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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活动中幼儿自主游戏能力培养策略探究 
王璐 

（扬州大学第一幼儿园  江苏扬州  225000） 

摘要：幼儿园利用区域活动落实自主游戏能力培养这一教学目标，不仅对强化幼儿身体素质十分有利，同时对发展幼儿智力、

提高其与人交往能力也有极大帮助。鉴于此，为确保该教育目标全面实现，并使区域活动优势充分发挥，教师应结合幼儿年龄特征

以及认知需求有针对性的设置区域活动，以此吸引其主动参与游戏活动。本文主要对区域活动中幼儿自主游戏能力培养意义和具体

培养策略展开探究。 

关键词：区域活动；自主游戏能力；幼儿教育；培养策略 

 

引言： 
合理的区域活动能够为幼儿群体提供更多自主游戏和探究机

会，而这对幼儿后续发展有超强促进作用。为此，教师应将区域活

动视为教育支点落实自主游戏能力培养的教育目标。主要是因区域

游戏活动具有较强趣味性特点，而这恰好与幼儿心理、生理规律相

契合，其不仅能满足幼儿的娱乐需求，同时也能进一步促进幼儿健

康成长。所以，为 大限度发挥区域活动教学质量，教师应将幼儿

发展需要相结合、全面梳理区域活动内容，促使幼儿在参与该类活

动后能够形成良好的自主游戏能力。 

一、区域活动中培养幼儿自主游戏能力的重要意义 
区域活动是幼儿园组织教育活动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吸引幼

儿注意力的一个有效途径，通过这类活动幼儿群体间能够进行深度

交流和互动，从而获取良好游戏体验。而培养幼儿自主游戏能力是

近年来教师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利用区域活动落实此教育目标

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首先，对幼儿智力发展十分有利，

随着现代教育理念融合愈发深入，幼儿认知能力也有明显提升，但

依然有很多幼儿主体无法将自身心理特征、学习需求以及心理活动

准确描述，而借助区域活动引导幼儿自主参与游戏、并锻炼其自主

游戏能力能够让幼儿逐渐明确自身想法与需求、增强生活体验；另

外，随着与同伴间交往互动频率增多，幼儿自我认知加强的同时，

其智力也会随之增长[1]。其次，有利于幼儿运动能力强化，与成人相

比幼儿确实更加活泼好动，但这并不代表幼儿具有较强运动能力，

相反受身体发育影响，大部分幼儿的运动能力都需要进一步锻炼，

而自主游戏能力的增强刚好能够促使幼儿运动能力有所增强。以“小

松鼠摘果子”这一区域活动为例，教师通过设置小组竞赛能够吸引

幼儿自主参与游戏活动，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激发幼儿游戏参与兴趣，

同时也能对其运动能力加以训练，尤其是一些精细化的肢体动作，

长时间练习后幼儿身体协调能力和运动能力都会有极大改善。 

二、区域活动中幼儿自主游戏能力培养的具体策略 
（一）构建多种活动区域 

幼儿教育开展中想要真正做到引导幼儿自主游戏、培养其自主

游戏能力，教师需要对幼儿自主性高度重视和尊重，并且要时刻以

幼儿群体性格与年龄特点以及现有知识、生活经验为前提来设置区

域活动游戏，更要为其创建更多自主选择的区域活动空间和范围。

要实现此目标，各幼儿园应为幼儿群体提供诸多可以随意选择的区

域活动游戏主题、空间、内容和材料，以此辅助幼儿实现多样化、

个性化发展。实践环节，首先幼儿园可对幼儿自主游戏需求加以分

析，并对活动区域进行划分，随后结合教学目标有针对性的打造自

主游戏环境；其次可将幼儿园内部面积、场地位置以及功能区数量

相融合，规划具体的游戏活动场所。例如，可分为室内、室外两大

活动游戏区域，其中又可以详细划分为绘本阅读区、科学区、涂鸦

区、种植区、运动区、交流区、投掷区、娱乐区等不同类型的活动

内容场所，如此一来也能满足不同幼儿对自主游戏的参与需求[2]。但

在划分区域功能时，教师应特别注意对活动层次和幼儿年龄特点充

分考量，以此进行差异化设置。 

（二）创设区域活动情境 

1、依托故事情境调动自主游戏欲望 

绘本阅读是幼儿教育中一项主要内容，幼儿群体面对绘本阅读

会有较强探索和参与兴趣，所以教师可利用该心理特征设计绘本区

域活动。活动教学过程中可将绘本故事作为活动连接，并以此调动

幼儿自主游戏欲望。以《丽莎想要一只狗》这一绘本故事为例，在

针对该故事内容设置区域活动时，教师应明确本次活动开展是为调

动幼儿群体自主游戏热情和活动参与欲望，为此教师可利用“绘本

续写”的游戏方式完成本次活动。区域活动开始后，教师可面向幼

儿讲解该绘本的基本容，“主人公小丽莎非常想要拥有一直属于自己

的狗狗，但父母却因家中地方过小而拒绝了这一请求， 终丽莎通

过不断努力和思考终于想出一个能够两全的方案”。当幼儿对该绘本

故事有所了解后，教师可提问“哪位小朋友家中有养狗吗”“如果自

己是丽莎会如何劝说父母，并想出哪种解决方案”，问题抛出后教师

可引导幼儿以小组为单位集中思考该问题，待讨论结束后教师各组

应派出一名代表阐述所想的具体方案，在所有组发表意见结束后教

师可与全体幼儿一起选出 佳解决方法，并向幼儿表明“一起来看

小丽莎 终的选择是否与我们的答案相同吧”[3]。通过让幼儿提前续

写绘本内容，幼儿会有较强的参与动力，而这对提高其自主幼儿游

戏意识与能力也有重大帮助。 

2、利用角色情境体验自主游戏乐趣 

组织区域活动时，角色情境应用也是引导幼儿自主游戏的有效

方式之一。例如，对于幼儿来讲，此时应帮助其建立钱币认知，为

此教师可在区域活动设置超市这一真实情境，并让幼儿自行选择“顾

客”“导购员”“收银员”以及“理货员”等角色进行实景演绎，通

过这一角色扮演游戏，幼儿不仅能够正确学会人民币的使用，同时

其也能了解更多职业特征。或者，也可选择将医院作为区域活动游

戏情境，让幼儿通过扮演医生、护士、病患等不同角色，打破以往

的认识限制，并且通过亲自参与、亲自体验，幼儿群体也能更好的

将自身情感带入角色行为中，这样一来其也能真正成为游戏主人，

游戏活动质量也会随之提升。除此之外，这种角色扮演的活动游戏

更为直观，幼儿也能由此充分感受到自主游戏所带来的乐趣，而这

对其日后养成自主学习、自主游戏的良好习惯极为有利。 

（三）营造良好游戏氛围 

良好的游戏活动氛围是激发幼儿群体自主游戏、锻炼自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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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主要前提条件之一，而宽松、舒适的心理氛围源自于教师对

幼儿的放心和信任，换言之，如果教师能够相信幼儿群体带有一定

学习自主性、探究性和秩序性，那么在区域游戏活动过程中则会给

予幼儿更多自主选择、操作和实践机会，反观幼儿也不需担心教师

责怪和批评，从而小心谨慎的参与游戏。鉴于此，区域活动中教师

应以平常心态面对幼儿参与游戏时所发生的失败与错误，更要容忍

因自主游戏而导致的一些脏乱行为，不仅如此，面对幼儿的失误和

挫折教师应积极鼓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自主游戏作用充分发挥
[4]。以科学区为例，在该区域内教师可设置“玻璃球冲关”游戏活动，

在活动开始前教师可组织幼儿在跑道内设置诸多不同的关卡阻碍，

随后将幼儿分为多个小组，每组幼儿自行选择一个玻璃球在起点处

放手，接下来观察哪个玻璃球能够冲破更多阻碍跑的更远。通过多

次实践后幼儿发现面对一些关卡点，玻璃球根本冲不过，尽管多次

调整发球角度和发球人员也无法成功，针对这一情况，教师应积极

鼓励并邀请幼儿一同思考和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直至冲破关卡阻

碍。幼儿之所以 后能够在通过自己探究取得成功，主要是因教师

为其营造了良好的心理安全氛围，其不必担心因失败而受到嘲笑、

更不会因害怕出错而瞻前顾后，相反通过教师鼓励幼儿会有更充足

的自主游戏动力和热情，而这也是其自主游戏能力提升的关键所在。

另外，教师应明确心理环境创设在区域游戏活动中对探究能力养成

也有一定作用，而营造心理环境又是一项隐性活动，其来源于教师

对区域活动的理解，同时也体现在教师对幼儿行为的尊重和理解，

总体来讲则是区域游戏活动中，教师应给予幼儿群体充足的信心和

关注，以确保其能够在宽松心理氛围下实施自主游戏。 

（四）提供自主游戏与探究机会 

充分的自主游戏以及探究机会是实现培养自主游戏能力的一个

主要前提条件，首先，教师应利用生活经验引导幼儿进行自主游戏，

区域活动中教师需要不断鼓励幼儿自主思考、管理和创新，从而促

使其游戏探究能力有所增强，而生活经验的引入能够使该教育目标

深度落实。以手工区域的“做纸球”游戏活动为例，教师可引导幼

儿尝试应用废旧报纸以及彩线制作纸球，这一过程中幼儿可结合自

身经验与想法制作出用途、形状、大小各异的纸球，待制作完成后

教师可鼓励幼儿自行研究纸球的具体玩法。通过教师引导部分幼儿

玩起了投掷游戏；也有幼儿将纸球作为排球来进行体育锻炼；甚至

有个别幼儿制作出多种款式纸球，并将其在桌上依次排开进行“售

卖”。由此即可看出，生活经验能够为幼儿带来不同的游戏体验，同

时对其自主游戏能力强化也有重要价值。其次，可对生成资源巧妙

运用，对幼儿来讲，其思维灵活、天性活泼，所以参与区域游戏活

动时常会联想到诸多场景与事物，所以该类游戏活动中有十分丰富

的生成资源。例如，教师在组织“逛公园”这一区域活动时，虽然

开始幼儿能够在自己所构建的“公园”中进行参观和游戏，但随

着时间推移其自主游戏兴趣也会降低，此时教师可引导幼儿以“公

园”作为游戏背景创设全新的游戏活动，这样则能使其一直保持在

佳的自主游戏状态。 

（五）优化游戏材料投放与管理 

区域游戏活动中教师应将幼儿转变为游戏材料提供者，并且也

要让其能够对所有材料进行创造性使用，从而成为游戏主人；与此

同时，随着幼儿与游戏材料互动性加深，其自主游戏与探究能力也

会持续增长。实践环节，首先要引导幼儿挖掘区域活动材料，教师

可让幼儿在家中收集各种废旧物品，将其整理好带入园内，随后再

通过师幼集中思考和加工，将其转变为生动的游戏材料。对于幼儿

来讲，其年龄不断提升、生活经验也随之丰富，所以在参与游戏时

一些传统的成品游戏材料已经无法满足其个体需求，因此为进一步

激发幼儿群体的自主游戏欲望，教师要适当引入更多废旧物品和半

成品游戏材料，而幼儿则可在活动中根据主观需求自行选择和搭配

游戏材料[5]。以“小饭店游戏”为例，幼儿群体可借助海绵、光盘、

彩带、包装绳等游戏材料，通过剪、穿、摆和切制作成汉堡、薯条、

披萨以及炸鸡等不同“美食”，这样一来不仅能够调动幼儿游戏兴趣，

同时也能有效发展其创新思维。其次，让幼儿学会自主管理区域活

动材料，为更好的对区域游戏材料进行补充与更换，从而为幼儿群

体提供更多游戏创新资源，教师可在幼儿园内设置“材料超市”，幼

儿可将在家中收集的各类物品摆放在该区域内，随后在参与游戏活

动时即可到“材料超市”中按照需求选择相应材料，这样做也是让

幼儿真正成为游戏主人。除此之外，通过引导幼儿群体自主管理材

料，该区域中也会不断有新的材料涌入，以“送朋友的礼物”游戏

为例，教师可要求幼儿自行准备一份礼物，可以是一朵花、一张贺

卡、一幅画等物品，随后要在“材料超市”中选择合适的纸盒、彩

带等物品来包装礼物，这一创作过程，幼儿既能感受到创作的喜悦，

也能对废物利用有更深认知，同时对其自主创新意识和自主游戏能

力强化也有明显改善。 

（六）进行适时适宜引导 

在落实自主游戏能力培养这一教育任务中，教师需要对幼儿参

与区域活动的实际情况细心观察，并且要结合其个体需求找准教育

引导的方式方法与时机。只有当幼儿寻求帮助或是面临安全问题时

教师才必须介入，而其他时间教师可通过分析幼儿游戏情况有针对

性的选择是否介入。另外，教师选择介入幼儿自主游戏的方式方法

应做到灵活多变，既可以选择利用问题或任务引领幼儿进行思考与

操作；也可以适当对幼儿提出建议；或者也可选择采用游戏者身份

自然的融入到幼儿活动中，以隐性的状态推动幼儿更好的完成自主

游戏。例如，教师可在科学区域内设计“好玩的磁铁”游戏活动，

首先可为幼儿准备两块颜色不同的磁铁，并让幼儿将磁铁转起来，

通过多次尝试后幼儿发现磁铁无法转动，此时教师可趁机引导“让

幼儿观察两块磁铁颜色是否一样”，并提议是否可以将其中一块磁铁

竖起来，再对另一块磁铁进行摆放，听取教师建议后幼儿再次尝试

终于取得成功，这时教师可继续引导“如何让磁铁能够转的更久”，

伴随着该问题幼儿能够展开更深层思考。 

结论： 
综上所述，幼儿园利用区域游戏活动有针对性的培养幼儿群体

自主游戏意识与能力，教师应通过构建多样化活动区域、创设区域

情境、营造游戏氛围、提供更多自主游戏机会、优化区域游戏材料

投放与管理和进行适宜的教育引导等多种方式为区域活动教育价值

发挥提供充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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