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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拼插区里变化多 
◆侯利琼  张秀超 

（北京大兴十一建华实验幼儿园  102600） 

 
拼插区是我们小班最热闹的区角之一，而塑料插管是最受欢

迎的，每天都会有男孩子过来玩。通常拼几分钟后，幼儿就开始
把作品当做枪（或是汽车）进行假装游戏，“你看我的枪多厉害”，
“我的才厉害，我这个子弹能打很远”，说着几个小朋友就玩起
了打枪游戏。 

通过对拼插区游戏的观察，我发现来拼插区的幼儿以男孩居
多，大部分幼儿在拼插时没有目的，完成的作品结构较为简单，
且常把作品想象成某种物品进行假装游戏，幼儿玩假装游戏的兴
趣高于拼插活动。以物代物的假装游戏是小班幼儿典型的游戏形
式，幼儿可以在拼插区融合假装游戏，但拼插区也有自己特别的
发展价值，即在设计、操作、建构的过程中，发展幼儿对材料之
间的空间关系及逻辑联系（比如对称、规律排序）的理解，支持
他们再现和创造性地表达生活经验。“怎样支持幼儿提升拼插水
平呢”？带着这样的思考我开始连续观察拼插区游戏，寻找契机
采取策略。 

策略一：榜样示范，引导幼儿有规律地拼插 
一天，睿睿用插管积木拼了一把手枪，枪把是两排插管颜色

对称拼成的，枪杆是黄绿两种颜色交替排序拼插的。看到这把枪
我非常惊喜，觉得找到了提升幼儿拼插水平的切入点。在区域游
戏结束后，我邀请睿睿和小朋友分享了自己的作品，我也鼓励孩
子们可以用对称和规律的方法进行拼插。但是在第二天幼儿依然
是随意拼插，进行假装游戏。我开始反思，幼儿为什么不能有规
律地拼插？ 

1.对于小班下学期的幼儿来说，按规律排序是一项比较具有
挑战性的数学活动，虽然他们已经掌握了简单的按规律排序的方
法：颜色、大小等，但是只针对于特定玩具的玩法，比如穿珠子、
彩色几何积木排序。如果在拼插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规律排序、对
称这两个概念融入进去，对幼儿来说是有难度的。 

2.幼儿对直观的形象更感兴趣。他们能够通过拼插活动进一
步发展按规律排序、对称等概念，但是却不能在拼插活动中有意
识地去运用这些规律。 

我决定改变策略，降低难度，以幼儿的兴趣为导向，激发他
们对拼插活动本身的兴趣。 

策略二：分层投放范例图卡，激发幼儿对拼插活动本身的兴
趣 

通过观察，我发现幼儿喜欢看范例图卡进行拼插，但现有的
图卡很小且压在透明桌布下，不便于幼儿取放与观察。幼儿的思
维特点是直观形象的，范例图卡可供幼儿观察和模仿，符合他们
的学习特点，因此，我决定改造范例图卡，分层投放。1.投放幼
儿感兴趣的插管范例卡，2.扩大图卡并从桌布下调整到桌面上，
3.图卡难度由易到难梯度投放，4.由插管类图卡过渡到多种拼插
材料的图卡。 

调整后的范例图卡符合幼儿兴趣与需求，他们对按图拼插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多女孩子也乐意参与到拼插游戏中，幼儿的
作品更加丰富，拼插水平也在逐渐提升。但是随着图卡的投放由
易到难，拼插难度也逐渐递升，拼插区开始出现幼儿此起彼伏的
求助声，我开始思考：幼儿为什么不能够独立进行拼插？ 

1.幼儿的识图能力较弱 
2.幼儿对材料的观察不够细致 
3.幼儿缺乏拼插技巧 
针对以上原因，我开始利用区域分享环节，有意识地培养幼

儿的识图能力与拼插技巧。 
策略三：讨论观察，提高幼儿的识图能力与拼插技巧 
在区域分享时，我有意识地引发幼儿关注图片遮挡部分的对

称关系，讨论图片中出现的符号与数量含义；引导幼儿对拼插材
料进行细致观察，发现同一款玩具中，相同颜色的管道如果纹理
不同、接口不同、软硬不同，作用也就不同。另外，还鼓励幼儿
分享自己在拼插过程中用了哪些好方法，以及在拼插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并鼓励幼儿探究解决困难的办法。在围绕问题和方法讨

论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幼儿的识图能力和拼插技巧，也提升了
观察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拼插区求助的声音渐渐少了，孩子
们成了专注、细致的拼插高手。 

随着幼儿拼插水平的提升，其作品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复杂，
往往一次区域游戏时间不能完成一件完整的作品，虽然活动室设
置了“未完成作品区”，但放到里面的作品就如石沉大海，幼儿
再也不来光顾了。幼儿为什么不能坚持拼完一件复杂的作品？ 

1.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导致其做事情缺乏坚持性。 
2.区域分享通常展示的是已完成的作品，未完成作品没有展

示的机会，幼儿不乐意。 
我打算寻找契机，鼓励幼儿连续完成一件作品，培养善于坚

持的学习品质。 
策略四：区域分享半成品，鼓励幼儿坚持完成一件作品 
一天，晰晰选择了一张机器人的图片，区域游戏结束时机器

人的腿部还没有完成，于是他把作品放入未完成作品区，我意识
到这是一个鼓励幼儿持续拼插的契机 

第二天，游戏前晰晰正在选择区域，我对他说：“你昨天的
机器人还没有完成，你今天是想把它完成吗？”晰晰说：“我就
是这么想的”。区域分享时我请晰晰分享了他的作品，并肯定了
他的坚持性，“晰晰用了两天的时间拼插了机器人的腿部，他能
坚持两天真的很了不起”。 

第三天，晰晰主动选择了拼插区，他说要坚持完成自己的作
品。第四天、第五天……通过 7 天连续的拼插，晰晰的机器人终
于完成了。区域分享时，晰晰介绍了自己拼插机器人的过程，以
及在拼插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听完晰晰的介
绍后，小朋友们不约而同地为晰晰鼓掌，还有的小朋友说：“晰
晰你太厉害了，这个机器人都快比你高了”。 

通过每天对晰晰拼插活动持续的关注，以及对晰晰坚持性的表
扬，提升了幼儿拼插活动的持续性，逐步养成了坚持的学习品质。 

拼插区成为幼儿热衷的区域，作品越来越丰富、复杂，幼儿
在连续拼插完成复杂作品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成就感。幼儿在
持续的拼插过程中，不仅能够将对称、按规律排序、数量、形状、
长度面积等一些数学概念融入其中，而且还关注到齿轮传动、作
品保持平衡、稳定等特性的科学概念。在支持幼儿拼插游戏越玩
越好的过程中，我也梳理总结了一些策略： 

1.激发兴趣是提升游戏水平的前提。在幼儿的拼插活动中，
教师以幼儿感兴趣的材料为切入点，通过投放图片，让幼儿感受
材料组合成造型作品的美感，并且进行模仿创作，从而有效地激
发了幼儿对拼插活动的浓厚兴趣和创作欲望。 

2.充分观察是有效指导的基础。在幼儿的拼插活动中，教师
有目的地进行观察，了解幼儿的兴趣和需求、问题与困惑，采取
适宜的策略介入与回应，支持幼儿的拼插水平不断提升。 

3.同伴分享，提升游戏水平。利用区域分享的机会，鼓励幼
儿把拼插活动中的经验与同伴分享，比如“你用了哪些好方法？
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你是怎么解决的？”在分享的过程中，教师
帮助幼儿提炼游戏中的关键经验，以此提升幼儿的游戏水平。 

4.作品展示，激发更多幼儿参与拼插游戏。教师在班级内创
设专门的拼插作品展示区，将幼儿的作品进行展出，并且贴好标
签。不仅带给幼儿自我成就感，还激发了其他幼儿参与拼插游戏
的兴趣。 

5.以模仿基础，鼓励幼儿自主创造。教师以看图拼插做为支
架，帮助幼儿积累更多的经验，鼓励他们通过自己的想象拼插更
为复杂的作品，并且将幼儿自创的作品做成图册投放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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