胡伊青加则指出最纯正

的游戏精神是自由和和谐，即游戏中的人创造着的人、游戏中人的主客观世界和谐融合（见《论儿童游戏中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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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衰落》）。 

  黄进进一步指出真正的游戏与现实世界之间保持着一种建设性的关系，而不是与现实世界隔绝。生活中的

“电玩”（我们称其为数码娱乐工具，如常见的电子游戏、网游）游戏者不是作为能动的主体、游戏的创造者身

份出现的，“电玩”中的游戏者是作为游戏设计者（“电玩”的设计制造者）的控制对象而存在，“电玩”与现

实世界之间是一种更为隔绝的对立关系。这种冲突已经妨碍了青少年健康成长，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见《论儿

童游戏中游戏精神的衰落》）。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电玩”不是真正的游戏？ 

  …… 

  在国内目前相关的讨论中，不难发现我们不论是从哪个角度（至少商业的角度除外）关注教育游戏，其实是

体现了我们对学习者身心发展的关注、体现了我们对极端功利主义侵蚀了的、机械训练式的教学方法的批判。 

  若如是，那么学习游戏化就是一类试图将学习者的发展回归到人发展的自然形态的一种呼唤和努力的倾向。

这类呼唤和努力倾向，要求我们根据学习者发展的根本规律来设计我们的教学活动、教学策略、学习工具，而不

是简单地用游戏替代一切课堂教学形式。  

三、游戏化学习不仅仅是运用游戏性数码学习工具 

  那么什么是游戏化学习呢？ 

  所谓游戏化学习则是指在学习游戏化观念的指导下，在教学设计过程中就培养目标与发展、评价手段方面，

就学习者年龄心理特征与教学策略等方面，借鉴游戏，设计、选择适当的发展工具、评价方法、教学策略。 

  目前可以归到游戏化学习范畴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大致有这样一些―― 

  ○幼儿阶段的各类品德发展活动、行为规范的学习活动、探索周围世界的学习活动； 

  ○小学低段（1-2年级）的行为规范学习活动； 

  ○小学低段学科教学中的游戏性练习； 

  ○一些操作技能类学习的练习活动（如打字等）； 

  ○一些强调角色扮演的探究学习活动； 

  ○一些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手段进行模拟实验的探究学习活动； 

  ○… … 

  游戏化学习决不仅仅是在学习过程中选用游戏性数码学习工具。  

  以上是关于学习游戏化的初步思考，我们期待着由此而引发的更为深入的探索与思考。  

发表于《现代教学》2004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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