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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区域活动中教师的观察与指导 
毕丽容 

（广州市花都区幼林培英幼儿园  广东省  广州市  510800） 

摘要：区域活动是幼儿主要活动方式，是幼儿通过主题活动内容收获知识，丰富自我认知的过程。在幼儿园的区域活动中，幼
儿通过自主选择，主动、积极参与到区域活动中去。教师恰当的指导，促进了区域活动顺利、有趣、高效的展开，增进了幼儿的学
习兴趣，提升了教学质量，本文结合教育实践，对区域活动中教师的观察和有效指导发表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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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 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的观察

者、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区域活动是幼儿自主活动的有
效方式，促进了幼儿自主学习能力，使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得到有效提升，满足了幼儿个性化发展的需求。教师应该在区
域活动中加强对幼儿的观察，科学有效的引导幼儿组织幼儿进
行自主选择、合作交往、探索发现的游戏和学习。 

一、创设立体化的育人环境 
科学、合理区域活动的开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良好的教

育环境，教师应该注重区域活动的场地的合理性，区域活动材
料的科学、趣味和多样性，激发幼儿学习兴趣，鼓励幼儿大胆
探索。首先，教师要为幼儿选择合适的活动场所，可以利用教
室的空闲空间，用书架、地面划线、装饰等对区域进行规划。
其次，活动区域内要投放合适的活动材料，材料的准备要充分，
多样，这样才能创设生动形象的区域环境，如娃娃之家要有精
致的布娃娃、儿童推车等道具，促进孩子想象力的开发。最后，
材料的设置要根据幼儿的年龄、需求不同进行不同的划分。如
小班孩子可以投放一些贴近生活的材料。如布娃娃、餐具、家
庭用品等，较大的幼儿则需要准备些积木、运动道具等材料。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生活中废弃的材料作为补充材料，丰富幼儿
的区域活动氛围，增强认同感。 

二、区域活动中教师对幼儿的观察分析 
观察是指导的前提，教师只有对幼儿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才

能够懂得倾听幼儿、理解幼儿，才能发现幼儿的特点和潜力，
实施有针对性的引导。通过耐心的观察，教师会重新审视和幼
儿的相处，端正自己的教育态度。因此用心、有效的观察是十
分必要的。 

（一）幼儿区域活动中的观察 
教师要观察幼儿能否独立完成选择和计划，并且按照计划

开展区域活动。在参与活动中是否积极热情。教师在观察过程
中还要注重幼儿对游戏的设计是否有兴趣，能否利用自身的知
识和经验完成游戏中的挑战，判断游戏是否符合幼儿的发展特
点，并及时记录幼儿展现出的创造性的行为，从而站在幼儿的
角度上优化游戏环节。 

（二）幼儿与材料互动的观察 
教师要观察区域活动的设计是否科学，场地是否满足活动

开展的需要，还要时时关注区域内的材料是否主题教育目标的
要求，材料是否激发幼儿的兴趣，幼儿在利用材料时是否有困
难或挑战。在教师创设的具体情境中，提高幼儿的参与热情，
通过材料的促进，与小朋友一起完成活动任务。教师要认真观
察记录，及时优化材料设置的方案。 

（三）幼儿发展特点和情绪的观察  
教师还要观察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共性的行为特点，不断

总结幼儿行为特点，还要对幼儿的某一行为出现的几率，持续
的时间长短，进行重点的关注，确保区域活动能够满足幼儿的
学习需要，并对个别孩子的反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实施有效引
导。在区域活动的过程中要时刻关注幼儿的情绪变化，这样可
以判断幼儿对活动的兴趣和参加活动的耐心，进而分析幼儿的
爱好、理解能力、心理特点。为日后对幼儿的有效指引提供可
靠的依据。 

（四）幼儿能力提升的观察 
区域活动大多是合作的方式来参与和完成，教师要观察幼

儿在活动中能否遵照规则完成既定的计划，观察幼儿与他人相

处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观察幼儿在遇到问题时的态度，是
共同合作解决还是需求教师帮助，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坚
持完成活动，通过观察分析幼儿的性格特点、品质特征等，以
便及时的干预指导，为后期幼儿的教育提供参考。 

三、区域活动中教师的有效指导 
（一）增加师生互动 
教师不仅仅是区域活动的组织、监督者，更是活动的参与

者和引导者。教师要集中主要的注意力在幼儿身上，跟进活动
开展的进度，观察环境和材料的设置是否符合幼儿学习的需要，
了解幼儿的情绪变化，预测幼儿某些行为或结果的发生，并及
时发现引导。在轻松愉悦的区域活动中，教师也要积极参与其
中，增加与幼儿的交流互动，增进师生感情，与幼儿团结互助
完成活动任务。例如：在活动过程中可以请幼儿当“小老师”，
教师听从“小老师”的指挥安排，和同组的小朋友一起完成任
务；在关于音乐区域活动中，教师和幼儿开展合作，教师负责
弹琴，幼儿跳舞，师生共同完成舞蹈的演绎。如此一来，通过
积极的互动，构建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顺利完成学习目标，
促进幼儿在原有基础上有更好的提升。 

（二）指导语言艺术化 
幼儿对教师和家长的依赖性很强，内心脆弱且敏感。教学

在指导区域活动时，要利用艺术性的语言呵护幼儿的心灵。针
对幼儿不同的发展阶段，选择适宜的表达方式和语言。例如：
小班的幼儿语言系统不够发达，理解能力差，在对小班幼儿区
域活动指导时，教师要直接明了的表达意思，采用生动的语言
形式。中班的孩子较小班而言，有更好的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
教师善于运用引导启发性的语言，不断的提升自我。在指导大
班的活动中，教师要用更加理性和富有逻辑性的语言，启迪幼
儿的思想，提高创造能力。 

（三）角色介入指导 
角色介入具体来说，是指教师在确保幼儿区域活动不被干

扰、影响的前提下，保持区域活动的自主和趣味性而通过角色
介入进行有效引导。如：幼儿在“过家家”的游戏过程中，幼
儿自己玩自己的，有的孩子甚至无聊的摆弄自己的衣服，区域
活动缺乏沟通互动而无法进行时，教师就要适度的介入，教师
扮演“客人”的角色，来到大家庭中做客，与家庭成员之间闲
谈，调动幼儿的参与热情，并要求留下吃饭，促使家庭成员一
起做饭招待客人，还可以假装发现家中的水龙头漏水，帮助家
人一起维修等。如此一来，“父母”和“孩子”有了更多交流的
话题和机会，丰富了活动情节，促进了区域活动的展开。 

总结 
总之，区域活动是让幼儿在自由、愉快的氛围中完成知识

汲取的过程，幼儿自主选择喜欢的区域活动，增强了自主学习
的意识，增加了自我展现的机会，提高了幼儿的综合能力。教
师通过用心有效的观察，适时、适宜、适度对幼儿进行指导，
开发幼儿的智力，发掘幼儿无限的潜能，促使幼儿健康、快乐
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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