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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幼儿园活动区游戏中教师的观察与指导策略
肖　婷　陈佳玥

（咸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42）

【摘　要】在幼儿园教育阶段，游戏是幼儿进行学习的关键形式之一，原因在于幼儿本身偏好参与游戏，同

时游戏也相对契合幼儿不足的认知水平。活动区游戏正是游戏活动的形式之一，对于幼儿的成长与发展而言较

为关键。而考虑到幼儿难以自力有效参与其中，教师需要以即时观察为依托了解幼儿在游戏参与中的实际状态

及表现，以便在幼儿提出需求时及时提供指导，帮助幼儿更加科学地参与活动区游戏。为此，幼儿园教师首先

需要明确自身观察指导在活动区游戏中的作用以及应用现状，然后才可以为后续采取必要策略提升其效果的实

践过程提供方向性的指引与支持，确保活动区游戏的价值可以得到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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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活动区游戏是指教师利用活动区创设游戏情境，

将游戏内容选择权交予幼儿的游戏活动。在此过程中，

幼儿受限于不足的认知能力，可能在自主选择过程中

遭遇困难。受此影响，教师在活动区游戏中的观察与

指导也就显得尤为关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幼

儿通过活动区游戏所能实现的成长，需要教师确保观

察指导质量，为幼儿参与游戏的过程提供保障。

1 幼儿园活动区游戏中教师观察指导的作用

教师在幼儿园活动区游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实际进行的观察与指导可以发挥可观的支撑性作用，

需要明确予以认识和发挥。具体而言，作用主要体现

在帮助幼儿发展其社交意识以及能力，增强幼儿在游

戏中的知识经验积累，为幼儿的个性化成长发展过程

赋能等方面。

1.1 帮助幼儿发展其社交意识以及能力

在学前教育阶段，幼儿处于社交能力形成的关键

时期，在活动区游戏中又经常在彼此之间出现争抢游

戏材料的问题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教师需要介入并

提供指导，以防幼儿的问题社交行为妨碍其社会行为

意识成形。由此可知，教师在活动区游戏中进行观察

和指导一方面可以明确把握幼儿及幼儿彼此之间的参

与表现，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必要时提供指导，化解幼

儿之间因各种因素而起的矛盾冲突问题，助其发展社

交意识和社交能力。

1.2 增强幼儿在游戏中的知识经验积累

在具体的活动区游戏参与过程中，幼儿可以接触的

游戏材料和游戏形式较为多样，难免在实际参与中遭遇

意料外的问题，需要教师保持观察并在幼儿遭遇问题后

提供相应的指导。换言之，教师的观察与指导可以帮助

幼儿克服活动区游戏参与过程中的困难，同时减少幼儿

的探索盲目性，引导幼儿更加准确地获取知识和培养能

力。此外，科学指导还可以帮助幼儿在活动区游戏积累

更多的游戏经验，助其获得自信与成就感。

1.3 为幼儿的个性化成长发展过程赋能

受身心成长状况和家庭教育影响，不同幼儿在成

长发展方面的实际需求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为教师的

教育教学工作开展提供了差异化进行的要求 [1]。在活

动区游戏中也是如此，教师需要差异化地满足不同幼

儿的成长发展需求，以便尽其所能地帮助所有幼儿获

取符合其需求的成长。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观

察与指导把握不同幼儿实际的参与表现，进而围绕其

表现和需求提供科学的引导，助其更加顺畅地参与活

动区游戏活动，实现个性化的成长与发展。

2 幼儿园活动区游戏中教师观察指导的现状

当前受限于部分主客观影响因素，部分幼儿园教

师在活动区游戏中进行观察指导时的表现差强人意，

仍需面对并解决部分现实性的问题状况。具体而言，

问题集中表现为教师尚未明确自身在游戏中的角色定

位，在投放材料之前并未充分观察幼儿状态，观察指

导未体现对于幼儿主体性的尊重等。

2.1 教师尚未明确自身在游戏中的角色定位

当前，部分教师在活动区游戏组织过程中尚未对自

身角色定位形成正确的认识与重视，主要表现为或是过

度干涉或是彻底放任，并未有效把控教师观察指导的程

度，也就难以发挥观察指导所具备的积极促进作用。在

过度干涉的情况下，当幼儿受认知能力影响中断游戏进

程，教师会直接告知幼儿下一步如何处理以节约时间。

而在彻底放任的情况下，教师基本不作观察和指导，而

是交由幼儿自发地按照自身喜好参与活动区游戏。两种

情况都会影响到观察指导的实际效果。

2.2 在投放材料之前并未充分观察幼儿状态

在活动区游戏活动中，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幼儿

的自发参与，二是游戏材料的有效投放，然后才可以

实现该活动的教育价值 [2]。而当前，部分教师在投放

游戏材料时的科学性表现差强人意，主要原因在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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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并未在投放游戏材料之前充分观察幼儿的实际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不仅难以确保材料投放具备目的

性与明确性，同时还有可能干扰幼儿继续参与游戏，

更是有可能因为材料投放不契合幼儿所处年龄段而致

使活动区游戏在整体层面失去教育价值。

2.3 观察指导未体现对于幼儿主体性的尊重

活动区游戏活动设计实践均对幼儿的自主性和自

发性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始终立足于尊重和确保幼儿

的游戏参与主体性地位，以便确保幼儿可以自主且自

发地参与其中，实现相应的成长与发展。而当前，教

师在活动区游戏中进行观察和指导时并未充分地实现

这一点，仍然更加关注游戏活动开展状况和教育目标

实现情况，也就难以回应幼儿的偏好与需求，以致于

幼儿难以在活动区游戏参与过程中维持充足的参与兴

趣和意愿，进而影响到观察指导的教育价值实现过程。

3 幼儿园活动区游戏中教师观察指导的有效实践

策略

为求在活动区游戏中有效地进行观察和指导时，

幼儿园教师需要从自身实际的活动区游戏设计组织现

状出发进行分析，以便实事求是地采取科学的策略予

以实现。具体而言，教师可以采取包含把握活动区游

戏内涵以明确教师角色定位，在充分观察幼儿表现后

精准投放游戏材料，以尊重和确保幼儿主体性地位为

基本前提在内的实践性策略，更加有效地在幼儿园活

动区游戏中进行观察和指导，科学引导幼儿在参与游

戏活动的过程中取得成长。

3.1 把握活动区游戏内涵以明确教师角色定位

为求在活动区游戏中进行科学的观察与指导，教师

应当重新深入地把握其具体的各项内涵，以便对该游戏

活动形式形成更加正确的认识和重视，明确自身在该游

戏活动中实际的角色定位，发挥观察指导的积极作用 [3]。

为此，教师应当着重关注自身在观察指导中的实际表现，

把握观察指导的程度，预防过度干涉或是不作干涉的极

端状况。同时，教师还应根据具体的游戏设计和材料投

放状况进行分析，以便及时调整观察指导方向。

3.2 在充分观察幼儿表现后精准投放游戏材料

在幼儿参与活动区游戏时，游戏材料是否充足较

为关键，可以直观地影响到其实际可以获得的游戏参

与体验。与此同时，在幼儿持续参与其中的过程中，

教师是否跟进幼儿需求并继续投放材料同样还会影响

到幼儿继续进行游戏的体验。因此，教师应当立足于

具体的游戏设计进行确认和剖析，以便更加精确地观

察和把握幼儿在游戏中的实际表现与需求，进而有效

地投放游戏材料，帮助幼儿有效地参与到活动区游戏

中，实现全方位的成长与发展。

3.3 以尊重和确保幼儿主体性地位为基本前提

考虑到活动区游戏活动对于幼儿的自主性提出了较

高要求，教师需要确保幼儿在游戏参与全程均可保持自

发参与，主要可以通过尊重和确保幼儿的游戏参与主体

性地位的形式实现 [4]。具体而言，教师应当尽量减少干涉，

以充分的观察为前提，在幼儿实际有其需求时再提供相

应的指导。同时，在提供指导时同样需要考虑到幼儿的

接受能力，引导幼儿通过自行思考解决实际遭遇的困难，

以便确保幼儿可以在活动区游戏中自主自发参与。

结语

总而言之，幼儿处于较为早期的身心成长阶段，难

以有效地参与到教育教学活动当中，需要教师对此保持

跟进和重视，通过观察明确幼儿的实际需求，以便提供

相应的指导，确保幼儿可以主动地参与教育教学活动中，

实现更加全方位的成长与发展。在幼儿园活动区游戏的

组织过程中也是如此，教师需要始终尊重和确保幼儿的

游戏参与主体性地位，根据游戏活动设计观察幼儿在游

戏参与中的实际表现，以便及时地在幼儿有需求时提供

必要的指导，进而推动幼儿在游戏参与中发展自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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