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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在区角活动中的观察与指导 
◆崔  欢 

（陕西省军区机关幼儿园  陕西西安  710100） 

 
摘要：陶行知先生曾提出“教育为本，观察先行”“生活即教育”等思想

与本文幼儿园中的区域活动理念十分相符。在幼儿园的区角活动中，有

着比以上课为主的教育形式更有效的意义，它为孩子提供更多的自我表

现机会与分享合作的机会。所以幼儿在区域活动中教师指导的重要性，

以及教师如何去观察指导幼儿的区域活动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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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过观察实施教育行为，过去比较多的是教师重视计划
的制定，而现在我们通过观察孩子，了解孩子，理解他们对教育
的要求和目标，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孩子实施教育,观察也是教师
实施教育行为的基础。而在孩子的活动中表现方式，除了语言之
外，还有许多非语言的行为。而教师通过观察，从而对孩子做出
整体发展的综合的客观的评价。 

在区域活动中，教师应该观察什么，怎么观察，如何介入指
导。这么多的游戏看哪一个这么多的孩子，你看谁呢，原则上来
说，每个孩子都应该在教师的观察范围内，每一个游戏都在教师
的视线范围内。但是，应该怎么观察，教师仍然存在着选择，看
谁？看哪个？看游戏的哪个点？指导哪个点儿？观察的目的又
是什么。今天指导的任务是什么？在观察的基础上，何时介入？
如何介入？如何指导？不同年龄阶段，又有不同的指导方法吗？  

一、观察的目标与内容 
我们知道在一日活动中，在区角活动中，观察的主体都是教

师，而观察的对象是幼儿。那么教师观察幼儿主要的目的是什
么？他的目标指向有哪些呢？一是调整材料。二是指导幼儿。三
是自主呈现结果。保障环境，成为真正孩子的环境。游戏成为孩
子的游戏。比如说： 

（一）我们要思考我们所提供的材料，能否满足孩子选择的
需要。因为区角活动是幼儿自主选择材料的活动，那么孩子是以
兴趣为导向来选择游戏的。你的材料能满足他的这种选择的需要
吗？你的数量你的内容你的表现方式能引起儿童的兴趣吗？ 

（二）你制作的材料孩子喜欢吗？有的老师说，我花了大量
的时间制作的材料提供给孩子，可是观察了一段时间，孩子并不
喜欢这样，花费了教育很多时间去制作的这样的材料孩子不喜欢
原因在哪儿呢？ 

（三）游戏能留住孩子吗？ 
（四）材料适合反复摆弄与超做吗？我的老师制作的材料投

放下去以后，怕孩子玩，怕孩子玩坏了这些材料。 
（五）幼儿能自主探索、表现吗？有的老师投放的材料，心

中有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往往有时是唯一的。 
（六）活动空间设置是否合理？这样的活动空间是否能保障

幼儿的自主选择不受干扰，而同时又能够满足他与同伴交流。互
相互动，这样的需求呢？ 

因此，我们在对儿童进行观察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目标指向
我们的材料，我们的环境，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的这些材料能否
满足孩子学习与发展的需求，如果出现了上述这样一些问题，我
们要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二、记录方法。一般有三种记录与分析的方法，有平面图、
观察记录表、个案分析。 

（一）平面图就是设计一张班级里区域时间段，每一个游戏
孩子的参与情况进行记录。 

（二）如果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孩子，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方
法来分析，比如说我们正在用的区角活动观察记录表。其实观察
记录表可以帮助教师通过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
法去了解孩子在游戏当中的表现。比如：通过观察记录表可以记
录孩子选择的游戏是否有兴趣？是有计划的选择还是随意的选
择。是非常自信的，还是试探性的选择。对孩子在游戏过程中，
他是模仿的，还是创造性的表达，是很认真的很专注的是容易分
散的。都可以对这些活动过程进行分析。这个观察记录表，一方

面可以帮助我们教师来分析孩子，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教师学
习从哪些视角去观察，从而获得一些观察的方法和观察的技巧，
可以尽快的提高我们的观察能力。 

（三）有时也可以用到个案分析记录的方法，例如：我们班
东东小朋友在用纸箱子垒高。他在这个垒高当中，他整个过程很
曲折活动，过程很丰富，所以我就可以详细的记录这样一个活动
过程，并对这个过程进行专业分析。我是这样进行记录的，我全
程观察东东的游戏，孩子在游戏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思维和动手
能力，他对墙面支撑力的理解，手部动作的控制和自己盒子之间
的衔接，对垫子与地板不同特性的比较，他在不断地调整，自己
把盒子放在垫子上，但是结果他发现垫子不平整，容易倒。那么
这个过程东东，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不断地试错不断地调整自己
的行为，都体现了一个三岁多孩子关注与调整环境的能力，同时
也展示了东东的自信敢于解决问题积极关注游戏结果的积极健
康的品质。所以个案分析，也就是我们常用的个别观察记录，对
指导与分析区域活动当中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 

三、介入指导的时机与方法。 
判断孩子是否需要知道，何时介入，我们的指导是否就是有

问必答，就是孩子问了你就必须回答吗？指导者在指导过程中，
有哪些不同的方法。有哪些不同的角色变化？不同年龄幼儿有什
么不同的需求？可以看出介入指导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的。 

（一）介入指导的时机 
时机的判断非常重要，如果时机判断错误，就会产生干扰，

产生破坏。其实介入指导并非是语言介入，也并非是每个时间段
都可以的，所以时机的把握非常重要，那么哪些时候需要教师的
介入指导。 

例如：1、当幼儿希望得到任何，求助或者发生困难游戏无
法继续进行时。2、幼儿获得成功时，他需要教师与他一起分享。
3、当幼儿发生纠纷时，自己无法解决。4、当幼儿面对新材料，
无所适从时。5、当幼儿的兴趣减退，随时随地要游离时。6、当
幼儿达成了单一目标，幼儿反复的错，反复的试错，反复的失败
受挫。 

（二）介入指导的方法。 
1、教师心中要有目标，但不能以一个目标去衡量发展个有

差异的孩子。 
2、当孩子遇到困难时，教师可以以玩伴的方式与孩子合作

游戏。 
3、指导行为：比如当幼儿专注活动的时候，教师的主要任

务是欣赏。当幼儿兴趣游离的时候、教师进入游戏，进一步激发
鼓励孩子继续游戏或者以多样的方法继续游戏帮助孩子寻找游
戏目标、关注游戏结果，培养孩子的学习品质。当幼儿遇到困难
的时候，教师可以提示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向或者以同伴的方式
合作游戏。当幼儿有个人意愿时，教师应理解表示支持，鼓励孩
子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游戏。当幼儿与同伴合作有纠纷时，教师应
以平等的角色与孩子共同协商。当幼儿畏难受挫时，教师应积极
鼓励，赞扬孩子与孩子一同面临挑战。当孩子获得成功时，教师
应与孩子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并适时提出适度的难题设置问
题，情境，引发孩子进一步新的探索。 

四、结语： 
区域中的自由活动是幼儿与幼儿之间相互了解、学习、交流、

沟通的重要场景。教师要有意识地充分利用幼儿伙伴互动这一因
素，支持和引导幼儿的自选活动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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