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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室内开放性区域活动的指导策略 
王裕霖 

（贵州省都匀市第四幼儿园  贵州 都匀 558000） 

摘要：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开展，过于形式化、表面化，很不利于孩子们语言能力的发展，以及身心的健康成长，会导致孩子们

内在潜能的深入挖掘阻力重重。必须展开区域活动的开放性设置，通过提供材料超市，让幼儿们拿着“餐盘”选取材料，而后进行

游戏活动。他们的参与积极性更高，其能力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个性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将变得异常顺利。关于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开

放性设置，区域活动的有效指导策略，本文特意展开了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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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区域活动应由幼儿做主，要让他们自由选择材料，实现

探索发现。区域活动具有“开放性”特征，活动质量越来越高，教

学实效性随之提升，教师拓展教学范围，直接丰富活动内容，深入

挖掘幼儿内在潜能，可以形成更加和谐的师生互动关系。不再限制

幼儿区域活动的“范围”，室内的区域活动过程精彩，促使孩子们

一边玩耍，一边学习更多知识，他们产生“走出去”的意识，牢牢

把握更多的机会，才更容易突破自我，成为高素质人才。 

1、展开暗示性指导，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在幼儿园开放性的区域活动中，教师应该展开“暗示性”指导，

鼓励孩子们在材料超市中自主选择，帮助他们解决好相应问题，给

予幼儿综合能力全面发展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教师应该“暗示

性”指导孩子，使得他们选择不同的游戏材料，大胆地进行游戏感

悟，同时展开想象与创造，真正发现区域游戏活动的乐趣所在[1]。

例如：室内的区域活动必须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游戏材料的

选择环节他们的自由性很高，但不可以出现“争抢”现象。即使在

吃“自助餐”，也要保证纪律性，游戏环节才是他们表现才能的主

要场所，期间养成了好的习惯，积累下一定的知识经验，他们的社

会性发展、成熟化发展就会变得更加顺利。 

2、进行明示性指导，整体提高活动质量 

有了“暗示性”的指导，还要有“明示性”的指导，这一指导

策略的有效实施，对于幼儿园开放性区域活动质量的整体提高而言

大有助益，对于孩子们自信心的产生，思维活跃度的提高来说非常

有利，可谓一举数得[2]。如何实施“明示性”的指导策略呢？笔者

认为，我们教师应精心优化室内区域活动的开放性设计，构建材料

超市的时候，必须融合优质资源，再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案，

借助多媒体动态化的教学优势，营造出良好的活动氛围，在视频和

图片的展示中，不要吝啬自己的表扬，及时表扬小朋友的自学行为，

让他们找到正确的探究方向，尝试解决一些问题，真正获取到不一

样的认知体验。此外，不妨结合情境提问幼儿，问：“老师睡午觉

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动物园的小动物哭得非常伤心，它们对

我说：‘动物园实在是太挤了，平时玩耍的地方太小了。’，我们该

怎么帮助它们呢？”……一些孩子没有办法理解小动物的心情，所

以思考问题只是浪费时间的活动，无法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真正

帮助小动物们解决困难问题。这时候，教师就不妨用“语言”激发

幼儿的同情心，通过组织“角色扮演”为主题的区域活动，来使孩

子们进入材料超市，选择合适材料，通过游戏互动，积极思考问题，

想出最好的办法，帮助小动物建立舒适的活动空间。室内区域活动

更具“开放性”，联系了生活实际，引发了幼儿思考，他们接收到

关键信息，学会整理关键信息，确认信息中的具体要求，充分发挥

自己的聪明才智，主动地帮助他人，随之形成“乐于助人”的优良

品质，他们的后续发展，有望收获意外惊喜。 

3、实施情境性指导，发挥评价教学作用 

创设情境，加强情境性区域活动指导，幼儿园室内区域活动的

“开放性”特征更加突出，直接增强幼儿们的自由选择意识，让他

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其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实践能力

得到了很好地发展，也有机会走进生活，学会利用生活素材，充分

发挥主体优势，自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3]。比如，笔者特

意设定了“餐厅就餐”情境，先鼓励幼儿们选好合适的材料，布置

餐厅环境，之后由两名教师扮演不同的角色，幼儿则观察所有人的

表现，尝试找出“餐厅就餐”情境互动的问题所在。表演中，有的

小朋友看到“服务员”没有对“客人”说欢迎光临，就指出了礼仪

问题；有的小朋友则看到了“客人”没有对“服务员”表示感谢，

就指出了礼貌问题。整个过程，孩子们都在细心地观察，在其精心

布置的情境中，指出的问题越多，证明他们的思维越活跃。区域活

动结束之后，马上展开师生谈话，可询问不同的孩子实际感受如何，

并让他们一一列举理由，说明游戏材料的选择，活动情境的布置，

灵感都是什么？可询问不同孩子存在的问题，要求他们自我评价，

尝试评价他人的表现，学会发现他人身上的“优点”而补充自身的

“不足”。孩子开始思考：“在区域活动中，我的角色应该是什么？

我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活动成功与否是否和我息息相关？”等问

题，不再处于被动状态，而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室内区域活动“开

放性”价值有了具体的体现，循环反复，环环紧扣，其他主题的活

动质量，必然实现更大程度的提高。 

结束语 

总而言之，区域活动是在室内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展开“开

放性”设置，不断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更换了活动

形式，才更利于幼儿们综合素质、综合能力的发展，有益于孩子们

自由选择意识、主动实践意识、“主人翁”意识的产生，有助于区

域活动教学效果的优化，教学质量的提高，可谓一举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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