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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国际0~6岁婴幼儿游戏的文献特征与趋势，本文运用科学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基于Web of 
Science 数据库(2004~2021年)收录的相关文献，应用Citespace软件，就被引文献和主题词进行实

证分析。结果显示，国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不同游戏类型相关研究、游戏对婴幼儿身心发展相关研究，

并且研究倾向于多学科视角，未来研究方向将继续聚焦游戏与课程、早期婴幼儿游戏与身心发展相关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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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games for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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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d 0~6 years, this paper adopts scientometrics research method, based on relevant literatures 
collected in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2004~2021), and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conduct empir-
ical analysis on cited literatures and subject wor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eign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different types of games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games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infants, and the research tends to be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will continue to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games and 
curriculum, as well as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early games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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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游戏是学前儿童的基本活动，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权利。《幼儿园工作规程》和《3~6 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都强调了游戏对幼儿发展的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关于 0~6 岁婴幼儿游戏的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游戏价值、游戏本体论与教学游戏化、游戏活动的组织与指导、游戏环境的创设等方面，主题丰富，

但缺乏多学科视角[1]。关于游戏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平稳发展期(2000~2009 年)主要是对幼儿园游戏

类型和民间游戏的研究；深化期(2010~2014 年)聚焦于园本课程与游戏精神；创新期(2015~2019 年)主要

是课程游戏化、自主学习、游戏行为、深度学习这类研究为主[2]。但国内对于 0~3 岁婴幼儿游戏研究内

容缺乏，鉴于此，本研究以 2004~2021 年间相关研究成果为语料，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利用 Citespace 文

献计量可视化软件，考察并分析国外婴幼儿游戏研究的主关键文献、研究热点与趋势等，以期为我国科

学教育工作者立足于更宽广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之上审视国内婴幼儿游戏教育现状提供思路，为未来

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数据库的选择和数据统计 

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核心集数据库，检索式设定为：TS = “Toddler games” OR “Preschool 
children’s” OR “children’s play” OR “Play for 0~6 years old” OR “Baby games” OR “Game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ged 0~6 years”，剔除掉重复文献，总共收集到 6841 篇。检索时间为 2004 年~2021 年。 

本研究对样本数据进行去重预处理后，分别进行主题和领域共现网络分析、共被引和耦合网络分析。

软件具体设置参数如下：“时间跨度”为“2004~2021”，时间切片单位为 1 年，节点类型分别设定为关

键词、共被引文献。寻径选择最小树生成算法，其他参数不变，总体统计情况如下。 

2.1. 文献年度分布 

通过对 2004~2021 年国际发文量进行整理绘制图 1。从图 1 可以看出，自 2004 年以来，婴幼儿游戏

英文发文量总体上呈递增态势，从变化量上可以看出，2016 年、2019 年增幅较大，尤其明显的是 2016
年发文量相较去年上升了 211 篇。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629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文洁 等 
 

 

DOI: 10.12677/ae.2021.116298 1939 教育进展 
 

 
Figure 1. Number of infant games published in WOS from 2004 to 2021 
图 1. 2004~2021 年 WOS 中婴幼儿游戏发文量 

2.2. 国际英文发文量居前的期刊 

表 1 是国际期刊在一定时期对婴幼儿游戏研究刊发的论文，载文量越多，涵盖学科的信息就越多。

据表 1 排名第一是《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载文量达 216 篇，其次是《幼儿发展与护理》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94 篇，第三是《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Environmental Re-
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42 篇，由此可知心理学、教育学、医学领域是重点关注婴幼儿游戏的期刊。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English periodicals of infant games in WOS from 2004 to 2021 (Top 10) 
表 1. 2004~2021 年 WOS 中婴幼儿游戏领域英文期刊载文量统计(前 10 位) 

期刊 载文量 期刊 载文量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16 Europe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134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94 PLoS ONE 12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42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08 

BMC Public Health 141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95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39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95 

3. 研究前沿与研究热点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与时间线图谱分析 

对于知识图谱的分析主要依赖于关键词和中心性(Centrality)两大因素。借助高频关键词，可以掌握某

一领域的热点问题，寻找幼儿游戏知识网络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挖掘婴幼儿游戏相关研究

的核心知识节点，揭示婴幼儿游戏研究的发展变化。由表 2 和聚类结果可知，身体运动(physic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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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 (autonomy)、环境 (environment)、假装游戏 (pretend play)、超重 (overweight)、象征性游戏

(representational play)等 18个高频次和高中心性关键词表明了 21世纪以来国际上婴幼儿游戏研究的热点。 
 

Table 2. Keywords of high frequency and high school psychology in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s games study 
表 2. 婴幼儿游戏研究高频次和高中心性关键词 

序号 研究主题 频次 中心值 年份 

1 physical activity 487 0.21 2004 

2 autonomy 9 0.17 2009 

3 environment 216 0.16 2004 

4 pretend play 170 0.16 2005 

5 mind 86 0.15 2005 

6 depression 57 0.14 2005 

7 overweight 159 0.13 2005 

8 predictor 123 0.13 2005 

9 playground 63 0.13 2004 

10 memory 55 0.13 2005 

11 competence 140 0.12 2005 

12 boy 63 0.12 2005 

13 role 11 0.12 2005 

14 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 5 0.12 2020 

15 transition 28 0.11 2010 

16 representational play 2 0.11 2005 

17 impact 208 0.10 2004 

18 skill 183 0.10 2005 

3.1.1. 不同游戏类型相关研究 
聚类 0“prentend play”、聚类 3“outdoor play”、聚类 4“play”。 
首先，如研究者认为儿童、成人和环境特征同时存在才是影响假装游戏对幼儿发展的因果关系[3]。

也有研究结合观察和访谈方法，研究了四到五岁儿童在自然、混合和人造区域的户外幼儿园中的认知游

戏体验，观察结果表明，孩子们更喜欢这些地区多样化、具有挑战性和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整合松散

的元素多样的自然和制造的设置，混合区的支持丰富机会，探索性的游戏行为。使用非结构化材料易于

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社会性和游戏行为。相比之下，结构化材料提供了最具功能性和非娱乐性行为，

并被认为是一个乏味、可预测和乏味的环境[4]。 
其次，也有关于不同游戏类型性别差异研究，如调查在不同的游戏环境(室内和室外)中，学龄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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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闹游戏的情况，结果表明，教师回答的养育/照料和家庭/家庭类型的戏剧游戏在女孩中的受欢迎率高于

男孩，而超级英雄游戏、假装打架、追逐游戏和保护/营救游戏在男孩中的受欢迎率高于女孩。研究结果

还表明，格斗游戏和追逐游戏是幼儿教师最受限制的游戏类型，而打闹游戏在室外环境中的限制明显低

于室内环境[5]。又如，研究者通过两个公开的、以空间为中心的触摸屏游戏探索了儿童空间能力和性别

在游戏中的作用：忙碌形状，形状分类游戏，以及关系形状，益智游戏。在玩游戏之前，3 岁和 4 岁的

孩子完成了空间技能评估，发现女孩在商务游戏上的表现优于男孩，儿童的空间技能与他们在两种空间

聚焦触摸屏游戏上的表现相关。这项研究是理解数字空间游戏对儿童空间思维潜在益处的第一步[6]。 
另外，关于传统游戏与现代游戏的研究，传统游戏受到民族价值观的培养，它们在塑造国家良知方

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前阶段是儿童价值教育开始的时期，然而，最早的信息是在个性开始形成

的时期通过传统游戏获得的。因此，在这项研究中，25 名儿童接受了塞浦路斯土耳其儿童游戏，如捉迷

藏、房子、盲人迷、躲避球和鸭鸭鹅，然后鼓励孩子们玩这些游戏并进行观察，与孩子们进行访谈，以

了解他们对这些游戏的看法和游戏过程。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证明，传统游戏被认为孩子通过获得社会

生活所需的几个价值观，如尊重，礼貌，互相帮助，勇气，爱，保护，诚实，宽容，尊重的环境，耐心

和遵守规则[7]。 
最后，一些研究从理论视角来研究游戏。如为什么游戏作为儿童的早期教育，研究发现，通过角色

扮演，孩子们满足了他们像大人一样参与他们的世界的需要，同时也历史上代代相传的身体文化作为自

己的身体文化，因此，儿童玩耍和游戏不仅被认为是身体文化的表现形式，还可以作为丰富儿童身体文

化的一种手段，有利于他们的心理功能发展，用于随后的主导活动，即学习活动[8]。在精神分析中，儿

童游戏的问题归功于儿童精神分析师，研究者从考古学上重新审视弗洛伊德语料库中的游戏问题，该研

究强调了弗洛伊德的游戏概念如何与他的心理和文化的忧郁理论密切相关[9]。 

3.1.2. 游戏与婴幼儿身心健康相关研究 
游戏与婴幼儿身体健康方面，主要有聚类 2“health”、聚类 8“television”。 
如研究学前儿童肥胖率与母亲对环境的评估，当母亲认为户外环境风险因素较大，母亲会限制儿童

玩耍的时间，学前儿童在户外玩耍时间较少，看电视时间更多，从而会影响儿童的肥胖率[10]。另外，关

于幼儿使用屏幕时间和户外游戏时间与睡眠时间和模式研究，发现减少屏幕时间和增加户外游戏时间可

能有助于改善儿童的睡眠[11]。也有研究设计电子游戏促进儿童发展，干预组玩算术游戏(萝拉的世界)和
积极控制组玩早期阅读技巧游戏(萝拉的 ABC 派对)，他们在非语言推理和游戏时间方面具有可比性。结

果表明设计电子教育性游戏对低成就学龄前儿童有积极影响[12]。还有研究证明，以游戏为基础的干预具

有潜在增加儿童对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并且能够教给他们营养的知识，激发进食蔬菜和水果的欲望，

改变吃零食的行为[13]。 
在游戏与婴幼儿心理发展方面，主要有聚类6“children”、聚类1“language”、聚类11“mental health”、

聚类 10“literacy”、聚类 13“performance”等。 
首先，如研究者讨论了导致游戏时间减少的原因包括匆忙的生活方式，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减少课

间休息或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由游戏而增加学习活动的时间，并从家庭、学校、社区的角度综合提出措施

保障幼儿游戏的时间，创造最佳的发展环境[14]。其次，还有研究者实施的基于游戏的干预，如开展为期

12 周的准实验研究验证教师在幼儿园(4~6 岁)利用游戏是否可以提高早期的数字技能，以及为家庭提供

数字游戏是否能带来附加值，幼儿被分配到仅在幼儿园玩游戏的第一治疗条件或仅在幼儿园进行游戏的

第二治疗条件游戏在幼儿园和家里玩，或照常控制条件，结果表明，在幼儿园玩游戏可以让初始表现平

均和高于平均水平的孩子比对照组的孩子进步更多，而在家玩游戏可以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低成就者比其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6298


王文洁 等 
 

 

DOI: 10.12677/ae.2021.116298 1942 教育进展 
 

他条件下进步更多[15]。 
游戏材料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儿童发展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尤其是对于 1 至 2 岁的儿童，研究结

果证明自然材料、创意材料和玩具对于儿童在出生后第一年玩耍的重要性[16]。又如，研究者调查孩子将

数学玩具用于做数学教具的使用是否影响他们的学习，研究证明，实验组将视为数学玩具用作数学教具

在学习、迁移和概念知识的测量方面比控制组表现更好[17]。 
关于游戏类型与儿童智力发展的研究，研究者调查了使用数字游戏与流动和结晶智力之间的纵向关

系，结果表明，数字游戏与幼儿的流体智力有显著关系，与结晶智力不存在显著关系[18]。 
关于游戏与语言的研究，研究者通过评估儿童在三种不同的学前活动中的语言使用情况：自由玩耍、

日常活动和指导活动，结果显示，在这三种活动中的每一种活动中，儿童言语的许多特征都有显著的差

异，与日常活动和引导活动相比，儿童在自由游戏中的符号和调节功能中使用的语言更多，使用的多词

话语、疑问句和否定句也更多[19]。 
在婴儿父母参与游戏对婴儿行为影响方面相关研究发现，婴儿母亲参与育儿和父亲参与游游戏减少

了孩子的问题行为，随着母亲参与生命支持、父亲参与游戏、母亲参与身体游戏和想象游戏的增加，婴

儿的行为问题减少[20]。父母的行为起到通过其 1 至 4 岁中获取生活习惯的关键作用，探讨了儿童的习惯

对游戏和运动，使用了全面的幼儿育儿问卷(CECPAQ)，特别是与刺激领域相关的项目，数据表明，特定

的父母行为往往会刺激和有利于儿童在幼年时玩耍；然而，在性别和更高城市化水平方面发现了一些差

异[21]。 

3.2. 突现词检测图谱分析 

突现词能检测近二十年婴幼儿游戏发文中突然增加的专业术语，准确把握近二十年研究的前沿领域。

本研究根据 Citespace 的 Burstness 绘制出 2004~2021 年发文排名前 25 的关键词突现列表(如图 2 所示)，
因此根据表 2 和图 2 可知，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4~2015 年)缓慢增长期：突现词有调整(adjustment)、超重(overweight)、电视(television)、
错误信念(false belief)、行为(behavior)、肥胖(obesity)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因此，这一时期研

究主要是基于电子游戏对婴幼儿的身心健康的实证研究，但研究较少。如研究观看电视与游戏中的暴力

行为增加和肥胖率关系，研究者制定了干预方案，并且结果首次表明基于学前教育的干预可以减少幼儿

的电视/视频观看，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与减少幼儿看电视相关的长期影响[22]。又如，为了解针

对学龄前儿童的干预方式是否能在初级保健机构的健康维护中应用，是否能有效减少屏幕时间，研究采

用两组随机对照试验设计，2 至 6 岁的儿童及其父母被随机分配接受干预措施，以减少他们的屏幕时间、

BMI 和父母对攻击行为的报告，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家长报告的屏幕时间和攻击行为更少，但

BMI z 分数没有差异，因此这项研究表明，以学龄前为基础的干预可以减少幼儿的电视/视频观看[23]。 
第二阶段(2016~至今)爆发式增长期：突现词主要有课程(curriculum)、冒险游戏(risk play)、早期(early 

year)、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等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成为近三年研究热点，并且可能未

来继续持续，研究逐渐偏向于低龄婴幼儿。如为了让婴幼儿达到推荐的运动指南，他们的护理者需要鼓

励他们每天玩耍，并采用定性方法来了解母亲在出生后的头 2 年是如何看待和促进玩耍和体育活动的，

该研究表明，将干预内容集中于通过运动促进儿童发展[24]。又如，有研究考察了合作、竞争或单独的游

戏如何影响德国 4~6 岁儿童的群体观念，以及他们独立于接受者群体成员的亲社会行为的总体意愿。评

估了儿童的身体投入和父母的社会支配倾向(SDO 量表)，以了解更多儿童亲社会行为的个体间差异，结

果表明，与合作或单独玩耍相比，孩子们在竞争中表现出更强的身体投入，不同的游戏环境并没有影响

儿童随后的群体偏见或亲社会行为的普遍意愿。这些结果表明，竞争可以立即影响儿童在玩耍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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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合作和竞争玩耍对儿童随后的群体间和亲社会行为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25]。 
在研究方法上，有研究者根据教育实验设计，设计并实施了基于纵向游戏的学习干预，研究学龄前

儿童在一系列科学活动中执行功能的发展，结果表明，科学活动可以成为学龄前儿童从童话和游戏中转

移的中介方式[26]。又如，通过考察职前教师在为儿童组织假装游戏活动方面的技能发展来体现，在 80
名职前教师、6 名在职教师和 50 名年龄在 2:6 至 4:0 之间的儿童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研究。研究人员通

过视频观察、对话式访谈和现场记录收集数据，同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职前教师提高了

自己的假装游戏技能；根据教师的调查，孩子们表现出更大的参与假装游戏的意愿，并在其他活动中变

得更自信[27]。还有研究者运用文化历史分析方法，依据维果茨基关于通过游戏学习的著作来理解游戏的

目的，“游戏的目的”是了解幼儿对通过游戏学习的看法的有用方法。由此产生的研究结果可能有助于

教育者观察和不破坏他们的自主性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幼儿发展[28]。 
 

 
Figure 2. Analysis of emergent word monitoring map in infant games research 
图 2. 婴幼儿游戏研究发文突现词监测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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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国际婴幼儿游戏相关研究内容多样，并在多个学科领域进行深入探索，主要分为以

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心理学、教育学和医学领域，其它领域也有涉及，注重多学科视角研究

婴幼儿游戏，其中心理学、儿科医学注重游戏对婴幼儿身心发展研究，如电子游戏使用与婴幼儿睡眠、

肥胖影响，游戏对婴幼儿认知、情绪等实证研究，采用评价量表、并针对问题进行干预研究。 
其次，研究主题方面，主要是不同游戏类型的研究、游戏与婴幼儿身心健康的相关研究，研究范式

也采用量化研究为主，质性研究缺乏。国内的游戏研究主题主要从游戏价值、游戏本体论与教学游戏化、

游戏活动的组织与指导、游戏环境的创设是研究重点，并且缺乏早期婴幼儿游戏相关研究，研究视角单

一[2]。与国际研究婴幼儿游戏的内容相对而言，国内研究更注重一线教育中实际问题，比如，当下国内

一线教师对如何开展游戏活动存在大量困惑，研究大多来自于一线教学实践经验案例总结，但缺乏类似

国际婴幼儿游戏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最后，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大量的研究自 2015 年涌现出来。第一阶段主要集中游戏对婴幼儿身

心发展的价值。第二阶段主要集中于基于实证研究组织游戏活动，即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因此，未来国内研究应从多学科视角研究婴幼儿游戏，逐渐开展偏向低龄婴幼儿游戏相关研究，借

鉴国外的婴幼儿游戏研究工具进行本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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