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新双语办首届校园游戏节
在游戏中培养孩子的认知能力
本报记者 秦国玲

游戏节教孩子们如何玩

29日下午，高新双语学校的操
场，成了孩子们欢乐的海洋，一
千多名孩子，过起了属于自己的
游戏节。在今年的第一届游戏节
上，学生们专门划定了不同的区
域，参加了20个游戏项目。

1分钟的时间将一个魔方转得
眼花缭乱，当他手指停下时，魔
方已经完好如初，这就是“魔方
达人”二年级学生刘启明，他挑
战完之后又去参加下一个游戏
了。刘启明兴奋地告诉记者：
“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以后我
们玩的时间能更多就好了！”记
者发现，在游戏节上，同学们蹦
啊、跳啊，开心的笑声传遍了校
园的每一个角落。

“游戏节共设了7大区域20多
个定点项目，包括语言、科学、
文艺、智力、运动、猜谜等游
戏。这些游戏，不仅能让孩子们
在大自然中愉悦地锻炼身体，还
能让他们在玩乐中学会理解、包
容、沟通与合作。”学校德育处
主任陈红梅介绍，“很多游戏都
是孩子们提供的，很多游戏老师
也是第一次见，比如泡泡魔术、
会转弯的飞机。

会玩甚至比学习都重要

我们那时候跳格子、跳绳，
踢键子；我们那时候一群小朋友
捉迷藏，一起在院子里疯玩……
在众多家长童年的记忆中，有一
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是玩。

而现在，“爱玩的孩子现在

不会玩”成了不少老师头疼的
事，那些曾经风靡多年的经典老
游戏为啥没有了踪影？记者随机
询问了一些学生课余都玩些什么
游戏。“愤怒的小鸟、切水果、
CS等。”孩子们脱口而出。“到
一个地方，他们第一看看有没有
电脑，接着看有没有电视，如果
电 视 也 没 有 ， 就 拿 着 手 机 在
玩……”这是几位80后家长共同的
感受。

高新双语学校校长袁月娥更
是对“孩子们不会玩”深有感
触。女儿升入大学后告诉她，很
多人在大学校园里迷失了生活的
目标，不知道干什么，很多人不
会玩，除了参加社团，只是在宿
舍打游戏看小说。

“孩子是要在游戏中成长
的。学习之外，应该给孩子玩的
时间。一个真正健康的孩子，应
该学得踏实、玩得尽兴。”从事

教育20多年的袁月娥说，在玩耍过
程中，孩子会试着用已知的知识
去解释问题，用自己的方法去探
索未知的世界，用与他人相处的
方式学会处理生活中遇到的种种
问题。学校有义务和责任引导孩
子们投入健康、有意义的游戏中
去，让他们尽情地玩耍，快乐地
成长。会玩，对于孩子来说，甚
至比学习更重要。

用闲暇教育

提升孩子的自主性

在高新双语学校，从去年开
始重视“闲暇教育”，就是为了
教会孩子自主安排时间的能力。
为了发挥孩子的自主性，班主任
提前半月就征集和调查同学们热
衷的游戏。而孩子们自己设计游戏
节内容之后，报上来的游戏项目有
50多项。孩子们积极主动地制作展
板，并且制定游戏规则。

“很多游戏很受孩子们喜爱，
还可以承载更多的教育元素，如何
使他们在玩中有所学、有所得，一
直是我们思考的问题。”袁月娥认
为，除了注意培养学生团队协作、
学会与他人交往的能力外，还要考
虑游戏的普及性。最终选拔的每个
游戏都有身体素质和德育两方面
的目标要求。如“泡泡魔术”除了要
有力量，还要懂得动脑筋，讲求同
学之间的协作配合。

“孩子不会玩，是一个社会现
象。应试教育、升学就业压力、人们
生活方式的改变、家长的过度担
心、学校出于安全管理的限制，种
种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现实问
题。”潍坊市中小学生成长导航站
曲振国教授认为，“会玩的，往往会
学习。以我的观察，凡是会玩的学
生，成绩一般都不差，那些努力学
习、不怎么玩的学生，可能会做到
功课门门拔尖，但朋友很少，进入
社会后反不如会玩的同学能适应。
玩什么固然重要，但真谛还在于培
养孩子们达到一种玩的境界，即学
会轻松愉悦地面对一切，学会带着
这种心境做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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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是孩子的天性，说起“那些年，我们一起玩的游戏”，不论是60后、
70后还是80后，都有许多难忘的回忆。可说起当下的孩子，大人们却有很
多感叹：“现在的孩子不会玩！”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高新双语学校
举行首届校园游戏节，为期一周的“游戏相伴幸福童年”活动，让孩子在
游戏中学习课本中学不到的内容和知识，学会享受快乐。

2299日日，，在在高高新新双双语语学学校校，，不不少少学学生生正正在在操操场场上上参参加加游游戏戏节节的的活活动动。。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凡凡 摄摄影影报报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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