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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幼儿园区域游戏促进幼儿学习性品质的发展
李雪婷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怡邻幼儿园，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中明确指出：幼儿园要创设与教育相适应的良好环境，为幼儿提供活动和表现能力的机会与条件。

而区域游戏中创设良好的游戏环境，为满足幼儿身心发展水平、个性发展促进其学习性品质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本文分别从聚焦游

戏环境的支持、丰富游戏形式、重视、完善教师的有效观察与指导几个方面对幼儿学习性品质发展的影响提出了较为科学合理的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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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游戏环境的支持，创设科学的环境结构

（一）适宜的区域结构

一般来说，活动区所容纳的幼儿不宜超过 5 个。过多幼儿的

活动区会增加幼儿间的吵闹、打架行为且增加了幼儿社会性交往

的复杂程度。活动区的数量应根据活动室的面积、幼儿的人数以

及教学活动的客观需要来设置，不仅要让教室看起来井然有序，

在充分利用空间的基础上还要避免因区角数量过多而略显拥挤。

幼儿在各活动区进行的活动性质不同，有的安静，有的吵闹，

有的需要用水，有的需要频繁地从玩具柜中拿东西。因此，在设

置动态和静态活动区时，要根据活动性质来划分。可利用纸箱、

矮柜、钢琴等，把活动区分隔开。适当的分隔物高度可以让幼儿

不干扰别人的同时，又能对活动室的安排与空间划分一目了然。

（二）独处的游戏空间

独处也是幼儿的一种心理需要。独处的空间会在一定程度上

给予幼儿安全感。相关研究表明：将大型开放区分隔成若干小型

区域，儿童活动的品质会有所提高，即降低粗野行为、增加合作

行为。而那些到处游荡、烦躁不安以及攻击他人的幼儿之所以会

产生这类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活动中找不到独处的或私密空

间而产生不安全的心理。独处空间的创设可以利用教室角落、木

板等作为分隔物遮挡。当幼儿在独处空间活动时，教师尽量不要

参与和干预幼儿的活动，给予幼儿充足的自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二、丰富游戏材料的形式，促进幼儿学习性品质的提升

（一）材料投放具有目的性

材料承载了教育者的期望和智慧，材料投放应具有目标性，

根据近阶段的主题目标和幼儿的活动需求，及时投放活动材料。

同时，教师要在对本班幼儿培养目标有清晰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选择投放操作材料。如在迎新年的主题活动中，

围绕“让幼儿感受中国年的节日氛围，体验过年的忙碌、热闹的

氛围，”这一活动目标，在社会性活动区域——福娃超市里，为

幼儿提供大量红色包装纸、各种礼盒等，通过让幼儿在超市里的

摆放、整理、购物和互赠等活动，从而达到促进其社会性发展的

目的。在美工区中鼓励幼儿学剪窗花然后一起贴在娃娃家，把娃

娃家打扮得更喜庆。良好的游戏的体验会增加幼儿的游戏兴趣，

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游戏中。

（二）材料投放具有层次性

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指出，驱动不同层次幼儿的探

究兴趣，根据幼儿不同发展水平的需要，提供知识层次不同的材料，

让每位幼儿在自己原来的水平上有所提高，使不同发展水平的幼

儿都能体验到成功。如：大班的棋类活动区应准备各种不同棋种

的棋子，以满足幼儿不同的需求。因此，区角活动中应根据不同

年龄幼儿的身心特点投入不同层次的活动材料，做到有的放矢。

（三）材料投放具有渐进性

材料的投放要根据幼儿的学习特点和认知发展规律，由易至

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投放活动材料，不断吸引幼儿主动参

与活动的兴趣。使幼儿在不断变换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如：大班

科学区在“有趣的电”主题活动中，教师先在活动区投放塑料尺子、

布、碎纸片等材料，幼儿在玩的过程中知道了物体通过摩擦产生电，

可以吸起细碎纸片。之后投放较大张纸片，让幼儿在操作的过程

中发现摩擦产生的静电和纸片之间的关系。最后投放塑料尺子、

木头尺子、铁尺子、不同的布料、不同的纸片等，让幼儿进一步

地感受摩擦起电和材料之间的关系。材料的提供要根据教育目标

和幼儿的发展需求，定期不定期地对材料进行补充、调整。让幼

儿感受到新的变化和挑战。

三、完善教师的有效指导，鼓励积极的师幼互动

（一）树立正确儿童观，尊重、支持幼儿游戏

在区域游戏中，为了达成教育目标，教师往往会要求幼儿按

照常规的玩法开展游戏，但幼儿的兴趣也因此而削弱了，当然孩

子也失去了自主游戏的兴趣。如在“爱心医院”，幼儿对于看病

的流程及角色的职责并不是很在意，幼儿更多关注的是材料本身，

关注的是游戏的过程。幼儿在不断地与材料互动的过程中，不断

生发出新的游戏情境，幼儿在自己的游戏世界自得其乐，而教师

要尊重幼儿的想法，耐心细致地观察、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保

护幼儿的真游戏，还幼儿自主游戏的权利。

（二）坚持启发式正面教育，观察、引导幼儿游戏

在区域游戏中，当幼儿多次操作失败时，当幼儿专注手中

的工作而不小心将其它东西打翻时。教师应停下来鼓励、安慰

他一下，这将会给他们更大的动力。教师应注意在活动中适时

地给予积极的指导和评价，努力创设宽松的心理氛围，适时适

度地用鼓励、微笑等语言、动作、表情鼓励孩子大胆探索，进

行发现学习。当幼儿的游戏出现困难时，教师不要轻易去打断

幼儿，不妨耐心地观察，问题的出现往往会促使孩子们在一起

相互交流和讨论。在不断地商讨中，幼儿便学会了动手实践与

验证，学会协商、学会接纳别人的意见，在尝试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体验游戏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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