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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区域活动是幼儿园课程实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

以说，其既是课程内容，也是课程途径，更是支持幼儿

深度学习的重要策略。区域活动是幼儿一种重要的自主

活动形式，它自主性、开放性、互动性、情境性的特征，

为幼儿主动建构经验，获得自主个性化发展提供了机会

和支持。要使区域活动对幼儿发展发挥最大化价值，就

必须要在区域活动中实现幼儿的深度学习，即通过幼儿深

度学习的过程有效有序进行，使区域活动提供的“机会和

可能”成为幼儿发展的“现实和结果”。由此，支持幼儿

深度学习，应是区域活动的价值取向，也是目标追求。

一、概念界定

1. 区域活动的概念

区域活动，指的就是幼儿园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

时候，将教学的空间按照不同的功能，划分为不同的区

域，如美工区、阅读区、表演区等，并在不同的区域投

放不同的活动材料，制定相应的活动规则，幼儿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要进入的区域，或独立完成或

合作互助，既有利于幼儿的个性化发展，又能够培养幼

儿的团队意识与合作能力，实现幼儿的综合发展。区域

活动可以说是现阶段幼儿教育中最常用、最有效的一种

教学方式 [1]。

2. 深度学习的概念

深度学习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 Noninterference

和 As-trologer 所提出，他们认为传统的学习方法是一种

浅层学习，学生学的都是一些表面层次的知识，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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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符号，且其中或多或少都含有一些被迫成分。而深

度学习则与之不同，需要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将新学

的知识融入自己的已有的认知结构中，通过知识迁移，

对情境中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与学习，其中强调的

是学生的主体意识，以及批判性思维及解决问题等高阶

思维能力的培养合理划分活动区域幼儿园要根据幼儿的

数量设置活动区域的面积，保证每个幼儿都有充足的活

动空间。同时，幼儿园区域活动情景创设要求教师要根

据幼儿的成长特点，科学合理地搭配各大功能区的位置

与空间，既要保证幼儿的活动安全，也要有利于开阔幼

儿的视野，帮助幼儿打开学习的思路。

二、大班区域活动中幼儿深度学习存在的问题及

原因

1. 区域活动的趣味性较低

一方面是幼儿园在区域活动中投放的材料比较单一，

且缺乏及时的更新，不能激起幼儿对游戏活动的参与兴

趣，甚至根本无法满足幼儿的发展需求，导致幼儿在区

域活动中缺乏深度学习的契机。另一方面是在区域活动

中，大多时候都是由教师说了算，幼儿在其中的自主性

和参与性较低，还有就是关于区域活动中的材料，很多

幼儿都是将其当做玩具随意使用，根本没有对其进行深

入的探索，区域活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和

作用 [2]。

2. 教师的专业素养有待提升

由于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我国关于幼儿园教师

的培养力度有待加强，在目前的幼儿园教育中，很多教

师都未能真正理解深度学习的价值，以及区域活动的作

用，只是将区域活动作为日常教学中的休闲时刻，在区

域活动中对幼儿进行放养，且区域活动的一切主导权都

在教师手中，幼儿根本无法深入参与其中，深度学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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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受阻。

3. 幼儿缺乏知识迁移能力

学习的过程就是知识迁移的过程，通过将原有的知

识、技能和经验灵活应用于另一种情境中，构建新的知

识结构。但是在实际的幼儿园区域活动教学中，很多幼

儿对活动技能和经验的掌握，只是停留在表面层次，而

没有进行深度的分析与学习，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无

法将其有效迁移到新的情境中，导致问题无法得以解决。

4. 忽视了对区域活动的评价

很多幼儿园教师在开展区域活动的时候，都忽略了

对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表现进行总结和评价，导致幼儿

在区域活动中有所感触但理解不透的问题，无法得到及

时的解决，对教学内容的学习一直处于表面层次，不利

于幼儿深度学习的开展。而即便有部分教师意识到了对

区域活动进行评价的重要性，但所采取的评价方式也大

都比较落后，缺乏个体差异和针对性，久而久之，幼儿

对区域活动也就丧失了期待和兴趣。

三、大班科学区域活动中幼儿深度学习的有效开展

策略

1. 帮助幼儿掌握学习科学的方法

科学探究方法的获得是幼儿科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如观察、比较、分类、测量等方法的习得有利于幼儿养

成运用科学方法探究的好习惯。有效提问引导幼儿正确

使用科学方法。比如观察，当幼儿的观察只局限于他们

感兴趣的一点，而看不到事物的另外一面时，教师可以

通过巧妙提问启发幼儿按顺序观察，帮助幼儿习得正确

的观察方法，提高幼儿的科学探究能力 [3]。

2. 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

观察是一切科学活动的基础，科学开始于观察，在

科学教育中，观察是幼儿认识世界、增长知识、发展能

力的主要方法之一，教师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幼

儿的观察能力，善于启发和引导幼儿在熟视无睹、习以

为常的现象中去获得发现。教师可以借助提问，让幼儿

运用感官、工具、仪器进行直接观察，在观察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在不断的问题探究中发展幼儿的观察和

思维能力。对于大班幼儿来说，分析思考的能力是一项

重要的科学品质，科学区域活动为幼儿提供了分析思考

的物质前提，而有效的提问能够为幼儿创设良好的问题

情境，是激发幼儿独立思考的有效途径，有效的问题在

幼儿思维的最近发展区内，且具有一定的坡度和差异，

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幼儿思考的要求，在足够的候答时间

内，幼儿可以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讨论以及深入分析。

在具有思考性的外部环境中为幼儿提供有效问题，能够

引发幼儿的深度思考，从而培养幼儿的分析思考能力。

3. 提升教师与幼儿互动的质量

有效提问能够增加教师与幼儿互动的频率。在大班

科学区域活动中，教师的指导需要 . 适度、有效，为幼儿

参加科学探究活动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思维空间。良

好的师幼互动是双边的，强调幼儿与教师的有效来往，

而有效提问注重教师的理答和幼儿的候答时间，也需要

教师与幼儿的有效互动，相比直来直去的语言指导，有

效提问更能体现教师的教育机智。有效问题的提出是教

师的科学素养和专业能力的浓缩，教师将理论与实践的

积累通过有效的提问展示出来，并取得良好的结果，有

利于激发教师通过提问与幼儿互动的热情，从而增加互

动的频率。有效提问可以丰富教师与幼儿互动的内容。

不论是知识的获取，还是科学探究能力的提升，科学探

究精神的形成，都应是师幼互动的内容和目标。

4. 提高教师对幼儿深度学习的认知

在大班科学区域活动中引导幼儿进行深度学习的时

候，教师作为区域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其自身对幼儿深

度学习的正确认知，是区域活动中幼儿深度学习全面开

展的必要前提。为此，幼儿教师可以通过自主学习与亲

身实践，不断加强自身对深度学习理论的理解与掌握，

丰富自身的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全面细致

地了解幼儿深度学习的内涵、特征及方法，并结合自身

的实践经验，一步一步内化自身所获取的深度学习理论

知识，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此同时，教师也可以积

极参与深度学习的教学培训或学术会议，掌握更多深度

学习的理论，不断提升自我，并在培训的过程中，积极

地与其他教师分享彼此的教学实践经验，大胆地提出自

己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扰，整合其他教师的意见和

看法，对深度学习有一个系统、正确的认知 [4]。

5. 增加幼儿互动兴趣，发展交流表征能力

有效提问绝不仅仅是教师的问题展示，它是互动性

的，有问有答才是有效提问的作用体现，幼儿的回应是

检验提问是否有效的重要依据。在科学区域活动中，有

趣、生动的提问能够让幼儿对教师产生崇拜、热爱之情，

从而乐于跟教师沟通与交往，激发幼儿的探究热情，为

幼儿提供崭新的思考方向，使幼儿乐于在科学区域活动

中与教师分享所得，提出困惑，有利于拉近教师与幼儿

之间的距离，增加幼儿的互动兴趣，提高师幼互动质量。

有效提问可以帮助幼儿发展交流表征能力。大班幼儿的

语言表达能力发展迅速，模仿能力和学习能力均有提高，



20

教师专业发展与创新教育研究3卷12期
ISSN: 2661-4987(Print); 2661-4995(Online)

在有效的师幼问答当中，幼儿可以学习交流技能和表征

的方式，从而更加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对教师的有

效提问作出回应。

四、结束语

为了进一步加强幼儿的学习效果，促进幼儿的综合

全面发展，科学区域游戏活动将科学教育活动寓于科学

游戏之中，为幼儿创设富有情节性、趣味性的游戏内容

和科学合理的环境，能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

幼儿提供自我观察、自主探究、自主学习以及和同伴进

行合作的游戏机会，培养幼儿勤于动脑、乐于探究的习

惯，从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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