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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区域活动生活化的实施方法探讨 
李露 

(淮安市洪泽实验幼儿园 江苏 淮安 223100) 

摘要：在幼儿园学习生涯中，区域活动是重要的一种教学开展活动项目，是让幼儿自主、自由选择的一种游戏活动。幼儿园区域活动生

活化的有效开展，主要是以幼儿自身发展实际学习需求和特点为基础，在幼儿活动游戏中增添一些幼儿日常生活经验，从而为幼儿游戏的开

展增添更多的趣味性，在游戏中实现对幼儿生活技能的培养，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基于此，本文针对如何实现幼儿园区区域活动生活化
的有效开展展开深入探究，希冀能为进一步提高幼儿园区域活动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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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既是教育”是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提倡的教育

理念，其教育思想对我国幼儿以及基础教育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

响。 从个体的成长规律来看,幼儿年龄幼小,心智发育刚刚萌芽,对其

教育必须要幼儿实际生活紧密联系。区域活动通过环境的创设、幼

儿与材料的互动来培养幼儿的创新意识和自主能力,对幼儿的学习

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区域活动生活化以"生活化游戏"为中

心,通过将生活中富有教育价值,且贴近幼儿生活的"场景"运用到幼

儿园区域活动中,在生活化区域活动中，实现了对幼儿综合能力、生

活技能的有效培养，幼儿积累了生活经验，促进了幼儿身心的健康

成长和全面发展。 

一、区域活动生活化阐述 

(一)区域活动生活化概念与特点 

幼儿园区域活动生活化即：结合幼儿身心发展实际需求和学习

特点，并依据幼儿日常生活中的兴趣爱好以及生活习惯，科学化的

进行区域活动主题内容的合理化择取，同时，为幼儿创设生活化区

域活动环境、组织生活化趣味游戏、进行生活化活动材料的投放，

从而有效激发幼儿活动参与兴趣，调动幼儿积极主动参与到幼儿园

区域活动中，促进区域活动教育价值和效果的有效提高。从以下几

方面论述区域活动生活化特点：一是生活性与真实性。任何阶段性

的教育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连， 幼儿的社会认知薄弱,好奇心强,活

泼好动,其生活经验的累积主要以实际操作和亲身经历为主要获取

途径，从而提高认知,由此表明，幼儿的学习源于生活。生活中的一

切都可以成为区域活动中的元素,为幼儿操作、装扮、模仿、学习提

供支持。二是游戏性与象征性。幼儿园区域活动中，通过为幼儿创

设舒适的生活化区域活动环境，将适宜丰富的生活化操作材料头放

入区域活动环境内，供幼儿自主选择操作材料、活动内容、方式、

游戏伙伴等，从而实现对幼儿生活技能和经验的练习与积累，获得

内心的、精神上的满足。在此过程中,幼儿以自身学习特点和发展速

度进行自由的游戏和想象，,教师只是适当地进行指导,因而,自主性

和游戏性是幼儿园区域活动生活化特征。 

(二) 区域活动生活化的价值 

幼儿园教育目标的实现主要实现途径就是区域生活化活动的

有效开展，其具备独特性价值。依据幼儿的实际生活情境作为区域

活动的环境、活动内容、游戏的创设和开展，引导幼儿积极参与到

区域生活化活动中来，带着一定的生活经验、困惑、兴趣来进行游

戏体验、动手操作、同伴合作交流，在教师的指导引领下，实现对

幼儿生活技能的培养和增进，促使幼儿生活经验的不断丰富。例如：

在小班的区域活动生活化游戏“娃娃家”游戏开展中，可以将在日

常生活中常见的衣服、帽子、鞋子、奶瓶、抹布等用品投入到游戏

场景中，此时，幼儿可以自由选择玩伴，模仿家长带小孩的场景，

进行生活化角色扮演游戏的开展，在幼儿体会游戏快乐的同时，还

能实现对幼儿整理家务、穿脱衣服鞋袜等生活技能和经验。此外，

幼儿园区域活动生活化的开展，还可以促进家园合作，增进教育合

力。家长可以协助幼儿园教师提供一些生活中常见的可操作的材料

进行生活化区域活动环境的创设，幼儿园可见家长提供的生活材料

投入区域活动中进行应用，并将幼儿在学校动手制作的作品以及学

习成长情况反馈家长，在此交流基础上，教师可将生活即教育的观

念正确的传递给家长，促进家长教育理念的不断优化与提升，在家

校共同合作努力下，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二、幼儿园区域活动生活化的实施方法 

(一)创设生活化的区域游戏环境 

在区域化教学中，生活化、情境化的教学环境更加容易调动学

生的游戏参与兴趣与积极性，促使幼儿可以自主的、积极的、专注

的参与到游戏中。因此，在进行幼儿园其区域活动生活化环境的创

设时，幼儿教师必须要严格依据幼儿年龄阶段学习特点以及生活经

验水平，科学、合理化的进行区域活动环境的创设。促使幼儿可以

在自我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学习、游戏，可以很容易的融合入区域环

境中。例如：“我们的小区”建构区域游戏学习开展中，教师就可

以向幼儿播放自己非常熟悉的永南佳园"小区环境视频以及照片，然

后激发幼儿对已有生活环境的熟悉感。然后，进行幼儿分组合作，

让他们进行探讨、设计、并画出自己影像中的小区形象。然后，再

由幼儿教师引导幼儿，进行建构区"我们的小区"的墙面布置，将自

己的创作图画、拍摄的照片等图像贴于建构区墙面,在创设活动中，

熟悉的区域环境更加激发了幼儿们的创设热情和积极性。 

 (二)设置生活化的区域游戏内容 

直觉行动性是幼儿思维阶段中主要的思维形式特征，因此，区

域活动的设计如果偏离了幼儿的生活实际和学习经验，将阻碍幼儿

的发展。因此，生活化区域活动内容是适宜幼儿的教学内容。区域

活动生活化内容的创设必须要从幼儿的家庭生活、兴趣爱好、熟悉

的区域环境等方面入手，以促进幼儿对教学内容的更好理解和掌

握，促进教育和生活的完美整合。例如,身体是幼儿最为熟悉的地方,

为了促使幼儿更好地珍惜自己的小眼睛、小鼻子、小耳朵及小胳膊

等身体部位,并懂得它们重要性,教师可以在阅读区里放置一些介绍

身体器官和人体知识方面的画册、书刊,促使幼儿自己去认一认、看

一看,了解身体各部分的名称和作用,知道完整的身体是由各个部件

组成的,缺少任何一个部件都会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生活化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创设，非常适合幼儿教育特

点,在具体实践中,幼儿教师要科学划分活动区域,择取活动内容，投

放活动材料、创设动环境，让幼儿真正喜爱上区域活动,使幼儿能自

主进行学习和探索,促进幼儿全面、健康地发展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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