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实践 

区域活动中教师的“角色定位” 
◆赵  雁 

（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幼儿园  441700） 

 
摘要：区域活动是幼儿一种重要的自主活动形式。它是以快乐和满足为
目的，以操作、摆弄为途径的自主性学习活动，是幼儿主动地寻求解决
问题的一种独特方式。表现为--“我要玩”，而不是--“要我玩”。更
好地促进幼儿自然、自由、快乐、健康地成长，真正做到“玩中学、做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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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活动中，幼儿参与积极性高，能积极动脑、大胆创作。
这是因为，幼儿刚刚脱离婴儿期，他们最接近于人的自然本性，
没有生存和学习的压力，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探索欲望
在心中萌芽并发展，促使他们去游戏、去追求、去探索。区域活
动的开展是否有效，教师在其中的角色定位非常关键，从根本上
影响幼儿主体性的体现，进而影响幼儿的全面发展。我们幼儿园
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反思，总结了教师在区域活动中大致应当做到
以下几点： 

一、教师应是区域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1、树立正确观念 
开展区域教育活动，教师必须完全相信：幼儿可以主动学习

和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幼儿可以从与他人的相互交流中、从对
目标和事件的直接体验中，以及从对经验的逻辑思维中获得知
识。教师的作用是提供有助于幼儿获得经验的环境，通过观察了
解幼儿的行为过程，帮助并引发幼儿思考。 

2、积极参与活动 
要想让区域活动真正有效，教师就必须能够积极地参与其

中，并且与幼儿进行有效的互动，而不仅仅充当旁观者或维持纪
律的角色。 

3、提问的艺术 
教师的参与及提问是以观察和了解幼儿的所做所想为前提

的，而非生硬地主观地介入，所提问题一定是从幼儿正在进行的
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教师要尽量避免用下达任务的方式发问，如
“按照颜色来分分看”“可以用数字来表示”等，而最好是以这
样的方式来提问，如“发生了什么?”“你是怎么做的?”“给我展
示一下好吗?”等。 

4、给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时间和空间 
要多提供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时间，教师在一旁做一个安静

的旁观者观察事态的发展，如幼儿顺利地将问题解决，老师就可
以悄悄退出，有时他们遇到实在不能解决的困难时，就及时给予
提示和帮助， 

二、教师应是区域活动的精心设计者 
开展区域活动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要为幼儿创设一个主

动学习的环境。教师无疑是整个环境创设的主角，从区域的布置、
材料的提供到活动的安排，都需要教师精心地设计和安排。 

1、区域材料的投放——要能让幼儿在你设计材料的引导下
主动与材料对话 

各个区域中材料的选择与提供，要与班级孩子年龄特点、不
同孩子的发展水平相符合，这样才能有效促进幼儿的主动学习和
发展。 

本学期的区域活动中，我重点指导的是美工区。我们幼儿园
充分利用空间，在一楼创设了公共美工区，全幼儿园的孩子都可
以在里面活动，里面又分了小画室、巧手屋、面点房等，投放了
大量的活动材料和美术工具，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区域。 

2、区域设置——从孩子的需要出发 
教师对于区域的划分以及各区域的标记方式上也要进行选

择和设计，无论是区域还是材料都要有明确的标记。教师可以根
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设计独特的标记形式，也可以采用图形、美术
字等来标记，但标记一定要规范、正确，易于幼儿理解。 

三、教师应是区域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 
1、老师统一规划区域活动开展的时间、内容、形式。 
作为区域活动的组织者，教师要安排一日区域活动的起止及

持续的时间以及具体开放的区域。教师要能在相对的时段里给幼
儿自行选择和决定的机会，让他们自己安排活动，而非完全受教
师控制。 

2、设定一些基本规则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以及实际条件来安排区域的开放，

以及设定一些基本规则，但一定要让幼儿有自由选择区域和活动
的机会，在幼儿真正需要的时候去帮助和支持，而非简单直接地
干涉、介人，更不能按照教师的意图来导演幼儿的活动和行为。 

3、提供合理的建议 
教师也可以和幼儿一起来计划，鼓励幼儿说出自己的想法和

选择，提供合理的建议。如果幼儿的决定和想法不太合适，教师
可以不必急着纠正，不妨先接受幼儿的决定，让幼儿去进行，教
师在暗中观察并给予必要的支持。在区域活动中教师的过度控制
与被动观望，以及简单打断幼儿的行为，都是不恰当的指导方式。 

4、适时的指导 
老师在区域活动中要重视差异，观察每一位幼儿的发展，提

供适合、适时的帮助和指导。例如：区角活动开始了，孩子们都
投入到了自己的角色里，有的扮医生，有的扮护士，有的在演病
人。这时豪豪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块积木，一直凑到了我
的嘴边，想送给我：“赵老师，给你吃，我们刚刚做的面包。”这
时，小医院的医生、护士就跑过来跟我嚷开了：“这是假的，有
细菌的，不能吃。”“吃了会肚子疼的。”“要看医生，还要开刀
了。”……听到孩子们的议论，我想，何不借此机会看看小医院
的医生、护士本事如何。于是，我假装把那块“面包”吃了下去，
孩子们看到我真的吃了，就叫开了，“不好了”，于是，我又假装
捂着肚子说“哎哟，疼死我了！”躺在床上不动了，孩子们急了，
都围过来喊我：“赵老师，赵老师，你怎么啦？”“赵老师是不是
中毒了？”有几个孩子就去叫保育员过来，保育员就问他们：“如
果赵老师中毒了，该怎么办呢？”“对啊，我是医生。”一个小朋
友喊起来了，“我来给赵老师打针。”一个“小护士”也喊起来了。
于是，一些救助活动就开始了，有的拿着听诊器听我的心跳，有
的摸摸我的胸口，认认真真地给我看病了。 

上述案例中，起初在该活动中互动的只是教师与个别幼儿，
但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更多的幼儿饶有兴趣的参与到了活动中。它
不仅影响了其他在场的幼儿和教师，产生了现场效应，从而形成
了一种整体的互动氛围。 

四、教师应是区域活动的评价者和反思者 
1、评价的主要方式 
评价主要以区域活动之后的讨论或谈话方式进行，教师要留

出一部分时间与幼儿一起进行总结和反思。可以引导幼儿回忆刚
进行的活动，让幼儿以各种方法再现相应的活动经验；也可以选
取典型的事件和经验，结合幼儿的实际问题来引导幼儿进一步思
考，帮助幼儿学习和体会如何更好地使用物品和材料，如何更有
效地选择和解决问题。教师要尽可能给每个幼儿提供展示自己作
品或表现自我的机会，并对幼儿的表现给予积极的评价，而且评
价和肯定也要尽可能具体，而非仅停留在“很好、很棒”等简单
的评价语上。 

2、反思主要是依据教师对每日区域活动的情况记录来进行。 
教师要记录所观察到的幼儿的表现和反应，根据这些记录再

对照着预先设定的目标来评价区域活动的结果，评价幼儿的发展
状况。教师在做幼儿观察记录时，可以按领域或按幼儿发展的方
面分成具体的内容或指标，相对应去评价幼儿的表现和发展情
形，也可以从平常区域活动的经验中总结、探索一些其他的评价
方法。 

总之，要想使区域活动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教师首先要从
观念上正确认识和看待区域活动以及幼儿的主体性特征，在此基
础上，找准自己的位置，真正充当好区域活动的参与者、设计者、
组织者及评价者和反思者的角色，充分利用区域活动更好地促进
幼儿的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