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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活动区域材料投放方式与儿童行为的研究 
◆汝军梅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实验幼儿园  711700） 

 
摘要：幼儿园区域活动中，投放材料构建了基础的活动现场条件，同时

也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通过材料的投放转换，依托材料作为媒介让幼

儿活动更加丰富，幼儿区域材料的投放有效性，对幼儿来说至关重要，

可以让幼儿拥有安全的活动场所，同时构建积极的心理认知结构，在活

动中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有助于挖掘学生的思维潜能，让学生更加明

智，教师应结合幼儿园的材料经费，构建更加节省成本，多姿多彩的投

放环境，从而激发幼儿的探究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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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应充满童真趣味，要让幼儿感受到
自由和快乐，减少对幼儿的压迫感，激发幼儿的各项潜能，让幼
儿具备艺术、思维等独立表现力，借助区域活动材料创建出幼儿
喜欢的活动场景，投放的材料不宜总是重复，要给予幼儿新鲜感，
提供更加富有价值性的区域活动材料，让幼儿勇敢的展开探索，
合作进行区域活动材料的创新，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成长。 

1.投放丰富的、富于探索性的材料  
材料是构建环境的基础，环境是可变的，环境也能够营造出

不同的氛围，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区域活动材料
能够营造美好的环境，让学生的情感意识等都变得更加丰富，幼
儿沉浸在区域活动材料创建的情境中，这时候比较听从教师的
话，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也表现的较为自由，不会对幼儿形成
心理拘束，材料的选择应具有探索性，自然的鼓励幼儿展开探究，
给幼儿留下更多的探究空间，让幼儿有更多的创造机会，区域活
动材料应能够给幼儿动手操作的机会，引发幼儿的合作思考，满
足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兴趣，应提供多种可操作材料，营造形象化
的材料，让幼儿展开区域活动的积极联想，激发他们的童真天性。
在主题活动“有趣的滚动”中，我在科学区投放了“玩斜坡”的
活动材料，主要包括各种高度不同的盒子（用来垫高斜坡的一端）
以及大小一样的长方形 KT 板、纸板和铺有地毯的板子若干块。
幼儿既可以根据斜坡陡的程度探究物体下滑的速度，又可以根据
斜坡面的光滑程度探究物体下滑的程度等。这些操作都需要幼儿
改变材料的方向、高度、表面的粗糙度来进行，对幼儿的操作有
着一定的挑战性与可能性。  

2.应提供不同层次的活动材料，满足不同水平幼儿的需要  
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认知程度不同，因此他们的兴趣爱好也有

所差异，教师可构建不同层次化的区域材料模式，满足所有幼儿
的喜好，让幼儿都能够集中注意力参与到区域活动当中来。例如
大班的数学区，我根据幼儿的不同水平投放了 5 以内、10 以内
分解组成的加减算式卡片，还投放了一些辅助操作材料（计算架、
吸管、圆片、积木、木珠、数字和加减符号）等，能够帮助幼儿
计算。如以圆片为例：在活动中，能力较弱的孩子会选择两面不
同颜色的圆片，用撒圆片的方法进行计算；能力中等的幼儿可以
选择有颜色和大小不同的圆片，通过按物体的不同特征进行计算;
能力强的幼儿选择五颜六色形状大小各异的圆片，在操作过程中
不受颜色、形状、大小的干扰进行计算活动并能尝试自编应用题。  

3.根据活动的需要，动员幼儿及家长收集投放相应的活动材
料  

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儿童的知识构建，必须由儿童通过自己
的操作活动去发现知识，教师加以引导而来。幼儿园的集体活动
和区域活动是互相联系、彼此促进、密不可分的。我们在投放区
域材料时，往往先考虑怎样使集体活动与区域活动很好地互动，
再调动幼儿和家长参与到区域活动材料的收集的积极性，做资源
的提供者，使活动更加完整、丰富、深入。例如在“学做解放军”
的主题活动中，在美工区，孩子们根据老师提供制作枪、炮、飞
机玩具的制作步骤示意图制作各种各样的枪、炮、飞机等，还提
供多种废旧盒子供他们制作一些立体战斗工具。阅读区，孩子们
和家长一起收集来了有关军队、武器、军衔的文字、图片、小英
雄故事等，和同伴们共同分享并感受着军队的世界。益智区里，

家长给孩子们买来了军棋、象棋、飞行棋，他们在下棋的过程中
认识了军衔和规范字。科学区里展示武器小百科，使孩子们对国
内外从古到今的各种兵器有了初步的认识。体育区里，投放的坦
克向前冲的游戏材料是由废旧的大纸箱制作完成的；爬垫子、沙
包、飞镖，让孩子体验到了解放军的勇敢精神。音乐区里，孩子
们借助于投放的儿童迷彩服、军帽、武器道具等，展示着解放军
英姿飒爽的一面。孩子们通过和家长一起学习、查资料、询问等
途径，了解了有关军队和军人的知识，感受了做解放军的英勇与
自豪，也能够不怕苦、不怕累地对待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4.根据幼儿对区域材料操作情况，及时对操作材料进行调整  
兴趣是活动最好的动力，能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材料是区域活动的前提条件。如果一种材料的教育功能对幼
儿来说已经不具有挑战性或是幼儿对这种材料已失去兴趣，那么
教师应该根据幼儿的操作情况对材料进行调整，即在原来材料的
基础上适时改进。如在“数学区”中，我投放了多种颜色的纽扣
供幼儿开展分类活动，幼儿只要按照纽扣的颜色分类并数数即
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幼儿的兴趣有所下降。此时，我没有
采取将纽扣更换成弹珠等其他物品的方式，而是做了很多个盒
子，上面标有颜色与数字对应，在颜色对应的同时数字还要准确，
由于这一新的材料的添加与介入，对幼儿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
求，孩子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又提高了。组合材料，顾名思义是
指将原有的两组或两组以上的材料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游
戏，引发幼儿新的活动的方法。例如在“建构区”中，我投放了
积木、塑料插片等建构材料，发现幼儿用这些建构材料制作汽车
时感觉有些单调，兴趣不是很高。于是放学后，我从汽车玩具城
中选择了几辆汽车玩具投放到了建构区。第二天，幼儿在区域活
动玩耍时发现了这些汽车玩具，便模仿这些汽车来建构、当模板。
我还发现有的幼儿会去寻找，并会把汽车玩具来当火车托运这些
建构材料，玩的不亦乐乎。 

结束语 
总之，在幼儿园区域投放活动材料时，教师要了解各个区域

的各种材料所隐含的不同教育功能，随着幼儿操作水平的提高，
有计划地调整操作材料投放的策略，将幼儿发展目标与这些材料
的教育功能紧密结合起来，发挥材料的作用，促进区域活动的发
展不断丰富和深入，进而促进幼儿经验的不断丰富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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