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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幼儿园区角活动的设置，应该满足幼儿身心发展需

要，突出幼儿的自我学习、自我发现、自我探究、自我

成长等教育目标。科学的区角活动，要强调幼儿学习品

质的培养，要能够从丰富多彩的操作材料，营造良好的

区角环境中来激发孩子的主动性，养成认真专注的习惯，

敢于尝试和探究，不怕困难乐于想象和创造的学习品质。

一、幼儿园区域活动对培养幼儿学习品质的作用

（一）幼儿可以自主学习，发挥主动性

自主学习是幼儿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有选择地进行

积极主动的自我学习的过程。幼儿园区域活动具有自主

性。与集体活动不同的是，在幼儿园区域活动过程中，

幼儿可以选择不同层次的材料和不同的活动内容，可以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行组合不同的游戏玩法，发挥创

造性和主动性。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幼儿是受尊重的，

他们拥有选择活动内容的权利。幼儿园区域活动自主选

择的自由能够发挥幼儿的主动性，提高幼儿的自主学习

能力。

（二）舒缓个体学习差异的问题，满足幼儿的兴趣与

好奇心

每个幼儿都有各自的性格特点和兴趣，同一个年龄

段的幼儿在能力方面也各有差异。与集体活动相比，能

够自由选择的幼儿园区域活动会更符合幼儿的性格特点

和兴趣需要，因此自由选择的幼儿园区域活动能够让幼

儿从合适自己的水平（最近发展区）开始学习。幼儿园

区域活动的学习氛围是轻松自由的，可以舒缓幼儿之间

学习差异的问题，满足每个幼儿的兴趣和好奇心。

（三）让幼儿有效建构经验，激发幼儿的想象力与创

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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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园区域活动过程中，幼儿需要不断运用自身

的已知经验、知识和“新环境”进行重组（建构），不断

进行知识的内化，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完成对

“新环境”的有效建构，从而获得新经验。自己动手是

发展想象力的最佳途径，在区域活动中，幼儿拥有完全

开放的想象空间，可以大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二、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培养幼儿学习品质的困难

（一）幼儿教师忽视幼儿的兴趣

很多因素都会对幼儿教育的效果产生影响，如教育

计划、教育目的、学习氛围、幼儿的学习态度等。有教

师为了更好地完成教育计划，在日常教学中往往更注重

结果，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幼儿的兴趣和情绪。例如，在

美工活动中，教师原本制订的计划是制作地瓜干，然而

在实施过程中，幼儿往往可以制作出许多其他的美食，

如馒头、红薯饼等。此时，如果教师把教学计划放在首

位，不顾幼儿的创造力，强制要求幼儿完成地瓜干的制

作，就会形成强制教学。这样的教学没有将教学计划与

幼儿的创造性、好奇心结合起来，会导致很多问题，如

幼儿对教学失去兴趣，不再愿意参与，最终使得教学计

划也无法完成。

（二）活动内容良莠不齐

虽然怎样开展幼儿园区域活动更适合幼儿还没有一

个标准，但幼儿园教师在区域活动开展过程中要注重幼

儿的全面发展是确定的。如今，幼儿园区域活动类型多

种，然而，这些活动是否可以切实帮助幼儿提升创造能

力和思维能力还需进一步挖掘。这就要求幼儿教育工作

者注重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培养幼儿的探究能力和创新

精神，不能完全按照教学计划上的要求上课，完全按照

教学计划上的内容去讲课的行为不仅会阻碍幼儿创造力

和探索精神的发展，还会导致幼儿无法获得适当的教育

方式。

（三）材料投放不合理

材料投放随意。在材料投放方面，有教师会根据自

己的喜好或者是直接模仿，没有思考和精心设计。这样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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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投放，没有情境设置和引导，会降低幼儿对区域活动

的兴趣，导致幼儿不愿意在区域活动中进行自主探索。

材料种类单一，不够丰富。区域活动中材料的单一

性不利于调动幼儿对科学探索的积极性，反而会让幼儿

觉得无聊和乏味。教师要投放品种多样的区域活动材料，

用多种多样的材料激发幼儿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培养幼

儿各方面的能力。

三、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培养幼儿学习品质的策略

（一）合理布局活动场所，为幼儿提供一个良好的学

习氛围

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学习氛围尤为重要。幼儿教

师在设置区域活动时，区域活动的地点和整体布置要充

分满足幼儿的创造性需要。一方面，活动区域要有充足

的活动材料，保证幼儿充分地探索，帮助幼儿更好地进

行自主学习和创造性活动。另一方面，幼儿教师可以充

分利用活动室，合理地布置活动场所，如设置图书角等

一些固定的活动区域，给幼儿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教

师要充分地鼓励幼儿进行活动区域布置。让幼儿参与区

域布置一方面可以促进幼儿身心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帮

助教师了解幼儿的真实想法。这样，教师可以根据对幼

儿的了解选择针对性的教育模式，充分利用现有的区域

活动资源。

（二）以多样化的活动为载体，提高幼儿的自主学习

能力

幼儿园区域活动是幼儿教学过程中比较常见的教学

模式，对于幼儿人生观、世界观及道德观的形成有着深

远的影响。然而，幼儿园区域活动存在诸多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幼儿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虽然受客观

条件的影响，形式单一、缺乏趣味性是很多幼儿园在开

展区域活动时出现的共性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幼儿综合素质的提高。鉴于此，开展多种形式的幼儿园

区域活动，满足不同年龄、不同智力水平幼儿的个性需

要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幼儿园区域活动取得理想效果

的重要保证。例如，针对喜欢音乐的幼儿可以设置音乐

城区域，在区域中可以设置舞台和音响等设施，以便有

音乐天赋的幼儿可以演唱，激发幼儿学习音乐的热情，

从而实现培养幼儿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目标。以此类推，

幼儿园还可以依据幼儿的爱好，设置不同的功能区域，

以便幼儿能够在区域活动中有更多的选择。教师借助多

样化的区域活动，可以有效避免一些不良影响，为幼儿

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奠定基础。

（三）借助各类主题活动，启发幼儿的创造性思维

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教师需要鼓励幼儿进行大胆的操作，尊重幼儿的兴趣，

鼓励幼儿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用固定的标准和

思维模式限制幼儿。在幼儿进行自主探索的过程中，会

出现幼儿想放弃操作的行为，此时，教师应当对幼儿进

行耐心引导，给予幼儿积极的情绪，营造轻松、自由的

探索氛围，让幼儿可以沉浸在探索之中。在幼儿出现进

行不下去的情况时，教师要保护幼儿的心理，鼓励幼儿

坚持操作，不要轻易放弃。教师要引导幼儿自主地进行

动手操作，给予幼儿想象的空间，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

寓学习于生活和游戏。幼儿学习品质的培养，是

一项综合性的任务，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教师在开

展科学活动时，要与幼儿的生活游戏结合起来，在“好

奇与兴趣”的维度上，充分尊重幼儿的兴趣，从幼儿生

活经验入手，在兴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激发幼儿再

思考。在“主动性”的维度上，教师态度温和，积极鼓

励与引导可以引发幼儿主动行为的发生；在“坚持与注

意”的维度上，要耐心培养幼儿的自控能力；在“创造

与想象”的维度上，要经常鼓励幼儿，帮助幼儿树立自

信心，让幼儿在课堂和游戏中了解知识，并将其转变成

幼儿一辈子受用的活知识；在“反思与解释”的维度上，

教师首先要意识到幼儿的反思不是一味地“重复”，应让

幼儿在理解自己失误的基础上，自觉地改正。总之，幼

儿学习品质的培养是个长久的过程，需要教师根据幼儿

的年龄特点和学习特性，有的放矢进行培养。

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教师要尊重幼儿的成果，保护

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例如，幼儿在美工区用橡皮泥

做出红色的小团子，将其粘在纸上进行装饰，对教师说

这是小苹果，教师听到后要给幼儿适当的评价，如“这

个小苹果真特别，你可真有想象力呀，可以想到这个”。

当幼儿通过思考并动手操作，创作出作品时，教师要恰

到好处地鼓励，以激励幼儿做出富有创造性的作品。

四、结语

学习品质是宝贵的品格，只有拥有学习品质的幼儿，

才能充分发挥创造力和潜能。开展指向学习品质的幼儿

园区域活动，不仅能提高幼儿对幼儿园活动的兴趣，还

能帮助教师认识到自身工作的不足，对改进和完善幼儿

园活动有积极推动作用。3— 6 岁是幼儿学习品质培养的

关键时期，教师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学习品

质，能帮助幼儿更好地获取知识、增强技能。为此，幼

儿教师要关注幼儿的学习品质，分析幼儿学习品质的特

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以更好地培养幼儿良好的学

习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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