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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幼儿园自主游戏区域的构建与实施策略 
武晓伟 

(山东聊城莘县实验幼儿园 山东 聊城 252400) 

摘要：幼儿教育中重要的教育活动形式之一便是自主区域游戏。幼儿活泼好动，组织性和纪律性相对较弱，酷爱游戏是幼儿们

共同的特征。因此，幼儿教师应注重游戏的组织与运用，特别是在区域游戏中，教师对加强对幼儿的引导，注重幼儿自主性的发挥，

组织与实施自主游戏，以通过自主游戏，提升区域游戏的质量。本文将针对幼儿园自主游戏区域的构建与实施策略进行探讨，以供

幼儿教师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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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阶段的教学更为注重寓教于乐。因此，一个个可爱、纯真

的幼儿们正处于启蒙阶段，在课堂上很容易分散注意力，东看看，

西看看，抠抠手、玩完笔等。基于幼儿这些特征，在幼儿时期构建

自主游戏区域十分重要。一则为幼儿们提供了游戏的区域和便利条

件，二则有助于幼儿自主性的发挥，让幼儿在积极主动中，促进自

身的思维发展，在游戏中玩，在游戏中学，学习与游戏两不耽误。

因此，教师应积极探索自主游戏区域构建的策略，以为幼儿的学习

与成长提供帮助，以提升幼儿园的教学水平。 

一、注重三维空间的创设 

在自主游戏区域构建的过程中，如果幼儿教师给幼儿提供活动

空间过小，自主游戏的效果则会受到空间狭小的影响[1]。因此，幼

儿教师在组织幼儿自主游戏的过程中应为幼儿提供充足的活动空

间。幼儿教师需注重三维空间的创设，以为幼儿自主游戏提供便利

与支持。 

例如：幼儿教师应对高空、墙面以及地面加以运用。从高空方

面来说，教师可以利用教室里面的悬梁，将与自主游戏主题相符的

装饰品悬挂于高处，营造游戏的氛围。同时，教师也可以在区域之

间悬挂透明的温馨的帘子，以帮助幼儿明确游戏的区域，改变区域

分割生硬的弊端。在墙面的运用上，教师可以将空阔的墙面变得生

动，让墙面成为幼儿游戏的工具。如教师可以在墙上做一些小设计，

让幼儿可以利用墙面赛车，也可以在墙上粘贴一些装饰，衬托主题，

烘托游戏氛围。地面的运用也很关键，地面关系着幼儿的游戏活动

空间，为让幼儿能够在自主游戏中有充足的空间，教师可以将地面

空间进行间隔与划分，让幼儿能够拥有独立的空间，避免幼儿之间

的出现拥挤或者相互干扰的现象。关于地面的间隔划分，教师可以

做可爱的设计，用积木或者是塑料的围板栅栏等做区域划分，以保

障幼儿的活动空间。同时，教师还需做好路标，让幼儿能够按照地

面路标，有序进出，以免幼儿在进出的过程中走错路，影响其他幼

儿，耽误活动时间。 

二、注重游戏区域的扩大以及游戏内容的多样 

每个幼儿园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扩增游戏区域。如幼儿园

中的自主游戏区域，不能容纳班级中的全部幼儿，则难以满足幼儿

游戏的需要[2]。为让所有的幼儿都能在自主游戏中获得发展，教师

应根据班级中的幼儿数量，对游戏区域做调整，对游戏内容做丰富，

以为幼儿们提供游戏的空间。 

例如：教师应对自主游戏区域做最大限度的利用，利用一切可

利用的空间，扩增区域。教师可以将公共区域的空间利用起来，对

桌椅以及地垫做调整，扩大幼儿们的活动区域。同时，教师也应对

区域内的功能做分类设计，如区域无法满足班级中全部幼儿的需

求，教师可以增设游戏等待区域，让幼儿按照顺序进行游戏。在等

待区域，教师也可以投放相应的游戏材料，以免幼儿在等待的过程

中煎熬和无聊。此外，教师也应对游戏的形式做丰富，在自主活动

区域内，教师可以设计不同的游戏类型，增设游戏部门，让幼儿能

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游戏类型。在增设游戏部门的过程中，教师可

以调整和优化活动区域，将相同类型以及空间大小相同的游戏区域

整合到同一个教室内，将空间大小以及游戏类型差异较大的游戏做

好区域空间区分。此外，幼儿园应将自主游戏区域从一个变为 2 个，

两个自主游戏区域是两个大的分类，一类是积木游戏，一类是桌面

游戏，这样幼儿们则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相应的大类，再从

大类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小类。通过调整与增扩活动空间，丰富游

戏类型，能够为幼儿的自主游戏提供支持，让更多的幼儿能够参与

到自主游戏中，让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获得发展与进步。 

三、增加游戏材料 

组织幼儿自主游戏，需要教师在区域内投放游戏材料。游戏材

料的选择很关键[3]。幼儿教师投放的游戏材料如果过于简单和单一，

则很容易影响到幼儿的游戏兴趣，如果投入的过于复杂，也会影响

到幼儿游戏的积极性。因此，游戏材料的投放十分关键，需要幼儿

教师根据幼儿们的兴趣特征以及能力，针对性的投放相应的游戏材

料，以让幼儿更积极主动的进行自主游戏，促进幼儿的发展。 

例如：以积木区域的游戏为例。教师可以在积木区域投放关于

植物园的图片、积木以及搭建积木所需要的材料等。幼儿需根据图

片，搭建积木。由于很多幼儿对于积木的搭建已经十分熟悉了，已

经了解了积木的搭建方法，能够熟练快速的根据图片搭建出相应的

实物。因此，幼儿教师可以对难度进行等级，增加投放的材料，以

吸引幼儿，激发幼儿的游戏欲望，让幼儿能够在游戏中突破自我，

实现自我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幼儿园自主游戏区域的构建与实施是幼儿教育活动

中的重点内容。为让幼儿在游戏活动中获得发展，教师应在自主游

戏区域的构建以及实施上多加用心，针对幼儿的游戏需求以及幼儿

的数量对游戏区域做相应的调整和扩增，增加游戏的类型，增加游

戏的材料，按照游戏所需的空间以及游戏的类型做好区域划分。以

让幼儿能够自主选择游戏的类型，以提升幼儿自主游戏的水平，推

动与助力幼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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