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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区观察案例——幼儿园建筑搭建 
董  君 

（湖北省武汉市省直机关第二幼儿园  430000） 

背景资料： 
幼儿在游戏的时候，其经验往往是最综合的，不会出现语

言、社会、认知、动作等领域的割裂或具有孤立的单一性。中
班的小朋友已经开始表现出初步的社会交往探索，有与同伴合
作友好相处的意愿。 

《规程》提出：“创设与教育相适应的良好环境，为幼儿提
供活动和表现能力的机会和条件。”区域活动则是幼儿在教师创
设的具有教育性、趣味性、操作性、创造性、探索性的自由宽
松的学习环境中，自主探索学习的非正式的教育活动。 

区域活动作为一种幼儿自我学习、自我发现的活动形式，
是幼儿主动探索、自我提升的一种有效手段。材料是幼儿和知
识之间的中介，是区域活动的灵魂，是幼儿获取知识、发展能
力的工具。皮亚杰提出：“儿童的智慧源于材料。”因此材料直
接影响着区域活动的质量，关系到幼儿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在
区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在建构区中，孩子间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呢？材料
如何投放才合适呢？于是我有意识地对建构区中幼儿之间以及
他们与材料的互动进行了有目的的观察。 

观察时间：2019 年 6 月 26 日 
观察地点：中五班建构区 
观察对象：建构区中幼儿 
观察目的：重点了解建构区幼儿社会性水平发展情况和材

料投放、场地布局是否合理 
观察实录： 
观察实录一： 
当老师说现在可以开始搭建了，朱嘉桓、蔡宗轩这两个平

时喜欢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就自然组合在一起，看见落单的卢艺
萱，蔡宗轩主动的对她说：“要不你就跟我们一组吧！”卢艺萱
很高兴的答应了。他们每层用四个薯片桶当柱子，四个厚的或
者薄的长条木头混搭做梁，就这样一层层向上搭，整个过程很
用心，但也显得有些心急，特别是朱嘉桓，恨不得把心里所想
立马呈现出来，因为是个立体大楼无法从一个角度看见全部，
只见朱嘉桓这边看看，再跳过去那边调一调，似乎发现了地基
有点不稳，老师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干预。果然，好不
容易开始第三层搭建时，所有材料“哐”的一声倒塌在他们眼
前。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十来秒都没人讲话，都不愿相
信楼倒掉了。卢艺萱看看对面已经快搭好的建筑，居然乐观的
说：“我们时间不多了，重新开始吧！”蔡宗轩应了一声：“为什
么会倒呢？”朱嘉桓还是左看看右看看，突然说到：“我知道了！”
卢艺萱接着说道：“是不是我们的第一层不牢固？” 

第二次拼搭时，朱嘉桓非常注意对称，特别在搭“梁”时，
厚的月厚的木条对称，薄的与薄的对称，但开始搭第二层的时
候发现他们需要的厚的长条木头不够了，他们只剩下一个薄的，
于是想跟对面小朋友要一个，朱嘉桓在许香诺面前徘徊了半天，
鼓起勇气对她说：“我能不能跟你换一个木头？”许香诺迟疑了
许久，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很小心的将自己的木头从做好的
部分慢慢的抽出来。朱嘉桓得到了这块木头后开心的不得了，
紧紧握起拳头兴奋的念了句“YES！”就往回走，转身向许香诺
感激的说了声：“谢谢你！”就抓紧时间继续工作了。 

观察实录二： 
第二组是平面搭建，所以很快就完成了主楼的搭建。于是

他们更加注重外部设施的完善，比如许香诺完成的滑滑梯部分
和肖子辰搭建的楼梯部分，而张辰佳在这一组中负责配合他们
俩完成工作，比如跟肖子辰递搭建楼梯的小木块材料或者帮助
许香诺完成滑滑梯旁院子的围合搭建。 

观察实录三： 
搭建结束后，老师要小朋友们聚在一起通过电视屏幕欣赏

孩子们的作品，肖子辰一直专注于搭建的楼梯并没有按要求走
到屏幕前。其他孩子也会时不时的将眼光聚焦到一旁自己作品
的实物上，当肖子辰好不容易在老师再三叮嘱下一起欣赏走到
同伴跟前，朱嘉桓又直接离开队伍站在自己的作品旁，甚至要
求老师：“不如我们就看自己做的不看电视吧！”大概老师也觉
得他们更喜欢直接站在自己的作品旁欣赏就应允了这一要求。 

分析与措施： 
在实录一中，一开始蔡宗轩扮演主导者角色：邀请卢艺萱

成为自己组的成员，嘱咐朱嘉桓取材料。随着深入搭建，特别
是第一次搭建失败后，朱嘉桓凭借自己的智慧与积极争取材料
的行为成了真正的行为主导者。卢艺萱也是一名非常有智慧的
女孩子，她最先发现了第一次搭建失败的原因：第一层不牢固。
并且一直都是配合自己的同伴积极完成任务。在第一次搭建失
败后也是第一个发声：“我们时间不多了，重新开始吧！” 

在实录二中，没有明显的主导权，许香诺和肖子辰他们很
有默契的完成了平面大礼堂的搭建，然后就各自完善自己喜欢
的小细节，张辰佳则是他们执行任务的得力小帮手，随时等待
执行小伙伴的要求。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肖子辰小朋友在这里
搭建的楼梯虽然惊艳到在场的老师，觉得这个小朋友很聪明，
居然会搭建有数列规则的楼梯。在我看来，这是他重复性行为
的体验。这个进步是一份意外的惊喜和收获。 

总的来说两组小朋友，没有明确分工，但和睦相处、各负
其责。都能够主动且有质量的完成主题搭建。唯一不足是朱嘉
桓在取玩具时，拿了好多与拼搭无关的材料，没有按需拿取，
也没有及时送还。 

与此同时，从三个实录中还发现： 
1、主要材料运用了薯片桶和木制玩具较多，但从实录一发

现：准备的主要材料数量是不够的。 
2、辅助材料有一些是孩子们完全没有用到的。比如竖条型

纸盒、方便纸杯、方便纸碗，有一些是大部分没有用到的，比
如泡沫积塑。 

3、在结束欣赏部分时孩子的注意力明显还在自己的作品
上，说明这里场地的安排欠妥。 

 一、提供丰富的主材料和适宜的辅材料。 
增加薯片桶和木制玩具作为主要材料，尽量保证色彩、形

状的统一，保护幼儿审美情趣。 
辅助材料要适当合理，这次没有用到方便纸杯、纸碗等在

老师看来可以作为薯片桶的替换材料出现，也许孩子有自己的
审美，或者他们觉得薯片桶更能体现“高楼”的气势，在老师
提示薯片桶不够可以寻找替代品时，孩子们依然放弃了对纸杯
和纸碗的运用，一直将薯片桶作为柱子的材料存在。 

长条纸板也是准备的辅助材料之一，但在实际运用中孩子
们知道这种材料作为底板不够牢固，会导致楼房倒塌，也很聪
明的放弃了这一材料的选择。二度教学中可以由长条纸板换成
更大面积的方型纸板以起到更好的支撑效果。 

二、主要材料大小适度，方便应用。 
特别是搭建楼梯的小型长方条与整体楼房的搭建上，比例

有点失调，应尽量选择大小适度看起来更加协和的材料参与搭
建。 

三、适当增加小型插片玩具作为辅材补充。 
小型插片玩具可以作为建筑中的人或者花草的存在，激发

搭建情趣和美感提升。 
四、材料摆放和布局安排要合理。 
取放材料处、搭建区、观赏区应合理安排。例如在搭建小

组与取放材料处应互相平行互不干扰。主辅材料区分开摆放。
观赏区与搭建区最好有隔断或者分开摆放，在屏幕前欣赏作品
时不受已搭建实物的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