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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龄教育背景下区域游戏开展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陈慧芳

（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著名学者华爱华在《幼儿园混龄教育与学前教育改革》一文中指出：“完善的个体发展离不开同龄伙伴和异龄伙

伴的交往，它们各自获得的益处是不同的。没有与年长者的交往，将减少知识经验和技能的学习机会，没有与年幼者的交往，使

社会责任心、自主感和组织能力的补偿难以实现。而区域游戏作为幼儿重要的自主游戏形式，将其与混龄教育整合对幼儿的认知、

情绪、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此，本文就混龄教育背景下区域游戏存在的问题以及策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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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混龄教育背景下的区域游戏

幼儿园区域游戏是指教师依据幼儿喜欢的活动类型及感兴趣

的活动材料，空间上把活动室划分为不同的几个区域，让幼儿自

主选择喜欢的活动区域，通过在活动区与环境、材料、同伴们的

充分互动来获得学习与发展。（冯晓霞，2001）混龄教育背景下

的区域游戏就是打破幼儿的年龄界限，为不同年龄阶段幼儿提供

丰富的游戏材料，引导幼儿与活动区、环境、材料等充分互动，

旨在通过混龄模式的区域游戏来促进幼儿的整体性发展。

二、混龄教育背景下的区域游戏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游戏空间设置不合理

为幼儿提供一个自由开放的活动空间，是区域游戏顺利开

展的前提条件，也是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现实

生活中，幼儿园并没有真正地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由于幼儿

园本身面积不够大，区域游戏活动面积较小，区域材料的摆放

比较拥挤。因此在开展区域混龄游戏时孩子的游戏空间不足，

同时还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存取材料。另一方面有些幼儿园为

了方便管理将各年龄阶段的区域游戏空间完全分离开来。比如

说一个楼层全是小班的区域游戏空间，那么另一个楼层全是大

班的区域游戏空间。其实这种设置是极不合理的，这不仅没能

够幼儿提供锻炼的机会，也不利于混龄区域游戏的展开。

（二）开展混龄区域游戏的时间和频率不够

虽然现在有很多幼儿园也在倡导混龄教育，但是能够真正

让混龄教育放在重要位置的幼儿园的少之又少，这就体现在幼

儿园进行混龄教育的时间上。一方面，幼儿园为了方便管理会

尽量地减少开展混龄区域游戏的次数和时间。对于幼儿园来说，

开展混龄区域游戏过程中材料的准备、幼儿的组织与协调、教

师的分配等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个别教师安排

幼儿区域游戏时间不充足，教师并未考虑到幼儿真正参与混龄

区域游戏的时长，具体到除去活动前和活动后的时间，幼儿参

与游戏的时间无法满足其需求。

（三）未投放适宜的游戏材料

材料是区域游戏的物质支柱，它不仅能为幼儿动手操作、

探索知识提供有效的途径，还能够提高师幼互动的质量。在混

龄区域游戏中，如何提供游戏材料是幼儿园需要反复思考的问题。

很多幼儿园在混龄区域游戏投放材料的时候只是单纯地将材料投

放到到活动区，并未设置明显的层次。这不仅无法满足不同年龄

阶段的幼儿游戏兴趣与需要，而且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四）教师对混龄区域游戏指导缺乏科学性

要想幼儿教师能够提供正确的指导，首先需要教师进行科

学有效的观察。但对于大多数幼儿教师来说，对于游戏的观察

更多的是着眼于对幼儿最后游戏成果的分析，很少针对幼儿的

游戏过程进行解读与指导。其次，幼儿教师缺乏混龄教育这一

方面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平时他们大多数是与自己班级的

幼儿进行沟通和交流，不了解其他班幼儿，这也就使得他们的

指导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混龄教育背景下的区域游戏开展的策略

（一）打造开放多样的游戏环境，合理规划幼儿区域游戏

的空间

为了提高混龄区域游戏的有效性，教师为幼儿营造宽松、

自由的游戏氛围的同时还要合理规划好幼儿区域游戏的空间。

首先，要根据幼儿的兴趣需要和发展的特点来布置区域游戏的

空间，同时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可巧用音乐资源，为他们营造良

好的游戏氛围。其次，要合理规划园内场地，保障混龄区域游

戏有序开展。如一个楼层上可安排小、中、大三个年龄段的班

级，这样，一个楼层的幼儿可以在一起开展混龄区域游戏，既

可以缩小混龄时幼儿交往的范围，降低教师观察与指导的难度，

又可以保障混龄游戏有序地开展。最后，要合理规划楼层场地，

提供宽敞的游戏空间。每个楼层根据幼儿的兴趣需要，充分利

用楼层的各角落，为幼儿提供宽敞的游戏场地。

（二）开放区域游戏畅玩的时间，让幼儿真正体验到游戏

的快乐

混龄区域游戏是幼儿十分喜爱的活动，但是要想幼儿真正体

验到游戏的快乐，需要做好游戏时间和游戏内容的安排。充足的

游戏时间是幼儿沉浸其中，获得愉悦体验的基本保障。如为了便

于幼儿展开深入的交往与游戏，幼儿园可将一周中的某两天设为

混龄区域游戏畅玩日，畅玩时间可规定一上午。另外在游戏过程

中，教师允许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游戏内容、

设计游戏情节、制定游戏规则等，成为游戏真正的主人。

（三）在区域内投放多样化的材料，满足幼儿多元需求

一方面，由于混龄幼儿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存在一定差异，

他们的发展需求也不同。因此教师为了满足不同年龄阶段幼儿

多元化的需求，在投放材料时应该体现出不同的层次。另一方

面教师在混龄区域游戏的创设中，应结合幼儿的生活实际，为

幼儿提供自然的生活化材料。这样幼儿才能够在混龄区域游戏

中通过与材料以及同伴等的有效互动获得更一步的发展。（王

赛骊，2017）除此之外，游戏材料的分类存放是促进区域游戏

顺利开展的有利条件，教师开展混龄区域游戏时可以使用半开

放的透明收纳箱将功能或材质相近的材料整理到一起，这不仅

能够便于幼儿快速自主地选择和存放游戏材料，节约游戏时间。

（四）提高幼儿教师的综合素质，建立强大的师资队伍

一方面，幼儿园要为教师创造相关的培训机会，了解先进

地区的混龄班级教育及实践经验、观摩混龄区域游戏活动，拓

宽教师的视野，丰富实践经验，从而积累相关的理论知识与实

践经验。另一方面，教师自身要通过自主学习与实践，不断提

高教育教学水平。在自主学习时，教师要自觉地学习混龄教育

理念与区域游戏相关的理论知识，转变自己的旧观念，树立与

混龄教育相适应的新的教育观念，为自己开展混龄区域游戏打

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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