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的可變之道

釋放兒童游戲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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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簡介
陳一心先生（1929-2003）

　　陳一心先生於民國初年出生，歷經內戰及中
日戰爭的磨難，曾旅居四大洲，創立了興盛的國
際性企業。他從未遺忘自己的根以及自己在家鄉
度過的童年歲月，並於後半生致力幫助不幸的
人，對家鄉江蘇省啟東市的公共建設投入大量精
力和財力。

　　陳先生出生於 1929 年，14 歲時離開家鄉前往上海求學。1948 年，他來
到香港，後來遠赴英倫留學。1957 年，陳先生返回香港，加入家族企業工
作。他成功地在西非國家——尼日利亞、加納和科特迪瓦開設工廠。正如許
多同輩一樣，陳先生年輕時經歷了挫敗、戰亂和飢荒等磨練，使他在荒蕪的
地區開拓業務時，能夠應付種種嚴峻的考驗和挑戰。他為人積極向上，對事
物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而且努力不懈，因此在個人及事業上都獲得傑出成就。
陳先生的勤奮，加上穩健的投資策略，為家族事業帶來豐厚的回報。

　　父親陳兆民先生，從小開始，就教導兒子慈善事業——回饋的重要性。
1972 年在香港支持的陳兆民中學是陳氏家族第一個慈善項目。陳一心先生在
啟東修建了六所學校、一個社區醫院及家鄉所需的大量公共建設。2003 年 11
月 29 日陳一心先生溘然而逝，但他一生的慈善工作催化了 2003 年 10 月創建
的陳一心家族基金會（現“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

　　陳一心先生馳騁商界，關愛家庭，慷慨捐輸，一生備受尊崇。這位熱誠
慷慨的慈善家生前非常關注年輕一代的教育，希望他們的潛質得以發揮。以
他命名的陳一心家族基金會將延續這種精神，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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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

關於我們

　　成立於 2003 年，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是一家撥款和運作混合型基金會，
策略重點是借着發展圖書館及推廣閱讀計劃幫助改善幼兒閱讀素養和讀寫能
力。對於能提高教育成效和促進兒童個人成長發展的課外體驗式學習項目，
基金會亦十分支持。

資助項目區域

　　本基金會乃撥款機構，資助在中國內地 
（主要分布於北京、上海、安徽、江蘇及雲南）、 
香港和非洲加納的創新、高效能和具影響力的項目。

使命宣言

　　建立、支援及延續各種提升學習能力和個人發展的創新方法，以培育下
一代的潛能。

包括：
•資助本地有關團體及人士提升能力
•介紹最佳方法或嶄新意念
•擴展成功項目
•鼓勵推廣創新意念
•協助培訓圖書館人力資源
•推廣優質文學
•支持生活技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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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寄語

我們很高興呈現此案例，
分享自 2003 年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創辦

以來的一些重點工作。

作為一家基金會，
這些回顧是一次絕佳的機會，

讓我們反思我們已經做了什麼，
我們學到了什麼，

我們可以如何做得更好。

案例將詳述我們的經驗、教訓
及采用的方法，

我們也希望通過分享，
支持他人的慈善之旅。



4

2016/09/15

教育的可变之道
釋放儿童游戲天性

“教育不是填滿空桶，而是点亮火種。”
普魯塔克

　　優質教育由什麼因素組成？只有在教室裡才能學習嗎？必須要有老師才
能學習嗎？孩童和成年人的最佳學習方式是什麼？學習能不能充滿快樂？脫
離了直接教學能學習嗎？在游戲的過程中也能學習嗎？

　　在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成立之初，這些問題就吸引和啟示着我們。長期
以來，基金會堅信兒童發展前景中的學習行為在許多環境中都能發生，例如
游樂場、家庭、公園、圖書館以及孩子們的書中。基金會的使命核心是一種
教育理念，包括兒童通過游戲進行學習的先天潛力，以及快樂和有益經驗所
帶來的成長。

　　在十余年早期兒童教育的工作中，基金會推廣了多種形式的體驗式學習，
為孩子們提供活躍其中的刺激性環境。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傳統教育模式趨於
刻板，過於追求一致性，基金會的目標就是為教育提供可變之道。在如今的
高壓教育環境下，許多孩子失去了玩耍的機會，將越來越多的時間花在學業
知識和課外輔導上。我們應該如何把孩子們的學習天性還給他們？

　　中國傳統教育重視死記硬背，這跟漢語本身的特點密不可分：數以千計
的漢字，每個字都有精確的象形元素和復雜微妙的音調變化。對初學者來說，
漢語學習並不能從實驗性方法中獲益，它需要大量的服從模仿和高度專注。
受這些原因以及更廣義文化因素的影響，中國的教育更強調重復記誦的重要
性，而非創新手段。因此，盡管漢語本身博大精深充滿美感，而我們對於漢
語的習得方法，包括更廣義上的學校課堂教學在內，都顯得無趣甚至帶着懲
罰性質。

　　在培養諸如批判思維、適應力、團隊合作、領導力這些重要生活技能的
同時，基金會也致力於培養年輕一代的想象力和創造性。此外，基金會非常
重視社會化，因為教育不僅僅是個人成就的問題，而在於學習怎麼與人共同
合作。我們支持那些能發展同理心和公民感的項目，這樣才能讓學生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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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成為有獨立思想和社交意識的積極參與者。我們深信，批判性思維和創
造性思維絕不是對立的，而是相通的——對於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而言，思
考不是工作，而是另一種形式的游戲。我們的做法正體現了這一信念。

體驗式學習
　　“對於那些要學了才能做的事情，我們靠做來學。”亞裡士多德

　　體驗式學習是讓兒童通過直接親歷第一手經驗來習得知識、技能和價值
觀的過程。雖然課堂上也能學習，但絕大部分還是發生在傳統的學校環境之
外。“通過行動來學習”讓兒童能自行創造事物意義，將已學知識和新信息
聯系在一起。他們在其中經歷過的情感能夠提供如同上下文語境一樣的提示，
極大提升對信息的記憶能力。

　　對於兒童在新世紀所產生的學習需求，傳統的課堂環境已經力不從心。
當課堂扮演着理論教育角色的時候，兒童則更需要能讓他們自由選擇和探索
的環境，需要和同齡人及成人進行更有趣、更具實驗性的互動交流。

游戲在兒童學習中的角色
　　“好奇心存在於最偉大和最慷慨的腦中，也是人類最初和最後的激情。”
塞繆爾．約翰遜

　　兒童天生就能從游戲中學到東西。這是他們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部分。但
隨着時間的推移，成年人開始對兒童的日常行為加以限制，誤認為游戲是一
種對學習的逃避或休息，還認為認知能力需要紀律約束。自由游戲也許對成
年人來說意義不大，但對兒童來說是極具價值的學習機會。不游戲，兒童很
快會忘卻童趣。

　　“游戲能讓參與者感受到真實生活中被認為是稀奇古怪或者不可能發生
的冒險。游戲的某種因素能激活有效學習中需要用到的堅韌和持久。”

（引自 Institute of Play）

　　人們常說游戲是兒童的“工作”，在性格形成期，他們想要盡可能多地
游戲。通過游戲，兒童發展出情緒調節和社交能力，進行對自我和對環境的
認知，並隨着成長不斷改變擴展。兒童對世界的好奇心與生俱來，並能天生
地通過游戲來探索這個世界。雖然看起來和課堂不太相似，但這也確實是一
種學習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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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智樂兒童游樂協會
　　香港智樂兒童游樂協會於 1987 年成立，專注於發展和傳遞集游戲理論和
設計於一體的教育項目。兒童可以通過游戲來自行掌控所學到的內容，這一
理論完美體現在他們的創造中，並帶來了樂趣十足的教學體驗。兒童自己選
擇他們喜歡的活動、玩伴和時間，這個過程能鍛煉發展大腦的執行功能：抑
制性控制力、操作記憶和認知彈性。這同樣也鼓勵家長、老師、監護者和公
眾參與其中，並通過展示游戲帶來的積極影響來改變他們的慣有認知。智樂
就是這樣一家將游戲帶進香港學校與社區的機構。

　　基金會一直想引入通過游戲（尤其是在游樂場中）來進行學習的理念。
從2004年開始，基金會就成為智樂的支持者。智樂的核心方法就是寓教於樂，
這個原則與符合基金會的理念非常一致。例如基金會在所有的早期兒童閱讀
項目中都強調“讓兒童自主選擇”，堅信以兒童為中心的項目能發展他們一
系列知識和情感能力。

1. 自己的游戲自己設計
　　傳統意義上的游戲會預先設定好規則和玩法，引發特定的行為或提供有
限的行為選擇。而智樂認為應該讓孩子們來掌控游戲，包括游戲設計、規則
定義和實際操作。這讓孩子們的游戲自由度更上一層樓，學習的機會也會更
多。他們常常會選擇成年人考慮不到的方法來進行游戲。

2. 自己的游戲自己選擇
　　對游戲的自由選擇會讓孩子們意識到所有權，增強他們的獨立性和掌控
力。孩子生來好奇，善於創造游戲，會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偏好被某些行為直
觀吸引。父母 / 監護人和教育者的角色就是為他們提供一系列選擇，鼓勵新
型實驗性游戲的出現。例如，在校園游戲日活動中，智樂通常會設計多種游
戲，既有群體游戲，也有單人游戲；既有靜態活動，也有動態競爭。孩子可
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游戲，哪怕有孩子在一整天的游戲中只玩其中一種游戲
也沒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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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養孩子全面發展
　　當孩子在游戲時，他 / 她會沉迷其中，全
情投入。當人們感覺自己在特定情境下准備充
分，對自己的能力和前景都充滿自信之時，這
就是最理想的感受。在游戲中，孩子們會感受
到快樂、愉悅，也會體驗到恐懼、尷尬、挫敗
等多種情緒，這些感受有利於孩子的情感與社
交能力發展。感受這些情緒並學會如何調節它
們，會讓孩子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

智樂的游戲方法
　　智樂的游戲在表面看來非常簡單，然而每個游戲的背後都有一個經過培
訓的、高度專業化的團隊，通過合作創造出既安全又富有教育意義的游戲體
驗。團隊涉及的專業領域包括游戲理論、游樂園設計、游戲環境設置、安全
保障等等。智樂項目中這種獨一無二的聯合正是其優勢所在，吸引了香港的
眾多家庭、社區、學校、醫院、娛樂設施主體等。

1. 用孩子的視角來設計游戲
　　智樂堅信孩子是游戲的主人，以孩子的視角來設計游戲。“萬象館”的
設計就完美體現了這一理念。在房間頂部設計了透明通道，孩子在這裡可以
360 度飽覽全景，並能從上方俯瞰館內。這個設計選擇很突出也很簡單，用
心考慮到孩子們很少有機會從一個較高的角度看到外界，而他們的內心又對
更廣大的未知世界充滿了向往。細心的人會發現，在這個通道裡，成年人必
須將自己和孩子的視線放置得一樣高，才能看到懸在房頂的火車軌道和奔跑
的火車。

2. 就地取材
　　售賣的玩具通常只能有特定的玩法，這制約了孩子們的互動和創意。智
樂更樂於將隨處可見、觸手可及的東西變成游戲道具，比如竹竿、輪胎、紙
箱子等。只要加以小小的引導，紙箱子很快就能在孩子們手中變成有趣的坦
克、怪獸和跳舞蛇。就地取材的方式利於環保，也讓孩子們的想像力得以發
揮，幫助他們再次認識周圍的世界，還為老師們提供了豐富又廉價的教學道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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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角色轉換扮演
　　孩子是游戲的主體，在游戲過程中，成人會變得邊緣化。成人應該在游
戲過程中扮演觀察者和引導者，同時保證游戲安全。如果孩子出現不恰當的
行為，成年人需要小心地進行干預，不要中斷孩子游戲的興趣。比如，在游
戲過程中孩子發生衝突時，成年人首先做的並非制止而是觀察，給孩子們自
行解決問題的機會，讓孩子有機會從中學習。當然，如果出現暴力行為，成
人則要立刻介入。

4. 危險和安全
　　自由游戲常常伴隨着一些危險，這個問
題備受家長、監護人和老師們的關注。在任
何游戲活動開始前，智樂的專業人員會對游
戲環境進行最高級別的全面評估，排除安全
隱患。智樂對游戲中的“危險”有自己的主
張：讓看得見的危險存在，才能維持冒險
感。危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在環境可控的
前提下，智樂幫助孩子們來操控這些挑戰，
習得寶貴的生活技能。

基金會與智樂合肥推廣
　　2008 年在基金會的邀請下，時任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小學校長的陳雪梅
女士參觀智樂在香港的游戲項目。了解到智樂的游戲理念後，陳雪梅校長便
向基金會申請智樂游戲項目，在基金會的資助下智樂與合肥的四所小學開展
進行為期兩年的項目合作。經過這次合作後，智樂在合肥四所小學建起了獨
立的游戲室，並幫助學校培訓老師和游戲師，實現游戲項目的可持續發展。

　　智樂和屯溪路小學決定把六一兒童節作為開展游戲日活動的切入點。在
中國，六一兒童節普遍很受重視，大家也會積極慶祝。大多數學校都會以文
藝表演或者游園活動的方式來慶祝六一。但如何讓孩子成為兒童節的主角？
智樂和學校決定用游戲日取代傳統表演節目，這不僅讓孩子參與到自己設計
的游戲中，真正享受屬於自己的節日，也讓家長從觀眾席轉移到游戲項目中，
從被動的旁觀者成為積極的游戲文化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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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游戲日開始前的一周，智樂的工作人員就會開始幫助學校進行准備，
從場地布局、游戲設計、道具准備等方面提供指導，涵蓋十大種類的接近
四十個游戲。與此同時，智樂會對學校的老師和家長進行培訓，讓他們成為
孩子們的游戲好幫手。和以往的慶祝不同，孩子們可以自由選擇他們鐘愛的
活動。在創意游戲“快樂城市游”中，做工精美的大轎車和可愛的公交車緩
緩行駛在校園裡，孩子們很快就進入角色，扮演起了“公交司機”跟“轎車
司機”，觀察着路上的模擬指示牌，自覺遵守“交通規則”。玩的孩子開心，
邊上觀看的孩子也按捺不住，有模有樣地扮起了交警，開始指揮交通。這樣
的游戲不僅讓孩子們同樂，還能增加他們對交規的理解。校園另一角是女生
們熱愛的“枕頭大戰”，操場上則是男生喜歡的“攻城戰”，策略游戲令男
孩子們玩得流連忘返。

　　屯溪路小學的游戲日現在已經變成了年度盛典。在每年的評價表中，孩
子們都將這個活動選為他們最愛的校園活動。2012 年，屯溪路小學還成為智
樂在內地推廣游戲的基地，擔任起培訓其他學校的責任。在基金會的持續支
持下，現在合肥有十所學校都有了自己的“游戲日”。2013 年，學校老師們
成立了“游戲聯盟”，共同分享觀點交流經驗。屯溪路小學現任校長陳罡說：

　　“智樂游戲的確給我們合肥小學
帶來全新的教育理念，現在合肥的學
校都很支持游戲日活動，也頗受孩子
們歡迎。非常感謝陳一心家族慈善基
金對我們的幫助。最初兩年項目結束
後，基金會後續也酌情給予其他幫
助，使得我們游戲培訓交流在項目結
束後仍可繼續進行。”

　　屯溪路小學已經成為當地的模範學校和“游戲基地”，提供培訓資源並
肩負宣傳工作。“游戲聯盟”的目標就是打造一個模範地區，與中國其他地
區的學校共同培養和分享游戲理念。智樂的執行總監王見好女士這樣描述機
構與基金會之間的聯系：

　　“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是與我們使命一致的戰略伙伴。他們不被所謂服
務條款限制思維，而是去探尋‘我們為何要攜手共創影響？’基金會給予我
們尊重，也給予我們足夠空間去目標學校調查，來確定項目是否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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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

1. 游戲是兒童的天性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游戲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教育
手段。通過游戲，孩子們學到了怎樣思考、感受、反應。教育者必須認識到
游戲在學習過程中獨一無二的作用，使其來兌現許諾，滿足孩子們的成長需
求。

2. 提供符合兒童天性的教育方式

　　看似簡單隨性的游戲，其實背後有優質而專業理論的支撐。寓教於樂的
游戲需要專業游戲從業人士的精心策劃和指導。對於不斷尋求突破的學校來
說，智樂的校園游戲為其提供了創新的解決方案。智樂游戲擺脫了傳統游戲
項目的競爭性，讓孩子們自主設計，更具創造性和合作性，還為孩子們在游
戲中提供豐富的物資道具。在設計游戲的過程中，孩子們不用老師說教，就
能獲得團隊合作、創造力等教育。這與基金會堅持的快樂閱讀教育理念有異
曲同工之妙，都是釋放孩子的本真天性，讓孩子健康快樂成長。

3. 模式轉換很有必要

　　“只有那些能夠建立起不可思議的人際連接並且深諳此道的人，才能給
這一代人帶來真正的偉大進步。”納格爾．傑克遜

　　當今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工業和社會變革。無論是對於
發展思維敏捷程度（尤其是非線性聯想思維）和發展諸如適應力、情感管理
這類的非認知技巧，傳統的“被動”課堂都已經不再適用。此外，學生們根
本沒工作過，怎樣教給他們取得事業成功的技能？當跨學科能力越來越重視
知識面和想象力的時候，怎樣突出強調它的重要性？這些都是現在學校面臨
的挑戰。矛盾的是，最大的挑戰往往在於教會老師和家長，因為他們和孩子
們不一樣，上一代遺留下來的說教學習思想固化了他們的教育思維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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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從智樂到劇作家

　　基金會獻身於兒童教育事業，通過支持那些兼有挑戰性和充實感的項目
來豐富孩子們的生活，幫助老師、家長、監護者認識到游戲的意義，共同培
養游戲的果實。角色扮演是最能體現智力自由、社交自由和情感自由的結構
化活動了，因為戲劇囊括了基金會希望推廣的一切特質：它充滿創意、富有
表現力、令人身臨其境並能表述行為；它要求學生們產生情感同理心，欣賞
到細微妙處，領會到模糊含義，接受指導、傾聽建議並和他人互動討論；它
在強調想像力重要性的同時，鼓勵非模仿式記憶，並且幫助學生學習如何面
對緊張——這在未來的考試和面試中都至關重要。

　　基金會與非營利組織“花旦工作室”開展合作，支持“花旦”(hua-dan.
org) 的兒童戲劇體驗項目。花旦致力於通過戲劇體驗激發人們“正直、勇敢、
自信”的潛能，工作室成立是因為認識到藝術是社會凝聚力、情感成長與修
復的源泉，它們治愈人們，讓人們變強，能擴大人們對自己和他人的理解。

　　基金會同時也和“香港小莎翁”(s4a.org.hk) 一起合作。香港小莎翁為中
國學生們開啟了一扇通向其他世界的窗口。因為普通話和粵語的一系列新式
翻譯和改編，這一合作關系顯得格外激動人心。



12

2016/09/15

健壯的身體，健康的思維

　　基金會認識到了傳統課堂教育的局限性，力圖在教授學術知識的同時
也讓學生們學會生活技能。這種對整體學習的重視程度是很關鍵的：教
育不再局限於學校，而是走到了公共空間之中，我們可以作為市民、作
為工作者、作為鄰居、作為朋友來進行各種學習。基金會與“外展訓練學
校”(outwardbound.org.hk) 的合作正是體現了這種方式。雙方的目標一致，即
培養學生互相尊重的習慣、獨立性、適應力、同理心和合作力，與此同時，
也要建立起學生的自信心（包括身體、個人、社會三方面）和與大自然之間
的聯系——在某些社會中，城市擴張和生態破壞迅速毀滅了美麗的風景，學
生們的這一特質就更顯重要。

　　環保意識深植於中國傳統的道家和佛家思想中，在中國文學遺產中亦隨
處可尋（比如唐代詩人李白、杜甫和寒山詩中），也是在全世界上普遍存在
的共識，一如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的詩句：

讓大自然成為你的老師
她已准備好了豐富充盈的世界
來啟發降恩於我們的心智
健康地呼吸采擷自發的智慧
興致勃勃把真理探索

春日林中樹木的搏動
會更多地教導你如何做人
學會道德、罪惡和善良
勝過世間所有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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