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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玩转数学  快乐童心 
——幼儿数学区域游戏开展探究 

◆于  雪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龙宫镇幼儿园） 

 
摘要：幼儿园区域游戏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数学区域
游戏为幼儿提供了互动、操作的空间，能够引发幼儿不断发现、探索，

因此数学区域游戏就具备了独特的教育价值。本文将就幼儿数学区域游

戏开展进行探究，以期能够为今后幼儿数学区域游戏的研究提供一定的
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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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幼儿园教育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革，尤其是要求幼儿园教育要更加注重对幼儿探索能力的增强，
让幼儿参与活动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乡镇幼儿园而言，数学区域游戏活动开
展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着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只
有让幼儿全身心的投入到游戏之中，通过自己动手、动脑将数学
区域游戏内容内化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而更好地培养他们
的思维逻辑性和参与积极性。因此对于幼儿园而言，数学区域游
戏不仅仅是当前大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新课程理念深入发
展的体现，幼儿园中的幼儿在数学区域游戏活动中的热情程度、
参与情况等是其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 

一、巧借规律，确立层次性数学目标 
明确的数学教学目标是发挥数学区域游戏效果的最大保证，

因此幼儿园教师在开展数学区域游戏时就应该充分把握数学区
域游戏的即时效应，根据幼儿发展的层次性需求去确立相应的数
学目标，在此基础上再结合相应的集体数学教学进度拟定具体的
教学活动。例如《找规律》一课中，旨在让幼儿能够通过观察 3
种不同颜色排列顺序找到潜在的规律，并进行排序。事前我在数
学区域中准备了 3 种颜色的纽扣，并将其按照红白白、红红白、
红红白白黑黑的形式依次排列出来，接着我让幼儿进行观察，从
中找出这些彩色纽扣出现的规律，并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说明这些
规律变化情况。然后，游戏开始之后，我将班级中的男生、女生
进行分组，给每一名幼儿都分配一个带颜色的纽扣，让他们按照
道具中的颜色规律进行站队。刚开始时幼儿不知道该怎么站位，
我随着观看及时纠正了出现的问题，让他们学会去看规律排队，
最终帮助他们学会了正确的找规律的方法。在后续的课程中，我
又安排了一节《小兔子排萝卜》的数学区域游戏课，让幼儿按照
萝卜大小顺序将它们都装进篮子里。我又拿出彩色的萝卜问孩子
们：“这个蓝色的大萝卜放在哪里？大篮子还是小篮子？”；“这
个黑色的小萝卜呢？为什么？”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幼儿明白不论
是什么颜色的大萝卜最终都要放在大篮子里，即萝卜放在哪个篮
子里，只与大小有关，而跟颜色无关这一结论。最后，我让孩子
们将同一种颜色的萝卜都放在同色的篮子里，我通过观察发现：
有些孩子能够按照我的要求完成练习，而有些孩子完全按照自己
的想法进行放置。于是我再次强调了游戏规则的重要性，让他们
能够按照我的要求完成游戏，孩子们的表现越来越好，最终他们
都能够按照我的要求完成这一知识的学习。 

二、自由探究，投放探索性数学材料 
幼儿数学区域游戏的材料投放直接影响着幼儿对于活动的

兴趣，因此作为幼儿教师就应该不断地翻新区域材料，有些材料
在投入初期受到幼儿的关注，但几天之后就没人关注了，所以在
数学区域游戏的材料投放过程中，还应该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
性，让他们有更多的自由探究机会。例如一开始时，我们班给学
生投放了一些卡片、图片等材料，以期能够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和
兴趣，但是几天下来我通过观察发现幼儿对这些材料的兴趣越来
越低。于是我尝试着在种类上进行改变，在数学区域游戏中给幼
儿添加了一些雪花片、插塑等等，并和幼儿一起对生活中常见的
树叶、纽扣等进行了改造，让这些生活中常见的游戏材料成为了

数学区域的主角。如我们利用雪花片之间的有序插接、树叶之间
的特征分类、纽扣之间的排序组合等，给幼儿提供了自由探究的
空间，幼儿在不断的探索中也掌握了相应的数学知识，也更加对
这些数学材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外，为了让这些数学材料能
够充分的利用起来，我还针对具体的材料进行了反复创新，实现
了一物多玩，如在《钓鱼》数学区域游戏中，旨在让幼儿学会默
数，能够数的快、数的对，我就将钓鱼所用的材料进行了多样化
的活动设计，让幼儿按照鱼塘的位置进行养鱼；让幼儿按照鱼竿
的数量来匹配鱼苗数；让幼儿用小夹子来做鱼串等等。幼儿在这
一过程中，对于单一的数学材料能够保持兴趣，让他们在数学区
域游戏过程中体验到了不同的游戏乐趣。 

三、动手操作，提升情趣化数学兴趣 
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要让幼儿在学习过程中亲身经历和

感受到科学探究的方法，从中体验到发现的乐趣。因此在数学区
域游戏过程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应将注意力放在关注区域活
动成败之上，而是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幼儿的数学区域活动
过程之中。例如我在数学区域游戏活动中让孩子们区分大小时，
“老师这里有 1、2、3 三个数字，那这些数字是怎么排列的呢？”
孩子们可以很轻松的得到 3>2>1 的结论，接着我提升了一定的难
度，“那如果老师将数字换成字母，你们还能够很快的出结论
吗？”我给孩子们出示了 A>B，B>C，“那么 A 和 C 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呢？”孩子们对于这个知识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表面，
很难区分出 A 和 C 到底哪个比较大。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对这一
知识有更加清楚的认识，我取出 3 个大小不同的碗，分别给它们
贴上 A、B、C 三个卡片，“孩子们现在来看看这三个碗，A 碗比
B 碗大，B 碗比 C 碗大，那么哪个碗是最大的呢？”孩子们争先
恐后的说：“A 碗最大”，我说：“那要是我们拿去碗，刚才的问
题知道哪个最大吗？”孩子们经过思考，最终学会了比较大小的
方法。然后我又要求孩子们给这几个数字赋一定的数值，让孩子
们动手操作比较、掌握这个知识。有孩子通过前边的学习，已经
对这一知识有了深层次的了解，也能够明白哪个数是比较大的，
但仍有个别孩子对这一知识掌握的不够好。为此我又拿孩子们家
里爸爸、妈妈和孩子的身高做了情趣化的情境创设，爸爸身高最
高、孩子身高最矮，妈妈占中间。通过这样一个形象化的情境，
让孩子明白了比较大小是怎么回事。通过这样的活动，幼儿不仅
能够动手操作，同时还能够培养他们的情趣化数学兴趣。 

结束语：总而言之，幼儿数学区域游戏是相对高开放的活动，
要想让孩子们能够在数学区域游戏中最终受益，就必须让数学区
域游戏发挥更多的作用，让材料投放、自主探究、动手操作等各
个过程都能够始终围绕在幼儿的身上。只有这样，幼儿在数学区
域游戏过程中才能够收获到更多，才能够从数学区域游戏中收获
到更多的乐趣，从而带动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这就要求广大幼
儿园教师在数学区域游戏设置的过程中要深挖因素，从幼儿的实
际情况出发，结合更加科学、合理地数学知识，最终促进幼儿的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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