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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幼儿自主性的培养 
王素婷 

江西省人民政府直属机关保育院，江西南昌 330046 

摘要：作为幼儿园教育中较为普遍的一种新型教育活动，区域活动不仅能培养幼儿的自主性，有助于幼儿智力和情感的发展，同时还可以提升幼

儿园的整体素养，潜移默化影响幼儿的个性品质[1]。本文阐述了区域活动以及其意义，从硬件设施、游戏形式、生活环境、幼儿与教师四个角度探究

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幼儿自主性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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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有机

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制度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形式灵活、

环境宽松的幼儿园区域活动为幼儿提供充分的自由活动机会，鼓

励幼儿自主地选择，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创造力和组织表达能力，

同时区域活动也是落实《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的有效手段之一。 

一、区域活动的内涵 

区域活动是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以活动区为基本空间结构的

一种重要的自主活动形式。区域活动又称活动区活动或者区角活

动，是教师依据幼儿教育的基本目标和幼儿的发展水平划分出来

的区域，比如游戏区、美工区、科学区等，然后教师再有目的、

有计划、有主题的投放各种原材料，为幼儿营造轻松愉悦的活动

环境，让幼儿在宽松的环境中依照自己的意愿和自身的能力在较

大范围内自主选择学习的内容、合作的伙伴，进而有助于幼儿自

主性的健康发展。区域活动有三大特点：一是游戏和学习的有机

结合，区域活动不仅是幼儿的游戏活动，同时也是幼儿的学习活

动；二是游戏性大于学习性，加强区域活动的游戏性是当前幼儿

教师的首要任务，杜绝任务定向的区域活动；三是区域活动的空

间开放性和内容整合性，区域活动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整体活动，

区域与区域之间存在联系，便于幼儿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二、区域活动的价值和意义 

开发、自由的区域活动的意义在于“玩乐”，幼儿在“玩乐”

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体会生活并且收获知识，有利于

幼儿自主性的发展。区域活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给幼儿提供体验生活的机会，引导和激发幼儿对生活的热

爱，发展了幼儿的情感领域；二是培养了幼儿的动手能力，形成

良好的动手习惯，在满足幼儿需求的同时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

想象力、创造力和动手能力；三是发展了幼儿的合作意识，让幼

儿学会互相帮助、沟通交流、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2]。 

三、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培养幼儿自主性的策略 

（一）强化硬件设施，投放丰富的区域材料 

丰富的区域材料能过满足幼儿的各种需求，给幼儿提供更多

自主选择的机会。因此，加强区域活动的硬件设施，投放丰富的

区域材料能够有效培养幼儿自主性。教师应该依照幼儿的成长规

律和能力水平来挑选、提供区间活动的操作材料，首先，围绕幼

儿教育的目标，在划分好的区域内投多样、有趣的操作材料，比

如在游戏区投放各种益智类玩具、在美工区投放不同颜色、款式

的绘画工具、在认知区投放各种各样图片等。其次，教师得立足

于幼儿的发展水平，提供适宜的操作材料，满足不同发展水平幼

儿的需要，比如认识小动物时可以在饲养区养一些小动物，认识

人民币时也可以在展览区摆放一些纸币。 

（二）营造欢快的游戏氛围，增强活动的游戏形式 

“玩”是孩子的天性，特别是对于理解能力较差的幼儿来说，

游戏教学优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能够提高教学效率[3]。因此，在

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可以充分将孩子们爱玩的天性发挥出来，结合

幼儿的喜好增强区域活动的游戏形式，让幼儿在玩乐过程中认识

到何为自主性以及自主性对他们的重要性。例如教师可以在区域

活动中设计“过家家”的游戏环节，首先让幼儿选择自己需要扮

演的角色，比如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然后要求他们用扮

演的角色模拟各种各样的生活，老师在旁边引导，让幼儿在轻松

愉悦的游戏体验中懂得谦让，提高对生活的认知度。 

（三）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创设新奇的活动环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对于区域活

动来说有重要作用。外面的世界对于幼儿来说很有吸引力，生动、

新奇的活动环境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为了了解未知的事物，幼

儿会进行各种尝试，比如耳听、口尝、触摸等。所以，教师应该

根据教学内容、四季变化、幼儿的成长规律创设新奇的活动环境，

通过新奇的活动环境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提高幼儿的活动参与

度，培养幼儿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立足于幼儿与教师，促使区域活动顺利进行 

幼儿是区域活动的主体，区域活动的目的也是加强幼儿的自

主性培养。所以，区域活动的内容和方式首先得适合幼儿，满足

幼儿的各种需求，为学生提供自由活动的机会，培养学生的自主

性，然后则是安全指数要达标。教师是区域活动的设计者、提供

者、观察者和指导者，因此，老师应该做好准备工作和协作工作。

区域活动前，教师需要准备好丰富多样的操作材料；区域活动中，

教师需要引导幼儿发挥想象力，帮助幼儿在活动过程中获得一定

的知识和技能，潜移默化提高幼儿的学习能力，促使区域活动顺

利进行；区域活动后，教师需要对幼儿进行评价，记录幼儿的表

现，通过鼓励式评价让幼儿了解自主性对他们的重要性。 

结语： 

随着幼儿教育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型的教育活动开展得如火

如荼，其中区域活动开展得最为火热。区域活动不仅能为幼儿提

供一个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同时还可以培养幼儿的自主性。本

文从操作材料、活动环境、游戏形式以及幼儿和教师四个角度，

浅析幼儿园区域活动幼儿自主性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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