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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低结构材料在美工区游戏运用的策略 
贾凡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幼儿园  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区域活动不仅是幼儿园日间教学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幼儿自主活动的重要形式。本文着重探讨了低结构材料在美工区

游戏中的运用，并提出了在幼儿园美工区活动中活动中使用低结构材料的建议。低结构材料在幼儿艺术活动中具有重要价值。它能

促进幼儿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和深度思维的发展。低结构材料的使区域游戏游戏更加丰富多彩，让孩子在创意世界中徘徊，低

结构材料也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物品。这些资料比较容易收集和开发利用，为幼儿的游戏深入探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不仅培养了

孩子的观察能力，而且培养了幼儿的独立思考能力。让孩子在创造的世界中自由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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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园是幼儿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区域活动是幼儿园教育必

不可少的环节。《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强调，艺术教育能够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建立合作意识，

挖掘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操作力和表达力，促进健全人格的

形成。为贯彻落实《指南》精神，在重视艺术集体教学活动的同时，

要求我们更加关注美工区域活动的开展。美工区域活动不仅是一种

游戏，也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活动形式。在区域活动

中，教师放置各种材料，如树叶、贝壳、石头和纸杯，其中包括高

质量的结构材料和低结构材料，这些低结构材料提高了幼儿的独立

行动能力，丰富了他们的印象，让他们了解世界的本质，培养孩子

独立思考和学习的能力，从而促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 

一、低结构材料的内涵与特征 

（一）低结构材料的内涵 

低结构材料是指内容相对自由，没有特定游戏方法，结构简单，

可塑性强，可随意操作、修改和组合的材料，主要来源于生活。易

于使用、隐藏的教学目的，如特殊结构材料，如砌块和雪花，自然

结构材料，如沙子、水和土壤，以及塑料管和木棍。纸板箱和其他

用过的结构材料、塑料和半成品。中国研究人员余永平教授指出，

“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孩子来说，没有材料就没有真正的学习。”

幼儿游戏的魅力在于，孩子们体验真实的材料特征，获得技能和经

验，并通过与材料的互动获得快乐。 

（二）低结构材料的类别 

本研究中的低结构材料是指一些没有特定图像特征、没有游戏

限制、可以组合和修改、可以随意处理的材料。它还具有探索的多

样性和内隐教学目标的表现。例如：袋子、报纸、罐头、布块、轮

胎、纸箱、石头和其他自然废弃物和材料。 

（三）低结构材料运用方法 

大量研究表明，低结构材料没有特定的图像和固定的游戏方

法。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自由使用材料，并将材料转

换成不同的游戏方法。因此，低结构材料对幼儿的学习和发展具有

多维价值。它能满足幼儿个体发展的需要，激发幼儿的创造力，提

高幼儿的思维能力，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 

二、低结构材料运用基本原则 

（一）安全卫生性原则 

安全是幼儿园的首要任务。在所有活动中，必须确保材料的安

全和卫生。只有在幼儿未受伤的情况下，才能将材料扔进该区域。

因此，教师对教材的控制尤为重要。严格控制重工业中废弃零件、

电池等结构材料的来源。不得使用灯泡等有毒旧材料；同时，材料

的清洁卫生也是维修工作的重点。材料应定期清洁和消毒。 

（二）个体差异性原则 

因为每个孩子的发展都是不同的，他们在学习、运动和心理发

展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由于基因、环境和教育的差异，幼儿成为

不同的个体，自然有不同的物质需求，各个阶段幼儿的发展水平和

需求明显不同，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能力和发展有很大差异，因此，

学前教育应该更加关注幼儿的年龄差异。因此，我们为幼儿提供的

材料应该是相适应的，符合当前幼儿的年龄特征，并具有一定的年

龄梯度。为了给不同年龄的幼儿提供适当的材料，我们应该考虑一

定的发展空间，并以适当的材料为最好的材料。例如，高年级幼儿

往往注重形象思维，发展精细的手部动作。因此，太大和太简单的

材料不适合他们。他们更可能使用低结构材料，可以执行多种功能，

并可以组合在一起。 

（三）趣味性原则 

教师应始终关注幼儿的新兴趣和新需求，关注幼儿的新发现，

关注低结构材料的更新和调整。幼儿园还应根据幼儿的年龄、兴趣

和不同时期的需要，随时更换设备，并通过不同的处置、更换、组

合、添加等方式进行调整。新的任务对幼儿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和

创造[1]。第一次与孩子一起收集数据，可以发挥孩子的主动性，激

发家长的力量，共同支持孩子有趣的美工区活动，促进美工游戏水

平的深入发展。 

三、低结构材料在美工区游戏的运用现状 

（一）学生使用指导 

1.低结构材料与创造性行为 

通过观察幼儿使用低结构材料的活动过程，发现幼儿在美工活

动中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创造性行为。孩子们在与材料的互动中发现

了更多的游戏方法。可以假设材料在不同的活动中被组合和重塑成

不同的部分，从而创造出更丰富想象力的作品。可以得出结论，在

美工区合理使用低结构材料可以促进幼儿创造力。想象力的发展，

支持幼儿思维的拓展。目前，幼儿的创造力水平不高，每个幼儿的

创造力水平也不尽相同。 

（二）美工区使用低结构材料现状 

幼儿在活动过程中的学习质量是幼儿发展的良好指标，如对活

动尝试的积极态度、良好的同伴游戏行为、对困难问题的坚持和坚

持。要充分尊重孩子的好奇心，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帮助孩子逐

步形成主动、谨慎、耐心、毅力、克服困难等良好的学习品质。想

象力和创造力。从以上观察可以看出，幼儿在游戏中的良好行为是

使用低结构材料，探索低结构材料的游戏方法，并不断探索和尝试，

观察还表明使用低结构材料可以提高高年级幼儿的合作水平。与其

他具有高结构材料的幼儿相比，合作行为的发展水平更高，想象力

更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良好学习品质的形成和发展。 

四、实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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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结构材料在美工区游戏的运用问题 

1.材料投放目的性不强 

材料投放种类多，不易分类。低结构材料在美工区总材料的投

放比例中占比较小，但是每单种材料的种类繁多、不易分类。当家

长和幼儿将收集的材料带进幼儿园时，各年级组成员会根据所收集

的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在整理和分类时老师们却发现这是一个巨大

的工程。材料的每一大类还会有小的分类，这就需要更多的人力和

时间进行整理，加上这些低结构材料在分类整理时有的还需要清

洗、有的需要筛选，这些工作给教师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材料的

投放缺乏目的性。访谈中，当询问教师为什么美工区投放某材料以

及投放的价值和意义时，很多幼儿教师表示她们对材料投放的目的

和意义并不是特别明确。教师在整理材料时发现有破损或者的材料

会进行更换或补充外，很少有新材料的增加。很多材料的收集杂乱，

有的盒子里放了好几种不同的材料，整理起来麻烦，费时费力，根

本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收集更换新的材料。有的教师则认为:材料的

更换频率过快，反而不利于幼儿巩固新习得的经验。也有部分教师

在访谈中说道:材料不更换，幼儿玩的也很认真啊，而且学校又不要

求，也不会对老师进行这方面的检查和考核。由此可见，幼儿园美

工区中材料的管理、教师的观念以及幼儿园对教师的考核等都间接

影响了材料在幼儿园美工区中的运用。 

2.材料玩法单一 

第一，低结构材料玩法单一，幼儿缺乏兴趣。低结构材料在幼

儿园美工区的运用中，幼儿游戏的形式比较单一，幼儿游戏活动时，

对低结构材料很感兴趣，但是幼儿很难在游戏时间内一直玩同一个

游戏，同一种材料，让幼儿一直处于同一个动作后，这样单一的游

戏形式己经不能满足幼儿的好奇心和需要，所以幼儿也就无法持续

进行游戏。同时据访谈了解到幼儿教师本身对低结构材料的使用并

没有想法，也很少对低结构材料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材料仅仅

是投放，幼儿呈现出的玩法比较单一，很少看到有新玩法的补充，

久而久之，幼儿对低结构材料也就慢慢失去了兴趣。 

3.教师缺乏对幼儿经验的提炼 

虽然教师游戏的过程锻炼幼儿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对于

能力弱、真正需要帮助的幼儿来说，如果尝试多次之后仍然失败了，

而老师自始至终都没有给予积极回应的话，幼儿的内心充满了挫折

感，久而久之就不愿意去挑战，对低结构材料的热情和兴趣也就瞬

间消失了。教师在游戏前缺乏对不同发展水平幼儿原有经验的了

解，游戏结束后，很多教师忽略了幼儿游戏评价的重要性。教师并

没有在幼儿的作品中观察、分析孩子的发展水平和现有的经验，通

过作品来帮助幼儿提炼、总结新经验，培养幼儿对美的感受力、想

象力和表现力。 

（二）低结构材料在美工区游戏的运用建议 

1.坚持材料投放有安排 

教师应根据班级幼儿的现有水平增加投放材料的数量。仔细观

察孩子，思考活动中使用的材料是否适合孩子当前的经验水平。教

师只有根据孩子的当前水平放置材料，才能帮助孩子更好地使用材

料，提高孩子的创造力。小班孩子以直观行动的思维为主，教师可

以在小班美工区内放置各种直观有趣的低结构材料。结合四季变

化，选择自然界中的一些自然物作为活动材料。例如，老师带领小

班幼儿在春天采集自然界中的各种花瓣，在秋天带领小班幼儿外出

采集落叶。孩子们可以用收集到的自然物品制作各种拼贴或绘画。

教师可以为小班幼儿提供沙子，这不仅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激发

他们的创作热情。简言之，教师只有投入能够激发孩子兴趣的低结

构材料，才能促使孩子更愿意使用这些材料来创作作品，提高孩子

的创作水平。 

2.确保低结构材料的分类使用 

低结构材料按材料用途等分类，有适合于美工区使用的，也有

适合于其他区域使用的，关键要了解有哪些材料，并且按照这个分

类方式把区域里的低结构材料进行分类，用适合的容器盛放，并用

文字和图标进行标注分类，便于幼儿使用和收纳。既然明确了材料

的分类，就要分类投放使用。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纵使能改

造、能创造，但始终要在尊重实际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因此想要落

实好教育目标，就要基于材料的结构性，那么结构性体现在哪里。

例如在拼拼乐园里，幼儿园教研组指导教师收集了很多奶粉罐，有

大有小，有方有圆，有铁罐有纸罐，材料确实很多，但是孩子们很

难进行拼搭，因为形状、大小、材料的不同，往往不能完整的堆叠

垒高，影响了幼儿的游戏体验，就是因为忽视了材料的结构性，应

该把不同结构性的材料分类进行游戏，这样取用、收纳都很方便，

也能提高幼儿的分类能力，是对美工区游戏发展常规目标的体现。 

3.低结构材料运用的主体多元化 

低结构材料的主体可以是教师或幼儿。在艺术工区的活动中，

老师和孩子们共同投入素材，可以发挥孩子们的积极性，提高孩子

们的探索热情，使美工区的自主探索活动顺利进行，提高孩子们的

探索水平。孩子们可以整理收集到的低结构材料并将它们放在材料

柜中，与老师讨论材料的放置，这可以提高孩子探索材料的兴趣。

如果孩子们对低结构材料的使用有疑问，教师可以在活动中逐步回

答孩子们提出的问题，帮助孩子们逐步积累低结构材料的使用方法

和经验[2]。只有逐步积累各种低结构材料的使用经验，才能更好地

主动观察和思考这些低结构材料的使用方法，根据自己的兴趣形成

目标，用自己喜欢的材料和方法进行创作，提高游戏水平。教师投

入的适合幼儿的低结构材料种类越多，幼儿积极参与活动的兴趣越

高，幼儿在艺术工区活动中积极关注材料的积极性越高，可以提高

幼儿的好奇心水平。 

五、结语 

许多低结构材料的都是从大自然中获取，更贴近幼儿的生活，

更容易激发幼儿学习兴趣。此外，由于低结构材料没有固定的游戏

方法，也不限制幼儿的思维，幼儿更愿意自己探索材料的游戏乐趣。

通过大胆的尝试、探索与实践研究，在美工区域合理使用低结构材

料可以极大地提高孩子的实践水平，实现游戏与教育的有效结合。

随着低结构材料在学前课程中的使用越来越多，作为教师，我们应

该在教学实践中更加理性地运用这一理念，为幼儿的发展打下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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