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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性区域活动中培养幼儿坚持力与专注力研究 
孙帆 

（淮安市洪泽天鹅湖幼儿园  江苏  淮安  223100） 

摘要：对于幼儿来说，因为他们的年龄比较小，养成良好的品质对他们后期的学习和成长至关重要。培养幼儿的专注力和坚持
力，是使幼儿各项活动和行为得到维持的重要基础，这样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有一定的抗挫折能力，才能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逃
避。并且，培养幼儿的坚持力和专注力，还可以让幼儿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互动任务上，培养他们的抗干扰能力，提升思考能力，
促进幼儿的全面健康发展。本文主要是基于学习性区域活动的角度，对如何有效培养幼儿的坚持立和专注力进行了探究，希望对促
进幼儿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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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贯彻落实，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关注度越来越高，目前在开展幼儿教育教学活动时，对于其自主学
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越来越重视。想要在幼儿阶段培养学生的
坚持立和专注力，需要结合幼儿发展水平和教育目标投放活动材
料，通过搭建合适的活动环节让幼儿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展活动。教
师通过对幼儿行为的观察分析，提出更加完善的教育教学策略，该
方法就是学习性区域活动。开展学习性区域活动的时候，要遵循一
定的规则，从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重视培养幼儿的坚持力与
专注力。 

一、充分发挥出榜样模仿的作用 
（一）教师榜样示范 
对于幼儿来说，教师是可以信赖的、权威的，教师的言行对幼

儿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很多幼儿会模仿教师做事情、说话的样
子。这就要求教师在开展学习互动的时候，提出一些小小的规定，
让幼儿明白玩完游戏之后要收拾自己的玩具，上课讲话的时候要举
手示意老师。虽然这些规定比较简单，但由于幼儿的自控能力比较
差，非常容易出现多次违反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教师结合幼儿
的特点，在语言上给予适度的批评和鼓励，对他们的紧张情绪及时
消除，这些规定对于幼儿坚持力的培养有比较显著的效果。 

（二）同伴榜样作用 
幼儿受到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个体差异非

常明显，因此，教师在开展幼儿教育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发挥
出故事中的榜样作用，通过榜样与幼儿的行为表现联系起来，让幼
儿对故事中的道理有深刻的理解。但是在开展实践活动时很难影响
到幼儿，幼儿也很难将该品质直接作用到自己身上。作为一个浓缩
的社会圈子，幼儿园中的幼儿接触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小伙伴，因此，
教师要对幼儿的榜样作用进行深入挖掘，让幼儿的榜样作用能够直
接发挥出作用，这样幼儿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模仿，对自身的缺点进
行改正，养成良好的习惯。 

二、提供适宜的材料 
学习性区域活动材料是区域活动内容的物化，也是教育活动的

载体，其中蕴含着大量的信息，幼儿正是通过对材料的操作、探索
来建构相关的经验。幼儿专注力的强化和保持，是不能被强迫的，
而是靠内在驱动的，教师应该提供一些能引起幼儿兴趣和投入的材
料和营造相关环境。 

（一）使用富有趣味性的材料 
趣味且有挑战性的材料，能吸引幼儿参与游戏，能在游戏过程

中让幼儿努力克服困难，保持专注，并坚持游戏。如数学区活动“数
字三子棋”，活动目标为巩固 10 以内加法运算，学习数字三子棋的
玩法，喜欢参与数字三子棋活动，感受竞技游戏的乐趣。这份材料
有效地激发了幼儿的专注力发展，一是二人游戏本身就有一定的挑
战性，能吸引幼儿的兴趣，要战胜对手，必须全神贯注；二是在游
戏过程中，幼儿不仅要计算自己的结果，还要关注对方结果的对错，
集中注意力才能准确地计算；三是游戏过程中需要幼儿对自我控
制、自我调节，对对手的控制，对于对手挑衅行为的理解，对其他
干扰行为的自我调适等。 

（二）使用延续性材料 
丰富的材料能让幼儿“忙碌”起来，投入到活动中，有延续性

的材料，会激发幼儿调动原有的经验，这个过程需要保持专注力并
坚持去完成。如大班阅读区活动“蚯蚓的日记”，活动目标为：进
一步阅读理解图书的内容，能大胆表达，学习合作记录阅读记录卡，
尝试用“日记画”记录自己的日记。教师设计了两个游戏内容，其
一是自主阅读图书后，找出自己最喜欢的一篇日记，填写在阅读记
录卡洗记一记这篇日记的日期，然后用自己喜欢的符号记一记小蚯
蚓那天的心情，接着，找一个好朋友互相讲一讲日记里的故事，进
一步理解图书内容；其二是鼓励幼儿大胆尝试用“日记画”的方式
记录自己的日记，把所见、所闻、所感用绘画表达出来。活动内容
丰富，不是单一阅读一本书，而是在阅读理解图书后，开展一系列
与图书有关的延续性活动，引发幼儿专注地、坚持地深入阅读与思
考。 

三、合理使用多样性评价活动 
良好的师幼互动能促进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教师评价是师幼

互动的重要手段。鼓励性评价作为一种动态评价，通过激发幼儿的
学习动机和自信心，克服学习过程中的消极情绪，提升幼儿对活动
的坚持力与专注力。 

（一）要有情感支持 
研究表明，积极的情感支持对学前儿童学习品质的发展有促进

作用，并且情感支持比策略支持和材料支持更有利于幼儿坚持性的
发展。因此，教师应该充分运用具体的语言和肢体动作，鼓励、肯
定和表扬幼儿的具体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幼儿能充分感受到教
师对自己的信任与支持，从而改变自己的学习行为和态度。 

（二）找准侧重点 
评价时，教师需要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给予客观、具体的评价。

教师不能只是简单地采用“真聪明”“好棒”这些模糊的语言进行
评价，幼儿不易理解为何会得到这样的评价。教师应当针对幼儿的
具体学习行为和特定的发展目标进行评价。另外，如果幼儿在不断
地尝试后，仍然失败了时，教师对其的评价可以弱化结果，着重在
过程中找寻亮点，让幼儿知道自己坚持的行为是有价值的，强化其
不轻易放弃的品质。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在开展幼儿教育教学

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培养幼儿的坚持力与专注力。首先要结合
幼儿的年龄特点，他们在幼儿时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需要搭建科
学恰当的教育环境，培养他们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精神，养成健
全的人格，促进幼儿的全面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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