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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大变身  区域整理乐 
——“找家”游戏在小班幼儿区域整理中的运用策略探究 

朱莉娜 

（杭州钱江中心幼儿园） 

摘要：区域物品整理能力是幼儿在园学习生活的基本技能之一。从小班区域物品整理活动现状得知，大部分幼儿不愿主动整理
或胡乱整理，平时以教师多次提醒、时刻督促或包办代替为主。“找家”游戏是幼儿数概念以及秩序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方面，能使
幼儿在自主探索和有趣、新奇的游戏体验中获得数以及秩序的经验。基于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巧用“找家”游戏来吸引幼儿主动
整理物品并正确有序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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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指南》中对于小班物品整理的要求 
《指南》在健康领域提到：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典型表现包括

了独立进餐、盥洗、排泄后的自理以及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的整理。
整理能力是幼儿阶段需要学习和发展的重要方面，良好的整理习惯
是幼儿维护和促进自身积极发展的重要途径。 

2.小班幼儿区域物品整理的现状 
全家都围绕孩子这个中心轴在转,家庭包办代替成了一种习惯，

导致幼儿普遍动手能力不强，事事需要需要成人帮助。根据对我们
对本班幼儿的观察，发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家庭包办，收拾
意识较薄弱；胡乱收拾，物品归位有困难；规则随意，行为习惯待
培养。 

3.小班幼儿区域物品整理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幼儿园的孩子正处于逐步养成良好习惯的阶段，区域活动又是

幼儿自主的活动，隐含在区域整理活动中的游戏内容，对于养成幼
儿良好的整理习惯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二、“找家”游戏策略在实践中的运用 
按照颜色、形状、大小等的一一对应进行整理物品，是一种好

玩的“找家”游戏。教师将枯燥的物品整理，变成了好玩的游戏，
有效激发幼儿参与整理的积极性，让他们变得主动整理、爱上整理。 

1.实物“找家”游戏 
在我们班的“佩奇乐高家”区域，有着各种各样的玩具，这常

常让孩子们在整理时不知所措，往往会将各种玩具掺杂在一起。教
师可采用实物“找家”游戏，让幼儿在“找家”游戏中明确哪种积
木该放在哪个筐子，这样的整理方式，一目了然，轻松解决多种玩
具在一起时的整理难问题。 

玩具找到家了 
自主区域游戏开始了，乐乐和晨晨在区域里搭积木。游戏结束

了，他们想把筐子塞回柜子里时，却发现没有放筐子的地方了，因
为框里的玩具不能和图片上的积木保持一致。之后，他们只好把积
木再次倒出来，按照柜子上的实物提示，将手里的积木一个一个对
应着放入筐子里。 

2.图片“找家”游戏 
在班级的“佩奇绘本屋”里，如何把绘本整整齐齐的摆放到书

柜里，教师可采用在柜子和图书上分别贴上图片，让幼儿在寻找同
样的图片或另一半图片的游戏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整理好了图书。 

图书找到家了  
今天的区域活动，琦琦拿到一本书后，惊喜的发现封面上有个

图案，但之后又觉得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只有半个菠萝呢？”
老师引导到：“那还有一半的图案去哪儿了呢？”之后，琦琦发现
另外一半在书架上，迫不及待地把书本放到相应的位置，变出完整
的图案。渐渐的，孩子们每看完一本书，都会主动的去找找图书上
图片的另一半在哪里，然后把他们两个拼在一起。 

3.形状“找家”游戏   
在“佩奇洗澡乐”区域里，孩子们很喜欢给娃娃洗澡、擦润肤

露等，但是这个区里，有很多的瓶瓶罐罐，所以，整理起来也是很
难的。教师采用形状“找家”游戏，让幼儿根据瓶罐的形状，将它

们放置在嵌有形状的洞里，让瓶罐整理变得轻松又有趣。 
瓶罐找到家了 

区域游戏开始了，诺诺和斌斌选择了“佩奇洗澡乐”区域里进
行游戏，玩得不亦乐乎。原本摆放整齐的瓶瓶罐罐，也因此变乱了。
游戏结束时，她俩整理了很久，都没能把自己玩过的瓶罐摆放整齐。
老师拿出了一个瓶瓶罐罐放置盒，盒子上有着圆形、方形、椭圆形
等各式的形状的洞洞。诺诺拿起一个椭圆瓶底的香水瓶，放在了椭
圆形的洞洞里……立马，该区域又回到了原来整齐的样子了。 

4.颜色“找家”游戏    
在“佩奇米罗园”区域，有各类的纸张材料，每次区域游戏时，

孩子们所需要的纸张也各不相同。每每区域游戏结束后，材料框里
非常凌乱。教师采用颜色“找家”游戏，将“佩奇米罗园”的纸张
根据颜色分类，一一放置在贴有颜色标识的筐子里。使幼儿可以轻
松的找到物品摆放位置，方便了幼儿的整理。 

纸张找到家了 
游戏结束时，恺恺把用剩下的一张绿色色纸随手放在一个筐子

里，边上的糖糖马上提醒说：“恺恺，你这个是绿色的纸，要放入
绿色标记的筐子里。”恺恺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在糖糖
的引导下，很快找到了贴有绿色标识的筐子里。之后，他又把用剩
下的红色彩纸放入红色标识的筐子里。很快，恺恺把剩下的纸张，
都快速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区域也被整理的又干净又整齐。 

三、“找家”游戏在培养幼儿整理能力时的优势体现 
1.凸显了小班幼儿玩中学的特点 
游戏，是孩子们的最爱，以“找家”游戏为载体的一切活动，

孩子们都会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好玩的游戏能激发幼儿参与整理的
积极性，让他们变得主动整理、爱上整理。在一学期的实施过程中，
我们能明显发现他们愿意在游戏中自主地进行整理了，而且整理地
还是比较有序的。 

2.促进了小班幼儿的物品整理能力 
在“找家”游戏中，幼儿能在自主探索和有趣的游戏体验中获

得秩序与规则的经验，这样的经验对幼儿整理物品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他们知道了如何归位，如何有效整理，在半年的实践过程
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变化，如今，走进我们的区域，随处都能
看到整齐摆放的区域材料和物品。这说明“找家”游戏在区域物品
整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加强了小班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 
“找家”游戏是幼儿喜爱的活动形式，利用区域整理时的“找

家”游戏形式进行抽象的数学知识学习，使抽象的数学知识与具体
的游戏情境结合起来，把数学教育的内容具体化、形象化，使幼儿
易于接受，能有效地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物品整理能力，是幼儿健康成长及生存的基本技能。区域物品
整理能力，是幼儿学习生活的奠基石。它不是一蹴而就，或靠教师
一次的教育就可以完成的。枯燥的、重复的说教，只会让孩子们对
此感到厌烦。而有趣的游戏，则可以让孩子们在愉快的氛围中掌握
物品整理技能。只要老师用心，小班的小小孩，一样可以成为班级
区域的收拾小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