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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区域游戏的生成与实施 
——由幼儿园特色主题活动设计与实施有感 

◆肖鸣虹 

（梅山中心幼儿园  福建南安  362300） 

 
区域游戏，对于幼儿园来说更或者是对于幼儿来说是必不可

少的一种游戏。旧模式下的区域游戏大部分的老师都理解为将废
旧材料或者可再造型的物品进行组合或整改的一种游戏材料，也
可是一种利用可有的材料进行经验中已知的玩具的模仿的游戏
材料。它是老师再造的“幼儿玩具”，但是由于再造者认为的好
玩却不一定成为游戏者认为的好玩，所以旧模式下的区域游戏、
区域材料对于具有自主性的幼儿来说游戏性不一定很强，有些游
戏材料具有一定的游戏性但是渐进性不够，幼儿重复多次以后也
就没有了兴趣。 

新模式下的区域游戏应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种活动，它是
一种自主的游戏活动，是教师根据教育的目标和幼儿发展的水
平，为幼儿提供合适的活动环境，投放活动材料，让幼儿按照自
己的意愿和能力，以操作摆弄为主的方式进行个别化的自主学习
的活动。  我认为的区域活动它是单元化向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可
持续性多次发展的一种游戏模式。它可以是一次交谈、或者是一
个发现、或者是一个疑问、或者是一个提议等生成的多种游戏。
下面我就我们班的一个这学期的一个区域游戏计划到实施、整
改、再实施的过程介绍下我认识的新模式下的区域游戏： 

区域由来、生成以及推进： 
心理学家皮亚杰说过：“在游戏中儿童是自我表现主宰世

界”，也就是说区域游戏是幼儿自己选择、自主创作与自我表现
的一种轻松愉快的活动，成人不能强加给他们或者替代他们。区
域游戏对于幼儿来说是他们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尽量让孩子自己去探索、发现问题、思考
问题、而不是急于提供答案。当发现孩子遇到问题、困难，应给
予他们足够的思考空间，自己探索的机会与时间，允许他们犯错
误，反复实践。让孩子通过自己的操作时间，能够自己解决问题，
这时孩子们的状态是积极主动的，孩子在此过程中也会得到发
展。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区域游戏它不是一层不变的，是随息万变，
往往教师的预计目标随时都可能在接下来的探索过程中而有所
改变。 

常识课上，我正要组织幼儿认识各种各样的花，XX 说：哇！
好多花，好漂亮啊！我真想把他们画下来！YY 说:对啊，我们可
以把它画下来，但是画下来的不能拿在手上也。aa 说：那我们把
他们用橡皮泥捏出来不就可以拿了吗？xx 说：无纺布很多颜色很
好看，老师也经常用无纺布做东西，我们这次也用无纺布来把小
花做出来把。 后有人附和要用橡皮泥说橡皮泥简单，幼儿附和
要用无纺布，说橡皮泥经常捏也要学学老师用无纺布做做小花。
于是我们开设了一个花儿朵朵开的区域：将橡皮泥、无纺布都放
进了这个区域来制作小花。困惑：1、要捏那些花？2、无纺布怎
么弄小花？（无纺布孩子说了很多用绳子绑、用双面胶粘 后都
因为不够结实而淘汰）yy 说：无纺布也是布，在家我经常看我奶
奶用针把补布。 

第一阶段： 
花儿朵朵开区域材料的准备以及目标设定：1、大家一起收

集了一些花的不同形状的图案，让游戏者看着图案捏小花。教师
给游戏者提供花朵形状的卡片，准备好与制作花朵有关的微课、
慕课视频。有序地对游戏者进行分组，为后面活动的开展做好准
备。游戏者根据教师的安排，同时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组成手工
小组。2、提供不同形状条的无纺布（锯齿形、波浪形、半圆形
等），将不同花朵的制作过程以文本、图形的形式展示出来以便
幼儿能够通过这些资料学习如何制作自己喜欢的花朵。让游戏者
运用穿线一上一下的方法在无纺布上刺绣，教师在课上不断巡
视，鼓励游戏者与小组成员交流或者直接向自己提问。教师确认
游戏者所制花朵基本成型后，帮助游戏者将无纺布条的头尾收紧
打结，这样就做成了一朵小花。 

活动过程观察：教师要求幼儿以小组为单位整理好组员的作

品，然后根据一定的顺序将花朵排列在盘子里。幼儿将做好的小
花放在盘子里面放在展示台上，但许多幼儿发现仅仅将小花放在
盘子里无法达到展示作品的目的。因为小花是平铺在盘子里的，
而要向其它同伴展示小花的全貌，必须让小花立起来。 

xx 幼儿找来了一些盆子和盒子、还有小木棍，把橡皮泥的小
花插在小木棍上再将一朵朵的小花插入盆子和盒子里。但幼儿发
现无纺布小花是柔软的，不像其它坚硬的东西一样，可以站得稳
稳的。如果用双面胶粘住小花，不仅会破坏小花的美感。时间久
了，小花依然会倒下，无法达到使小花站立的效果。孩子提出疑
惑：无纺布花插在小木棍上，无纺布做的小花站不住，用双面胶
很容易掉，还有可能破坏小花的形状，那应该怎么办呢？ 后一
个小朋友灵机一动，想到如果小花较软，无法站立，那能不能用
一些硬的东西支撑着小花，使小花也变硬，变得可以站立呢？于
是这位小朋友找来了上学期用来做瓶盖用的软铁丝，小心的穿过
无纺布上的洞洞，再把软铁丝绑在小木棍上，小花果然立起来了。 

其它小朋友又提出疑惑：为什么刚才用小木棍就无法支撑小
花站着，而软钢丝就可以呢？通过观察小花改造前与改造后的变
化，小朋友发现了其中的奥妙：用小木棍支撑小花，用的是“外
力”。尽管小木棍是硬的，但这并没有改变小花是软的这一事实。
而用软钢丝穿过小花用的是“内力”，也就是改变了小花的结构。
因此，小花才能站得直直得，供大家观赏。 

活动分析：1、花盆如何装饰？2、做完的小花可以加上叶子
更像“一朵花” 

调整与推进：增添一个叶儿加工站、花儿加工站。把用橡皮
泥、无纺布制作的小花放入花儿加工站，再到叶儿加工站去添加
花枝、花叶等修饰，在进入花儿朵朵开进行花盆插花。 

第二阶段： 
花儿朵朵开加工厂开设了，工厂里的小员工们开始讨论下班

后的业余时间如何度过，孩子们有的要去娱乐城玩、有的想去看
书、有的说肚子饿想吃东西，有的说也可以玩棋、走迷宫。于是
依照孩子们的兴趣新增设了以下几个区域：天天乐书吧、温蒂娱
乐城、娱乐加油站、乐乐烧烤城。幼儿依然需要通过制作相应道
具，营造不同区域的活动氛围。 

区域材料的准备以及目标的预定： 
1、天天乐书吧：放入平时上过的早阅绘本让幼儿复习已经

学过的绘本故事，练习将故事清楚的讲述绘本故事内容。引导幼
儿共同讨论自己读过的内容， 好能够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谈
一谈对故事的感受。 

2、温蒂娱乐城：提供建构游戏时游戏的大、小花片，让幼
儿将这学期拼插过的交通工具拼出来。鼓励幼儿结合自己在游乐
场的所见所闻制作摩天轮、过山车的小模型。制作完成后，引导
学生合理配色，为其上色。 

3、娱乐加油站：提供各种各样的棋类游戏，鼓励幼儿与小
伙伴儿一起进行棋类游戏。倡导小朋友学习不同棋类的玩法，开
动自己的脑筋与他人竞赛。各种平面图形的迷宫让幼儿通过游戏
体验游戏的快乐。 

4、乐乐烧烤城：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品种小吃（如火腿肠、
海带、丸子、韭菜等）幼儿根据物品的不同特征进行规律插串(如
一大一小、一红一白、一个丸子一个海带等）。 

活动过程观察：1、幼儿将花儿朵朵开的盆栽放入温蒂娱乐
城，将盆栽当成各种不同类型车辆停放的景观围栏。在这个过程
中引导幼儿思考如何摆放盆栽才能既有用，又好看。或是引导幼
儿联想生活中的场景，回忆公路上的植物是如何布局的？自己家
里的盆栽又是如何摆放的？为什么要这样摆放呢？2、幼儿将烧
烤城的丸子拿来作为进行迷宫游戏的“行驶者”。 

活动分析：1、如何让温蒂娱乐城里的车子停放的更有规律，
盆栽作为商品买卖进入娱乐城作为城市建设中马路上的盆景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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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2、如何制作一些立体的迷宫让幼儿进行有利的操作游戏。 
调整与推进：1、制作辅助材料马路与小树进入温蒂娱乐城，

让幼儿作为建筑师进行城市建造。或是让幼儿观察高楼大厦的模
型，一起制作高楼大厦的形状。2、收集硬纸板的大盒子，制作
立体的迷宫同时提供珠子或者小人让幼儿进行立体迷宫游戏。 

第三阶段： 
在花儿朵朵开的区域中活动 xx 孩子提出：这么好看的花就

只插在花盆里，可以做一颗树然后让花长在树上。yy 孩子说：对
啊，对啊，也可以拿来装饰啊。于是集合孩子一起讨论花儿朵朵
开区域材料的推进与改进,得出结论：用纸浆做树，装饰相框。
将做丸子的橡皮泥重新整合，制作成花的形状。或者将橡皮泥与
卡纸做的树干融合，使树干显得更加立体等等。 

区域材料的准备以及目标的预定：叶儿加工站——材料提供
颜料染成的各色纸浆、卡纸、用铁丝绕成的半成品树。1、让幼
儿学会用纸浆粘贴围绕在铁丝绕成的树枝上，锻炼孩子手指肌肉
发展。同时鼓励幼儿为其上色，使幼儿对色彩搭配更加敏感，对
不同颜色的用途更加明晰。如果幼儿认为铁丝缠绕的形状不对，
教师可以鼓励幼儿积极创新，根据自己的想法改编铁丝的形状，
提升树枝的美感。2、首先鼓励幼儿剪切卡纸，形成相框的雏形。
但相框不一定要是固定的形状。相框可以容下要容纳的东西即
可。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鼓励幼儿大胆尝试不同的相框形状，
探寻他们的用途。然后让幼儿用纸浆粘贴在剪切好的卡纸边框

上，作为相框的图案。花儿朵朵开—提供无纺布编制好的花、成
品树干等，让幼儿将无纺布花、橡皮泥花绕围在成品树干上。在
通过售卖窗口进行买卖。 

活动过程观察：孩子在温蒂娱乐城里设置了一个小花园将树
和盆栽都放入花园中。但树和盆栽的位置没有经过设计，看起来
十分杂乱。叶儿加工站里的纸浆颜色很暗沉，色不鲜艳，幼儿还
没有掌握搭配颜色的方法。颜料的量很多，许多幼儿在制作模型
时将关注点放在颜料上，忽略了模型本身。颜色还必须老师事先
捏好在纸浆上。 

活动反思：1、如何让纸浆的颜色鲜艳又能减少颜料的浪费。
如何更好的让孩子全程自主操作纸浆？2、除了教师直接讲授，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将布局理念传达给幼儿？ 

调整与推进：1、教师帮助学生调整颜料的色彩，规定好不
同颜料的用量.在调颜料时向学生介绍这些颜色在哪些地方较为
常见，以此培养学生的布局、搭配意识。2、提供无颜色的纸浆
让幼儿捏成树枝，等干了以后让孩子自己先用彩笔涂上颜色，颜
色搭配看起来较为自然时再用颜料上色。3、教师先提供草稿纸，
引导幼儿将相框的形状画在草稿纸上，确认无误后再正式用卡纸
制作相框。4、提供卡纸，让幼儿事先设计好相框的形状，用纸
浆设计在相框的周围做立体设计，再将花儿加工站的花设计在相
框里做艺术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