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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幼教改革的深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颁布，家长们充分地认识
到了游戏对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意义。通过游戏促进幼儿自主性
发展，从而真正落实以游戏作为幼儿的基本活动形式，提高保教
质量，推动幼教改革的深入开展。

1　概念界定
游戏是童年中最为深刻的回忆，也是影响一个人发展的最初

阶段。每个人回忆起幼儿时期，总会有那么几个深刻难忘的游戏
片段。童年的游戏，不仅是幼儿开始逐步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
起步期，还是开发脑力、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第一步。所以，幼
儿园的发展离不开区域游戏，而区域游戏也会促进幼儿园进行更
为全面的指导教学。

1.1学习性区域游戏
学习性区域游戏，顾名思义，就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人

员当中进行的可以掌握知识与技能的游戏活动。在游戏区域内，
提供了许多不含危险的材料与设施，幼儿通过自主交流，自发地
选择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探讨，共同完成一项游戏。在游戏过程
中，幼儿会开发智力，以奇思妙想的方法激发创造能力，还能够
进行分工合作，提升自主性学习能力。在游戏开始前，幼儿园方
与教师应与家长积极沟通，商讨游戏项目以及幼儿自身状况是否
符合游戏的进行。且在选择游戏材料时要谨慎，避免对幼儿造成
物理伤害。

1.2幼儿的自主发展
一个人的发展离不开性格的培养，一个从小养成的好的性格

会让人受益一生。在幼儿园的区域游戏教学过程当中，幼儿的自
主性可以达到极大的开发。心理学上讲，自主性是性格的一方面，
独立自主的性格会让人更少地去依赖他人，更能够独立思考。在
此基础上，其他的个性都会得到全面发展，幼儿会变得积极活泼，
抗压能力增强，有主见，善于与他人交流，

这些方面的成长是靠灌输知识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家长也能
够看清孩子所擅长的方面，适当地进行培养，让孩子可以掌握
一技之长。另外，幼儿虽身心发育还不健全，但能够通过游戏
中老师的引导，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分清善恶是非，极
大地提高了幼儿的成长空间。

2　区域游戏对幼儿自主性发展的影响
2.1区域游戏为幼儿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传统幼儿园的教学体系中，为了幼儿的安全以及幼儿教师

的便利，会制定出许多规定，让幼儿教师按部就班地带领幼儿
进行学习与活动。在这种情形下，虽然基本不会发生较大的事
故与危害，但无疑也束缚了幼儿的自主发展能力，在幼儿极具
创造力与性格塑造的阶段浪费大量的时间，而学习性区域游戏的
发展将弥补以上不足。在区域游戏的实践过程中，幼儿会在轻
松愉悦的环境下，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地进行着活动。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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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安全方面需要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但与发展幼儿潜力而言，
是十分划算的。区域游戏中侧重不同方面的活动会使得幼儿得到
更多的发展与引导，并能够在一些挫折与失败方面磨砺心性，塑
造健康向上的人格。

2.2区域游戏为幼儿自主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在幼儿园内每个班级普遍都有设计区角，以供幼儿游戏。

教师也会在教室外的墙壁上设计一张图表，上面标记着各个区角
游戏区的小图标，幼儿可以通过了解图标选择自己喜爱的游戏进
行活动。比如，教师可以将五毒无害的彩笔颜料等放在区域中，让
幼儿选择单独绘画或者合作绘画；还可以设置小小表演角，在卡
片上写上不同的角色与对白，培养幼儿动脑，表演天赋以及协同
创造力。当选择的游戏发生冲突时，教师要及时协调，避免发生
不愉快的场景。

区域游戏的自主选择，不仅让幼儿可以独立进行分析和思
考，选择喜爱的游戏，还能够培养幼儿持之以恒地耐心，毕竟是
幼儿自己选择的游戏，在心理方面会更期望完成。但如果他们玩
了又不想玩了，也不能随意地调换，这样能让幼儿学到自己做的
选择的结果，无论如何自己必须得接受，也能够督促他们在选择
的时候要多加思考，谨慎选择，这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也十分有益。

3　区域游戏对幼儿自主性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于幼儿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塑造，对善恶的分辨

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界限，因此属于较难控制的群体。对于他们
而言，游戏只是一个娱乐的工具，而看不到深层次的含义，在这
种情况下，就会发生诸多矛盾。

3.1区域游戏中幼儿自主性发展存在的问题
3.1.1教师的指导不当
由于现今的许多幼儿教师在资质上存在一定缺陷，导致在教

育教学方面会比正规师范类毕业的教师缺少更有效的教学方式。
在这种情形下，幼儿的发育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计算能
力较差的幼儿，教师会让他去区域游戏内接触与计算相关的游
戏；性格内向的幼儿，教师会让他多参加与人交流的活动。长
此以往，幼儿丧失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会对区域游戏产生厌恶
的情绪，产生不良的影响。教师过度指导幼儿，虽出发的本意
是好的，但在科学性方面却是束缚了幼儿广阔的发展空间，甚
者教师若是职业道德存在缺陷，会给幼儿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3.1.2区域布置环境不足
在幼儿的游戏过程当中，不免需要用到许多道具，而这些

道具的摆放和处理又是一大难题。在传统的幼儿园中，由于对
区域角抱有“随意放置就好”的心态，会使一些危险的道具材
料隐藏在其中。教师对于游戏材料的使用指导若是介绍不足，
在幼儿知识缺乏的情况下，很容易接触这些材料，导致危险的
发生。其次，区域布置单一化，饱和化也是主要的问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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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可以看到区域内的游戏材料长时间未更换，或者堆积的满满当
当，这就使得幼儿在游戏过程中体验感变差，失去了学习性区
域游戏模块的作用。

3.2原因分析
3.2.1教师对区域游戏缺乏专业性认识
区域游戏作为一个新兴的教育模式，许多教师对其还存在着

许多认识上的不足，或不以为是，继续执行类似于“捆绑”式
的教育教学，让幼儿无法接触更为新颖的游戏活动，导致自主
能力薄弱，判断意识丧失；或过度执行区域游戏教学，完全替
代幼儿进行选择，使幼儿变得不自信和创造力匮乏。

3.2.2幼儿园对区域环境缺乏重视
只有好的环境才有好的心情，才能够更加容易激发学习能力

与创造能力，即便幼儿对于环境干净的认知还有不足，但一个
好的环境会使得他们更加愉悦。干净整洁的环境是区域角的基
础，若是对其不够重视，幼儿的学习效率会存在下降的可能。
因此，只有把游戏环境创设好了，幼儿才能在玩中学，更好地
促进其自主性的发展。

4　区域游戏促进幼儿自主发展性的策略
4.1教师的指导与帮助
为了在区角游戏中更好地培养幼儿自主性的发展，教师有着

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处于观察者的位置，
观察幼儿的游戏行为是否符合他的发展，思考如何让他更好地发
展，指出幼儿在游戏时存在的问题并给予正确的指导。若是在游
戏中遇到困难，教师要适当地给予帮助，这样才能使幼儿不会放
弃，坚持将活动内容做完，培养出坚持不懈的品质。

4.2创设轻松愉快的游戏环境
瑞吉欧人非常重视环境的教育作用，认为环境是“第三位

老师”。在区角游戏中,为了更好地培养幼儿，营造轻松愉快的
氛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游戏开始的准备阶段，教师要仔细
打扫区域内的卫生，检查是否有不利于幼儿的危险的物品存在；

游戏过程中，要适当引导幼儿进行活动，不吵闹不打架，以一
位朋友的身份与幼儿进行互动，使得他们敞开心扉，不会去排
斥老师本身。

4.3幼儿主动地自主学习
学习性区域游戏的存在，本身就是为培养幼儿自主性发展所

产生的教学项目。在游戏过程中，需要解放幼儿的天性，让他们
不觉得束手束脚，可以尽情地诉说自己的灵感与想法。教师要尽
量不去干涉幼儿的选择，让其积极主动地选择活动内容进行交流
与学习，敢于和他人提出不同的观点，不盲从他们的行为活动。

5　结语
总而言之,自主性的培养对幼儿来说十分重要，它影响着幼

儿现在与将来的发展。幼儿在区域游戏中可以自己动手动脑，
而不是被动盲目地区游戏，这让他们所体验到的是一种积极向上
的情景。在幼儿与区域活动的相互作用中，他们不再满足于教
师给予“是什么”，而更热衷于对“为什么”的探索，所以
教师不再是输出知识的教育者，而是提供舞台，指出方向，关
键时刻给予指导的“导师”。只有教师成了幼儿活动的“导
师”，通过区域活动让幼儿自主成长的目标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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