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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区域自主游戏活动作为集体活动的必要补充形式，由于充分

照顾到每个幼儿的个别差异，促进了个性化学习和探索，在幼

儿园中被广泛地运用和研究。关注区域活动的分享交流担负着重

要的作用,也越来越受重视。但是在目前幼儿园开展分享交流环

节中也存在着问题[1]。

1.1全程高控

教师在自主游戏活动后的分享交流环节中说：“在语言区，

阳阳讲话的声音很大，以后在区域活动中一定要记住控制自已的

音量，不要影响其它小朋友！”“东东，你不要这样玩！”从

这些分享交流中可以看出教师忽略幼儿的主体地位和真正的需

要，在游戏中过于要求幼儿关注活动 的规则和纪律，同时老师

在自主活动中也没有进行适当地引导。

1.2交流浅表

教师在区域活动结束时提问：“今天你玩了什么？”、“这个区

域活动好玩吗？”只将各个区域幼儿活动情况做简单的小结,并没

有涉及幼儿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交流停留在表面形式，无法抓住

分享与交流的核心，幼儿无法与同伴之间进行互动。又或者教师

在自主游戏活动中观察到了一些现象和问题把它作为典型的事例

来讲，但是这种交流的主体仍然停留在教师的身上，“一言堂”的

现象无法激发幼儿交流的欲望，幼儿只是作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

1.3无效提问

幼儿在自主区域活动中，教师提问没有目的性带着随意性，

无法把核心问题突出、放大 ，反而让幼儿分享交流偏离原来要讨

论的内容。又如：幼儿说：“老师，我做了一个漂亮的蝴蝶，你看

看！”老师回应：“哦，你好棒！”从中可以看出教师不了解幼儿

的年龄特点，面对幼儿缺乏有效回应，无实质性的帮助和促进。

2　分享交流的指导策略

分享交流作为区域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幼儿的成长

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分享交流活动发挥其功能和价值，教师要

在幼儿自主游戏中明确目标，准确定位，优化分享交流的组织形

式也是帮助幼儿及时整理、提升自身原有的经验。

根据区域活动的内容和特点，教师可以灵活地运用以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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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2.1“退”——示弱式交流

当幼儿遇到问题时对教师有依赖性，教师可以采用这个指导

策略。教师在美工区中投放了开放式材料，各种卡纸、广告纸、彩

色纸等各色的纸张，以及纸盘、扭扭棒等等。有些孩子发现了这

些材料可以做乌龟，对纸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希希说：“老师，

我会做乌龟，背部用盘子做，触角用卡纸不够硬，用什么好呢？”

“老师，那乌龟的脚用什么东西粘呀？”“老师，我用什么好？”这

时，教师露出诧异的表情回答孩子说：“我也不道怎么做呢？大家

好好讨论一下，这个盘子还可以做什么？你可以自己动手试一

试！”几个孩子果然凑在了一起，开始展开讨论并学着动手制作。

孩子们最后完成了作品特别开心。有的小朋友说：“我下次到美工

区里设计会爬的小动物，送给我妹妹，她肯定喜欢的。[2]”

这种分享交流策略就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教师以退为进，主

动示弱，让幼儿讨论尝试，从中寻求正确答案的一种方法。

2.2推——展览式交流

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操作区、建构区、美工区等一类的活动

区。可先请幼儿自己进行作品介绍，全体幼儿欣赏，然后评出最

好的或最喜欢的作品，并请幼儿说出喜欢的原因，这种交流的方

式可以使幼儿学会如何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作品，培养了幼儿语言

表达能力，并在无形之中调动幼儿参加活动的积极性，激发了幼

儿创作、表现的欲望。

如在叠叠高建筑区域中，幼儿自主选择搭建物品，积极性很

高。活动结束时老师让幼儿保留孩子们的作品，然后以参观的形

式请幼儿向游客介绍自己的作品。天天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一

起搭火车。我和轩轩、楷楷一起搭了一节节火车车厢，开始太高，

火车倒塌了。后来又搭，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明明搭的高铁，从

山洞里钻出来。高铁比火车开得快多了。”“老师，你看火车漂亮

吗？这是我们杭州的火车站，爸爸带我去过两次啦。我们打算把

三种车的站台连起来呢。”

从以上活动中可以看到，教师突出“推”，借助幼儿作品展示、

手机视频拍摄童话剧等方法，请大家一起观摩 ，让幼儿成为主人

进行讲解、描述、评价，在讨论过程中，孩子们充分发挥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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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幼儿在向同伴介绍作品的同时，发展了语言表达能力，体

会到了成功的喜悦，其他幼儿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也受到了

启发，丰富了想像力，提高了审美能力，增强了自己参与活动

的愿望。大家在共享成功的喜悦中，激发了再创造的愿望，逐

渐提高了自主性游戏兴趣。

2.3引——发现式交流

教师要善于“引”，发现式交流是培养幼儿观察力和创造

性思维的交流方法，适用于动脑筋一类的活动区，如益智区、

科学区等。如教师在自主游戏分享交流后可以提问：“冬冬，

你在玩陀螺的时候，有什么新发现？有的转的时间长，有的转

了一会儿就停下了，为什么？”“希希，你的报纸球从高的滑

梯滚下来跟低的滑梯滚下来有什么不一样？”等等。通过幼儿

对不同事物的发现、比较，探索不同事物的规律，培养幼儿积

极动脑、开拓创新的意识。

在小舞台表演区中，幼儿在表演童话剧《我最牛》，幼儿

的表演只是停留在台词和简单的动作中，于是教师把幼儿童话剧

录下来，通过看视频引导幼儿进行讨论问题：“老虎生气的时

候是怎么样的？”“牛得意的时候，它走路怎么走的？脸上的

表情是怎么样的？”童童说：“老虎一点也不凶，应该这样

的”说完她立马做了一个恶狠狠的表情，其他扮演都也使出浑

身解数，边演边说，表演立马变得生动有趣。后来教师又用手

机拍了视频在班级的电视上进行放映，请了小演员介绍自已的童

话剧，孩子们开心极了。

在区域活动中孩子们能够身心放松，充分表现自己，实现

个人愿望，和同伴轻松地探索和讨论，积极寻找解决的途径。

对许多不可能在一次解决的问题，大家尝试和同伴一起观察、

研究、实践、思索、交流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有的

办法不是最好的，却凝结着集体的智慧和探索的精神，也是孩

子们在自主活动中的最大收获[3]。

2.4辨——讨论式交流

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变得有主见，是非观念也

在增强，不再满足于教师的结论。组织幼儿进行讨论，寻求正

确答案，不仅为幼儿提供发表独立见解、辩论是非的机会，也

充分发挥幼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乐乐跑过来告诉教师：“老师，他们上次玩益智区的小朋

友把东西弄得很乱，我们连拼图都少了很多！”教师走过去一

看，果然是这样，玩具架的每个盒子里都零乱着拼图。教师请

乐乐在活动结束的时候把自己的发现说给大家听，马上有小朋友

说：“他们没有理好！”“这样是不对的”教师又问：“那

应该要怎样放呢？”孩子们就此产生了讨论并得到方法：（1）

在筐子里选材料，拿一块玩一块；（2）玩具不能混在一起玩，

从哪里拿要放回哪里。教师继续问道：“那怎么样把我们讨论

的结果告诉大家，并让大家遵守呢？”乐乐说：“我们可以画

下来，贴在益智区这里，小朋友一看就知道了。”他的主意得

到了大家的赞同，最初的益智区规则就这样产生了。随着该区

域活动不断开展，孩子们又增加了一些内容：（3 ）不要大声

说话打扰别人；（4 ）和好朋友一起分享玩具。教师又借着益

智区规则产生和收效的经验积极地引导孩子讨论了其他区域的规

则。在讨论过程中，孩子们充分发挥了主动性，将自己的想法

和同伴进行了交流，并在沟通中制定了幼儿都同意和能够做到的

规则。不仅便于幼儿理解和掌握，同时对一些平时不留心的小

问题也引起了关注和提醒[4]。

在这个案例中可以看见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个体差异，而区

域活动是通过多种材料和孩子发生互相的作用，激发孩子去发

现、思考、解决问题。当他们对新鲜的事物发生兴趣时，老

师不必急于将新的方法直接示范给幼儿，可以把问题及时地抛给

他们，留给孩子们讨论、探索的空间。孩子们从讨论中衍生出

应该制定区域的规则，带以绘画的形式提醒每个人，在实践中

证明效果远比老师的说教更有效。

3　结论

3.1让幼儿成为游戏的主人

幼儿有权决定游戏的主题，教师更多的是引导者、支持

者，教师在活动中更需要关注幼儿的情绪行为，关注环境与幼

儿之间的互动。教师观察幼儿自主性游戏，特别应该分析哪些

是封闭式材料？哪些是开放式材料？小班幼儿相对来说多投放封

闭式材料，而中大班幼儿多投放开放式材料，是否真正让幼儿

在游戏活动中起到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为使幼儿能

在游戏活动中更多地体验到游戏的乐趣，活动的组织结构应是偏

向开放的低结构，目标对幼儿隐蔽的（但老师心中是清楚

的），教师的要求尽可能转化为幼儿的需要，尽可能发挥幼儿

的主动性，创造性[ 5 ]。

3.2让幼儿表达自己的想法

对一些表达能力较弱的孩子，我们可以在交流的过程中，

引导幼儿相互讲述自己心中特别开心的事情。这样做不仅让幼儿

和同伴一起分享了快乐的感受，同时满足了他们想表达的愿望。

3.3把握分享交流的时长

教师在分享交流中要知道3-6 岁幼儿的注意力时间一般为

10-15分钟，要根据大中小班幼儿的不同发展水平和特点，把握

好分享交流的时长。

综上所述，重视区域活动的交流和分享，也是提升幼儿游

戏效果和游戏质量的必要手段，对实现幼儿健康成长和快乐学习

有促进作用。因此，教师要利用分享游戏的指导策略，积极通

过“退”、“推”、“引”、“辩”等指导策略引导幼儿积

极自由、自主全身心的参与到游戏当中，进一步提升幼儿自主

游戏质量及游戏分享效果，进而让幼儿不断地运用已有的经验获

得新经验，真正的发挥自主游戏中分享交流的的特殊功能，有

效地促进孩子健康快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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