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2 期） 

1201  

教育科研 

农村幼儿园区域活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甘丽华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达仁镇中心幼儿园  711500） 

 
摘要：区域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形式，是以幼儿为主要对象，充分

利用各项教育资源条件和场所场地，以合作交流、动手实践、主动探究

等形式，组织幼儿开展的启蒙教育活动。区域活动的有效开展不仅符合
幼儿当下的年龄和心理条件，而且其更多的作为一种启蒙式教育，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启迪孩子的身心，让他们在动手实践中学习，活跃他们的

思维，为他们以后的学习或生活打好基础，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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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活动作为具体课堂的补充，是幼儿阶段的一类必要的自

主活动形式，可以辅助小朋友们的发展。而且，随着新课改和素
质教育的不断深化，对学生的各方面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包括德
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和提升，而幼儿园区域活动是启蒙小朋友身心
的必不可少的形式更应该得到各地教育机构和教育者的重视，不
断完善区域活动的各项设施，促进幼儿教学到达更好的效果，为
孩子们打好基础。本文也将就幼儿园区域活动当前所存在的问题
以及解决措施阐述了一些见解。 

一、农村幼儿园区域活动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活动空间、材料不足 
大多学校，尤其是一些经济还不够发达的教学机构或农村教

学单位，往往不重视区域活动的开展，在场地和区域活动所需材
料方面配置不完备。活动空间太小、资源材料不足的现象仍有很
多，而且，这些教育单位和教育者往往不重视区域活动这种新型
的、更适合幼儿发展的教学方式，采取的仍是固有的课堂教学法，
忽视了区域活动的优势，造成区域活动难以展开实施的现象。 

（二）区域活动流于形式 
目前，虽然大多幼儿教学机构都设置有一定的区域活动场

所，但规划的还不够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顾名思义，区域活动更多强调的是活动的场地面积，而大多学校
虽都有配置场地，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划分还不够明确和独立。
如今，区域活动包括科学区、美工区、图书区、角色区等多种类
型，但这些区域还不能完全的独立起来，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往
往会混合在一起，制约着具体区域活动的进行。另一方面，大多
数教学单位在进行区域活动时过于重视形式，忽视了内容的丰
富。区域活动内容千篇一律的现象仍然存在，缺乏创新，在形式
上不够新颖，甚至会重复，这些状况都会损害幼儿的学习兴趣和
热情。 

（三）教师没有准确定位其在区域活动中的位置 
受到传统教学模式和应试教育的长期影响，一些教师的思想

观念仍很保守，在进行具体的区域活动时更多的以教学的指导
者、纪律的维护者等身份，在一旁指导实践，二未能真正的融入
到幼儿的教育活动之中，尤其幼儿在进行区域活动时，教师观察
的不够深入，这反而影响了教学活动或区域实践的有效开展，没
有与小朋友们形成一个更融合愉悦的关系，缺乏科学的教学方
法。 

二、农村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对策分析 
（一）明确活动区域，营造充实内容 
前文已经谈到了学校区域活动流于形式，形式大于内容的状

况。因此，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更应该针对这些问题有针对性
的加以完善改进，创新活动内容，调动幼儿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
例如：在课堂上进行绘本解读的时候，如绘本《小猪变形计》，
在老师讲解完之后，可以让学生去角色区进行该绘本的演出，为
他们制作相应的道具，让他们在具体的表演之中体会故事，并加
以更好地理解。同时，通过角色扮演，锻炼学生的自信心，让学
生可以更好的表现自我，进而辅助他们的学习。 

（二）拓宽活动空间、挖掘有效资源 
针对幼儿区域活动空间不足，区域划分为独立的状况，各地

教育机构要加以重视，在场地方面尽量拓宽活动空间，并给各项
区域划分一个明确的范围，将科学区、美工区、图书区、角色区

等独立分别。其次，学校应给各个区域配备相应的资源条件和所
需材料，并督促教师充分利用各项资源条件，熟练掌握资源的运
用，在进行活动时及时指导学生有效运用，避免造成资源的浪费。 

（三）明确教师定位，完善区域活动 
老师要不断地适应幼儿的学习状况，找到一个更好的教学方

法，引导幼儿的学习。在进行具体的区域活动时，作为教师，不
应该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指导者或者监督者的身份，更多的时候，
要成为学生进行活动时的合作者，积极地融入到他们的活动之
中。而且，通过与其合作交流，不仅可以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感，
也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而更好地指导他们进行学
习，提高教学质量，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四）强化区域活动游戏性 
区域活动能强化儿童的兴趣和爱好，且能以此为依据设置活

动区域，开展组织活动。幼儿园在自主选择活动区域时，要先自
己决定活动的内容和方式、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教师在区域游
戏活动推行之际，切记不能将区域活动变得游戏化，应在深化教
育模式和历年的教学过程中做好教学模式的推进，尽量做好游戏
化教学。教师在指导时需要重视建构区、美工区、益智区等一些
学习活动较强的区域。建设区域活动游戏性时，要促使幼儿对区
域活动产生浓厚的兴趣，让他们更好地获得游戏的体验感。教师
可以在活动区命名的过程中适度进行方法渲染，让游戏的整体气
氛感觉更佳。还可以创设童话般的境界。如，教师需要将美工区
建设成为“艺术坊”“小巧手坊”等。让孩子来到这个区域内进
行假想角色构建，能通过做工或者作画的方式，将自己创造出的
产品展示出来，拿到“商店”售卖。从而让幼儿了解到买卖之间
的关系，也让幼儿在活动过程中形成基本的社会性。教师设置此
类活动，能让游戏的主题和内容保持一致。这样，教育活动才能
做到环环相扣，使活动性质能从学习直接变成了游戏。幼儿的身
份从小朋友的角色直接变成了纯粹的玩，一成不变的活动区域直
接变成了高效的游戏场地，幼儿参与游戏的积极性增强，活动兴
趣也明显增强很多。 

三、结语 
简而言之，幼儿园区域活动对促进幼儿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

的。作为教师，要充分利用好各项资源条件，辅助幼儿区域活动，
循序渐进、不断深入，进而启迪幼儿的心智，活跃他们的思维，
有利于他们的个性发展。因此，各地教育机构要积极支持幼儿区
域活动的开展，在实践活动中培育幼儿的参与意识和主观能动
性，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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