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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让区域活动充满生命活力 
◆徐  云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龙川小学附属幼儿园） 

 
摘要：近年来区域活动是幼儿园广泛采用的一种教育方式，以个别化的

教育形式尊重幼儿的个性差异，满足不同幼儿的发展需要，培养幼儿主

动探索的精神，是发展幼儿能力的一种教学形式。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指
导下，教师为幼儿提供合适的活动场地和丰富的材料，让幼儿自由选择

活动内容。通过操作、摆弄、发现、讨论的过程来获得知识、发展幼儿

能力的一种组织形式。在活动中，教师不是活动的总导演，而是环境提
供者、观察记录者、引导支持者、客观评价者，教师要随时、全方位地

观察了解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掌握动态，捕捉指导机会，根据实际需

要，引导幼儿积极主动地探究，让幼儿真正成为活动的“主体”。随着区
域活动的深入开展，现已成为幼儿园一日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幼儿

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我们应该沿着这条主线继续探索、摸索，让区域活

动充满生命活力，真正为幼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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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放自己、解放幼儿 
幼儿园在开展区域活动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只要开展

区域活动，就能满足不同幼儿的发展需要吗?答案是否定的。如
在区域活动中，很多时候老师往往只关注幼儿有没有完成游戏任
务，而并不注重他们在游戏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在开展活动时教
师对活动材料、方法加以控制的话，会导致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
放不开。老师不应该将重心集中在“任务”的完成，更多的应该
关注于幼儿完成“任务”的过程，过程中的一些表现，才是真正
值得老师注意的，反之，一旦活动方法要求和难度较高的话，幼
儿就会产生畏难情绪，幼儿在区域活动中，只能被动地按老师规
定的方法玩，无法满足自主活动的需要，便会对活动慢慢失去兴
趣。久而久之，则失去了当初开展区域活动的根本意义。在幼儿
园的一日生活中，区域活动是幼儿在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为
幼儿在平日里总是生活在家长“关爱”的光环下，过渡的关爱，
有时候反而使得幼儿失去了一些自由，过分的关心也局限了幼儿
的创造力，然而在区域活动这个时间段里，孩子可以做自己的主
人，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样不仅可以满足
幼儿的创造天性，还可以通过游戏等方式培养幼儿与他人交流、
合作的能力，老师应成为幼儿的游戏伙伴，参与到游戏当中，与
幼儿共同探索、交流，共同遵守游戏规则。这样既缩短了幼儿与
老师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让老师更加深入的了解幼儿。因此对于
区域活动，教师应既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又发挥教师的主导作
用，让幼儿自由选择和自由活动，相信他们会更有信心挑战自我。 

二、理解、支持幼儿 
选择活动材料的动机往往源自幼儿的兴趣、好奇心和游戏需

要。如：我们班的华浩宇小朋友，他是本学期刚插入我们班的新
生，他就喜欢玩堆叠游戏，从开始的一堆就倒，到现在已经能搭
建漂亮的楼房了，因为他从简单的堆叠游戏中悟出：底部的积木
越大，垒起来的积木越不容易倒塌的道理，后来他总喜欢堆出各
种形状的东西来问我：“老师，你猜这是什么呀?”每次他问时我
都会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以增强他的自信心，鼓励他探究出更
多地新“作品”来。当幼儿重复操作同样的游戏并且兴趣不减时，
教师可以引导他们萌生对其他材料的操作兴趣。有一次，洋洋在
玩娃娃家时，她很认真的用小勺子喂娃娃吃饭，我看见了走过去
对她说：“喂宝宝吃饭时，要告诉她不可以挑食哦！”洋洋很喜欢
我的建议，于是她就边用勺子喂宝宝边说：“宝宝，我们不能挑
食哦，样样蔬菜都要吃哦，这样才是最棒的宝宝哦”。每个幼儿
都有自己的优点和弱点，面对不同的活动材料，幼儿的表现各不
相同。其实，幼儿选择的游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师要通过幼
儿的操作过程，及时的确定“干预”的时机和方法。在活动的过
程中教师应给幼儿一定的支持、帮助、鼓励，也可通过积极的话
语来激励幼儿，如“你的创意真不错”、“今天你有新的发现吗？”
等等，让幼儿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三、丰富材料、循序渐进 

随着游戏的深入进行，有的孩子不再满足于现有的材料，如
果教师在这个时候不能满足幼儿的游戏需要，久而久之，孩子们
对于没有挑战性的游戏就会失去兴趣，所以教师要在适当的时候
根据幼儿的发展状况对游戏进行调整，为游戏增加挑战性，让幼
儿兴趣更为持久。如:在“熙园小吃店”区域中，一开始投放的
游戏材料都是事先准备好的点心模型，目的在于引导幼儿如何招
待客人和买卖点心等，当幼儿熟悉游戏的基本流程后，可以和幼
儿一起讨论，生活中他们对面点心店的更多印象，从而进一步细
化游戏规则。如：给幼儿提供少量现成的点心模型外，还提供颜
色各异的超轻粘土、豆类、彩纸等材料，这样幼儿就可以根据顾
客的要求，现场制作各式各样的点心。正是因为这些材料的及时
“加入”从而激发了幼儿深入互动的愿望，大家才会玩得兴趣盎
然。此外幼儿在感受游戏快乐的同时，幼儿的交往能力、创造能
力也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因此，在游戏时不断丰富游戏材料是
很重要的，我的体会是，开始只呈现最基本的游戏环境和材料，
然后仔细观察幼儿的游戏发展情况，根据需要及时丰富游戏材
料，这样更能促进游戏的发展，更能让幼儿成为游戏的主人。 

四、家园配合收集区域活动材料 
如花儿离不开太阳、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区域活动的开展离

不开活动材料。区域活动材料越丰富，形式越多样，在游戏活动
时幼儿就会更加感兴趣，在游戏活动过程中幼儿就会更加自信、
更加大胆。随着家园合作理念的深入人心，教师们充分认识到了
家长资源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当然幼儿家长也非常愿意为
幼儿园相关活动的开展提供支持与帮助。例如，家长们带来的塑
料饮料瓶，经过我们老师的修剪和装饰就可以变成“娃娃”，让
幼儿用制作的食物来喂娃娃;小木棍做成鱼竿;用废旧的纸箱经过
装饰包装成各种各样的柜子和家用电器等;用家里废旧的电话，
再用纸板做隔离板，就变成“话吧”了;将宝宝们穿不了的小衣
服带来，不仅锻炼了幼儿叠衣服和钮扭扣的能力，还让幼儿学习
力该如何整理衣服等等。此外呀让家长们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
来，不仅调动了家长的积极性，同时也实现了家园共育的教育目
标，促进孩子们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 

区域活动是幼儿在园最快乐的活动时光，它深受着幼儿的喜
爱，更有利于幼儿的发展，在区域活动中幼儿的探索能力、创造
能力、口语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等都能得到了提高。幼儿在区域
活动中自我学习、探索、发现、完善的能力也得到了发展，与其
他活动相比较，区域活动有相对宽松的活动氛围，灵活多样的活
动形式，能满足不同幼儿的发展需要，让区域活动在幼儿园充满
它应有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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