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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目前班级区域环境中的区域规划不合理、空间布置不
清晰、材料归纳杂乱、墙饰环境等教室版面缺乏启发儿童产生
学习和共鸣的教育意图，透过这些没问题，我们尝试在基于儿
童立场、生活化课程、游戏化精神等层面出发，着手于班级区
域游戏玩法的适宜性、班级区域材料的动态性以及班级区域环境
的可持续性的再调整、再优化从而使班本课程和班级室内环境的
有机融合。通过满足儿童兴趣和个性化成长需求，创设支持儿
童个性化发展的环境；以儿童为主体更好地调动幼儿学习的积极
性，营造温馨、开放、富有美感的的可持续性班级环境；透
过环境所蕴涵的教育意图让儿童学习更生动、更有效，发挥和
发展幼儿的主体性培养良好的学习品质。

1　以班本课程结构出发，调整区域游戏适宜性
《纲要》中强调：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该通过环境

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儿童发展。因此，我们根据儿童的认
知能力和年龄特点以班本课程的结构为载体，分别规划和调整不
同区域的游戏，使得区域游戏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完善，更贴近
儿童的兴趣需要和学习能力现有水平。让区域游戏紧跟班本课程
研究的步伐，“班本课程研究到哪一步班级区域游戏就玩到哪一
步”这样“步步为营”的规划调整使得儿童学班本课程的研究有
了更充分的学习条件和空间。

1.1班本课程网络图，让区域游戏更加丰富、多样
在班本课程生成之前将儿童发散的思维用图形的方式呈现，

结合颜色、图像、符号和文字使之更加形象化和具体化，生成独
有的课程网络图能激发儿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如，在开展班本课程《石榴》时调整美工区游戏内容过程中，
师幼共同对美术区活动进行大讨论：“我们想要画一个大大的石
榴”“我想用瓶盖和纽扣制作石榴籽儿”“石榴是红红的，我要用
红颜料画出来”......通过师幼的共同讨论，在教师的有效引导下
美工区开展了：“石榴印画”、“鸡蛋上的小石榴”、“泥工石榴”、“石
榴涂鸦墙”、“石榴兄弟”等多样的游戏活动。

在区域游戏的调整过程中，儿童展现出了积极主动、认真专
注、不怕困难、勇于探究和尝试、乐于想象和创造等良好的学习
品质，也让教师看到了透过课程折射的教育意图，开发儿童的潜
能，让老师坚定以儿童为本的信念。

1.2班本课程全员参与，让区域游戏更加适宜、有序
蒙台梭利强调，环境要能解放精神、促进独立并且允许活动，

同时优美、安全和有序。针对班级区域游戏“多而杂”无法让班
级区域游戏体现“精而细”的现象，我们结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特
点和个体差异，有针对性的投放和开设不同的区域游戏。结合小
班开展的班本课程《石榴》在益智区游戏中针对儿童对石榴颜色
的敏感开设关于颜色分类的游戏，从颜色的数量、种类、深浅等
层面引导儿童进行由易到难的点物匹配和整体归类尝试将益智区
游戏和当前的班本课程有机结合。在生活区游戏中结合儿童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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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课程的实际体验开设了：榨果汁、水果沙拉、剥水果等实际
操作让幼儿自主选择游戏内容。充分利用幼儿、教师、家长资
源将班级区域游戏规则全民商定、共享确保区域游戏更加适宜幼
儿自主深度学习。

2　以班本课程内容出发，优化区域材料动态性
对儿童而言材料本身就是充满教育性的活动，儿童在区域游

戏过程中使用材料，积极地探索和创造，不同儿童对同一种材
料的使用都会激发和碰撞出无限的精彩和可能。在游戏区域材料
的优化中，教师应根据儿童年龄特点和当前幼儿的兴趣和需要，
可围绕“一个主题”、“材料数量”、“材料审议”等层面
借助班级空间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

2.1 材料本身由单一到创意改造，让材料更具开放性
开放式的材料能满足儿童的不同发展需求，并能通过材料保

持儿童长期的学习兴趣，并能深层的推动儿童在原有的基础上得
到进一步的提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教师作为室内区域材料的
主要投放者应遵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发展需要，本着“底结构，高
开放”的原则为幼儿提供更多自主探究、思考创造的空间和机会。
同一种材料的创造性投放在玩法和使用上真正做到“一物多玩，
一物多用”，着重挖掘材料和玩具的开放性，更好地满足儿童自主
学习和探究。

一是通过自然物材料的真实性，帮助儿童结合生活中的使用
经验在区域游戏活动中能产生更多有趣的游戏故事。例如选择秋
天的落叶，发现相同的叶子颜色会根据天气的变化而变化，投放
15×10规格的白板，引导儿童将树叶的变化进行排序，发现了树
叶颜色“由绿到红到棕”的变化规律。同时，将树叶粘贴在画纸
上利用儿童对颜色敏感进行创意印画，让生活中的自然物材料充
分利用，成为儿童学习、创造的有利保障。二是利用材料与材料
的组合应用，让游戏游戏产生更多效应。例如将自然物材料：树
枝和树叶结合建构区清水积木利用桌面和椅面的不同高度建构造
型各异的石榴果树，实现自然物与材料的有机结合，更好地支持
儿童进行立体化的创意建构。

2.2材料数量由精简到有机添加，让材料更具教育性
在班级区域材料的添加过程中，尝试“先减后加”的思路让

班级区域的材料与当前班本课程的研究更切合，针对班级环境现
场，去除与当前班本课程研究不适宜的材料，做到减类别，减数
量，增加适合儿童兴趣发展的，能为接下来班本课程学习更深入
的支持性多样性材料。同时在每个游戏区域中设立材“材料库”期
间发动家长资源搜索各类资源,以《石榴》课程为例：石榴和石榴
籽儿、石榴叶子和树枝、测量石榴树工具、其他生活实物、关于
石榴绘本、石榴名画欣赏、画架、记录单、幼儿作品等辅助材料，
儿童可根据在游戏中的需要自主领取所需的工具和材料，让班级
材料更具个性化。

2.3 材料审议由专断到师幼共建，让材料更具支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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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教育课程可以使他们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不易做出伤人伤己的

行为，让学生知道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为了帮助他们拥有良好的

心理状态、是为了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素养，由此让学生能够

重视这门课程，从而将注意力由别的地方转到该课堂上来。当

学生的情绪低落的时候，作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师更需要关

注学生的一举一动，关注他们产生该情绪的原因，帮助他们合

理的管理自己的情绪。管理情绪并不是所谓的压制情绪，学校

心理教师已更改帮助学生适度合理发泄自己的情绪，不能够把情

绪带到课堂上来影响自己听课的质量和效率。低落的情绪使学生

变得悲观、思维迟缓、反应迟钝等等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会

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相反如果学生对学习产生积极的情绪，

会促进学生对课堂的投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4]。

4　总结

学生的注意力不集中是由很多原因导致的，不仅有外在环境

的影响，也有学生自身的原因。看似是注意力的不集中，但是

里面可能包含着许多的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只是程度比较轻得

不到家长和教师的关注。在高中这种重要的时间段里，学生的

听课质量与学生的注意力是紧密相关联的，学生想要提高自己的

学习质量是非常有必要进行注意力训练的。学校的心理教师可以

根据学校的安排或者课程的规划对学生进行团体训练，同时对学

生的压力和情绪也要进行定期的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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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材料的投放前审议，教师采用“实践观察”进行
充分的分析，如“材料的教育价值是什么？”“材料可以让幼
儿获得何种经验”“材料投放的种类和数量是否需要逐步增减”

“以班本课程为基础投放的材料是否合适”，接着在材料使用过
程的审议中，教师借助有效的观察对儿童使用材料的情况；材
料本身的消耗程度；根据把本课程投放的材料是否涉河幼儿经验
的发。最后对材料使用后的审议中，重在研讨材料的使用价
值，以及如何使用能更有效的提升班本课程的学习深度。这些
方面需要利用是有互动，家长志愿参与，家委线上研讨等形式
由教师专断投放转变为共商议齐投放，丰富了班级区域的材料，
加深了和班本课程融合的区域游戏。

3　以班本课程价值出发，推进区域环境可持续性
班本课程的价值在于培养幼儿自主学习品质，促进幼儿多元

化的发展；提升教师教育能力，激发教师专业发展内驱力；充
实幼儿园园本课程，提升幼儿园整体课程开发水平。借助这三
方面的研究和区域环境相融合使得儿童能在既定的班本课程实践
研究中得到深层的发展。

3.1 培养幼儿自主学习品质，促进幼儿多元化的发展
《指南》中指出：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

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和需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幼
儿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帮助幼儿养成积极主动、认真专注、
不怕困难、勇于探究和尝试、乐于想象和创造等良好学习品
质。班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结合区域环境的教育共鸣保证幼儿在
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培养幼儿的自主探索，促进幼儿多元化的
发展。

3.2 提升教师教育能力，激发教师专业发展内驱力
区域环境的创设是教师专业能力的重要体现，区域环境应体

现教师的教育意图以及隐含的教育内容。实施班本课程对教师而
言，不仅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包括教育机智和智慧。捕捉

有价值的事件进一步深化和引导，利用充足的知识储备应对突发
的教育故事，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教育水平，驾驭、拥有生成课
程的素质和能力，同时将班本课程内容以创造性的呈现在区域版
面，两者有效的结合通过环境将研究过程得以展现提升了教师的
专业水平，使班本课程更具教育活动力。

3.3 充实幼儿园园本课程，提升幼儿园整体课程开发水平
环境是园本课程的已不能，班本课程是幼儿园园本课程的资

源基础，是幼儿园课程目标达成的桥梁和课程顺利实施的载体，
是幼儿园文化的组成部分。教师对班级课程资源的挖掘，有利
于丰富幼儿园课程内容，提升幼儿园整体课程开发的水平，挖
掘幼儿园园本课程价值，促进幼儿园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
展。打造独有的以园本内容为特色的校园环境。

总体来说，班本课程和班级环境应是相辅相成，相互作
用，运用而生的。班本课程体现了儿童研究的过程，那班级环
境就是幼儿研究的成果；班本课程是儿童自主学习的起点，那
班级环境就是儿童自主学习终点的补给站。用科学的方法让班本
课程与班级环境有效融合，引导幼儿与环境对话，与材料互
动，在自主学习的道路上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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