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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园数学区的环境创设与材料投放策略
——以深圳市龙华 区 S 幼儿园为例

马　芬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第三幼儿园，广东 深圳 518110）

摘要：幼儿园数学区是以幼儿数学学习的兴趣需要和能力为前提，结合学前数学教育目标为幼儿提供充足时间和空间支持幼儿自主

探究，学习数学并应用数学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积累数学经验的场所【1】。而数学区的环境创设和材料投放是区域活动实施与开展的最

重要物质基础，是区域活动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障，适宜的数学区创设对促进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本研究以 S 幼儿

园为例，基于园所数学区创设的现实问题，形成以下幼儿园数学区的环境创设与材料投放的适宜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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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园数学区环境创设与材料投放的主要问题

（一）数学区空间缺乏规划，吸引力不足

本研究中 S 幼儿园没有单独设立数学区，数学类相关材料是

融入操作区或科学区进行投放，以致数学区材料数量少、陈列散乱，

缺乏整体性与逻辑性，对幼儿的吸引力不足，幼儿在操作数学材

料时也易受操作类（益智）、科学类材料（自然科学、物理科学等）

影响，区域墙面设计、区域规则、材料标识中的数学元素较少，

不能很好体现数学区及数学材料的教育价值。

（二）数学区材料指向的学习内容失衡，教育目标单一

本研究中 S 幼儿园尝试用数学核心经验指导数学区域活动材

料的投放，但是在投放材料时对其投放目标及指向的学习内容缺

乏考量，材料包含的学习内容多集中在“数概念与运算”“几何

与空间”，其他学习内容如“比较与测量”“集合与模式” 版块

的材料较少。

（三）数学区材料投放缺乏层次性，不适宜幼儿的实际发展

水平

数学的学习与发展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也会表现出一

定的阶段性特征。幼儿整体的数学学习也需要遵循一定的节奏和

规律来进行，在每个年龄段都有特定的发展需要，数学学习也有

相应的目标。通过研究发现，S 幼儿园投放的活动材料存在难度

不适宜幼儿实际发展水平的情况——过于简单或过于复杂，同时

材料的层次性单一，没有充分理解和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

二、幼儿园数学区的环境创设与材料投放策略

（一）创设区域环境

1. 合理规划空间布局

（1）空间范围适宜

数学区的活动内容需要幼儿进行安静思考，耐心操作，因此

数学区的位置尽量不要与较为嘈杂、动静较大的区域相邻，如娃

娃家、表演区等，动静区分，避免相互干扰，教师可以利用矮柜、

架子、桌子、屏风、吊饰等隔断，在活动室中分割出一块相对独立的、

宽敞的空间，利于幼儿摆放材料、操作和独立思考。

（2）提供多种辅助操作设施

由于数学区内很多活动内容都和操作有关，在数学区创设时，

为确保幼儿有足够的空间自由活动，可尽量使用一些可拼装的桌

子，便于根据活动内容调整桌椅，满足小组、个别等多种活动内

容需要，同时可提供操作毯供幼儿取用，便于幼儿在操作材料较

多不能清晰展示操作过程或桌面空间不足时，拓展幼儿活动的空

间，避免互相干扰或同座之间拿错材料。

2. 师幼共同创设，关注幼儿的主体地位

在实际的区角创设中，多以教师的视角包办，导致幼儿对数

学区角的参与度不高，不爱护区域环境，不了解区域材料。因此，

教师要了解幼儿的需要，观察幼儿的兴趣，与幼儿共同探讨创设

区角的问题，积极引导和鼓励幼儿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区域墙面的

装饰，区域标识的设计等，增强幼儿的归属感、自豪感，教师应

鼓励幼儿在区角创设完成后积极参与数学区活动，引导幼儿与环

境积极互动。

3. 提升墙面的可操作性，创设互动的数学区环境

幼儿的数学学习依赖于动手操作。在创设环境时，不能只重

视美观而忽略环境的教育价值，要结合班级幼儿的发展特点，设

计互动式的墙面环境。另外，老师还可以将教育目标融入环境创

设中。如扑克牌大战，教师将扑克牌的数字或花色镂空，张贴于

墙面，幼儿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发展，在墙面上完成分类、点数、

配对、比大小、加减运算等多种操作，这一设计将“数概念与运

算”“比较”等数学核心经验融入到墙面的具体表现内容中，提

升了墙面的可操作性，增强了幼儿的操作兴趣。

（二）投放区域材料

1. 促进数学区材料的均衡性投放

S 幼儿园以黄瑾、田方主编的《学前儿童数学学习与发展核

心经验》及《深圳市优质特色示范幼儿园创建指导手册》中对数

学活动材料的要求为投放依据，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发展水平，

弥补了现有材料指向的数学核心经验失衡的问题，保证数学材料

的种类至少在三种，且每类材料大约有 3—5 个。

2. 促进数学区材料的层次性投放

（1）规划材料放置位置，做到分类分层投放 

数学本身具有内在逻辑性和严谨性，S 园以数学核心经验为

基础，按照学习内容将材料分层摆放，如将包含“数概念与运算”

的材料放置在材料柜的第一层；“几何与空间”的材料放置在第

二层；“集合与模式”的材料放置在第三层；包含“比较与测量”

的材料放置第四层。方便幼儿取放材料的同时，也为幼儿创设一

个有逻辑的数学学习环境，有利于潜移默化地发展幼儿的数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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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2）尊重个体差异，满足幼儿发展需求 

①同一教育目标的不同层次性投放

不同年龄幼儿数学关键经验并不相同，比如针对“分类”这

一教育目标，小班幼儿是按照物体的一种外部特征（颜色、形状、

大小、高矮、长短等）进行简单的一维分类，投放的材料可以是

夹不同颜色的珠子、送图形宝宝回家等。中班幼儿能按照物体的

特征（性质、功能用途等）、进行分类，如自行车和公交车是一类，

都属于交通工具。同时中班也能初步尝试多重角度分类，即不同

的幼儿可以选择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同一物体归到不同的类别中，

如投放多种不同形状、颜色、大小、花纹等的小木片，鼓励幼儿

根据自己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大班幼儿能够学习对物体进行多

重角度分类、层级分类以及同时按物体的两种以上特征进行分类，

如“大的且黄色的”。同一目标下，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不

同核心经验投放材料，对促进幼儿数学能力地整体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

②同一材料不同年龄的层次性投放

研究发现，有些数学区材料因结构低、玩法多样等特征，会

在各年龄段进行投放，但教师预设玩法单一，并不适用于各年龄

段的幼儿的发展水平，过难或过易。接下来，以“橡皮筋变变变”

为例（图 1），把握材料投放的纵向层次性。

（图 1）

③同一材料同一年龄的层次性投放

幼儿的发展具有个体差异性。在材料投放的过程中，教师应

注重为不同能力层次的幼儿设计、提供不同难易程度的操作材料，

以满足不同发展水平幼儿的需求，使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根据自

身能力情况选择不同的难度的玩法，不断趋近最近发展区。接下来，

以大班“100 板”为例，梳理材料投放的横向层次性投放（图 2）。

（图 2）

3. 促进数学区材料的趣味性投放

经研究发现，幼儿喜欢的数学材料多为可合作、生活化、玩

法多样、有挑战、有惊喜、有故事有情景的，基于此，建议积极

关注幼儿的兴趣，调整和丰富数学游戏的形式，使材料更具趣味性，

这样才能调动幼儿的热情和参与兴趣，从而激发探究欲望。

4. 促进数学区材料的动态性投放

（1）及时修补、完善

材料投放一段时间后，部分经幼儿的反复操作会出现老旧、

破损、缺失等情况，教师要保证至少一个月两次的检查频率，将

问题材料及时完善、修补，缺失材料进行添加，无法操作材料进

行重新更换，保证幼儿能正常操作。

（2）及时更新、保鲜

一份材料投放一定时间后如若不及时调整，很可能让幼儿失

去兴趣，从而导致数学区吸引力不足。如果教师能多观察、多思考，

根据幼儿活动中的表现，分析、反思幼儿不感兴趣的原因，结合

不同时期幼儿的兴趣、发展水平及操作情况等方面对这些材料进

行补充和调整，就可以挖掘材料的新功能，进一步延长幼儿对活

动的兴趣。

三、结语

总之，幼儿的数学学习不是灌输和强化训练，幼儿园数学区

域环境的创设和材料的投放， 应该立足于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需

要，投放适宜、 科学、生活化、游戏化的可操作材料，让幼儿在

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和实际操作中构建初步的数概念，感知数学

的有用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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