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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区域活动材料投放与幼儿行为的关系 
◆谢锦颖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第六幼儿园  712600） 

 
摘要：幼儿需要进行适当的区域活动，在区域活动中，幼儿可以和材料

进行适当的互动。材料的投放和婴儿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只有对

这种关系有清醒的认知后才能更好的促进幼儿的成长和有计划的组织幼
儿进行区域活动。因此，教师应该从认知行为和交往行为等方面分析材

料投放和幼儿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幼儿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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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幼儿活动中，尤其是区域活动中材料是促进幼儿发
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教师应该合理投放活动区域的材料，
从而为幼儿的发展构建适合的发展活动区域，促进幼儿在该活动
区域中获得认知能力、交往能力和创造能力。此外，重视利用区
域中材料的作用，为区域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1、投放丰富材料，培养幼儿认知行为 
幼儿在区域活动中有自主的行为，同时通过动脑和动手能力

实现对周边事物的认知，同时还需要借助借助活动区域的材料。
幼儿自活动区域中能够对周围的环境进行认知、理解和判断，从
而结合自身的实际需要选择材料。此外，为了培养幼儿的认知行
为，教师应该重视对活动区域材料的建设和投放，越丰富的资料
越能激发幼儿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之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对材料进
行触摸等，这直接加强了幼儿对新事物的感知。教师还应该重点
观察幼儿的兴趣，通过对兴趣的分析找到其中的教育机会，使其
更加贴近生活，为幼儿参加活动提供重要的材料。幼儿世界对认
知主要是通过颜色、味道和形状等，之后才能对这些过程有个清
晰的概念，转化为操作的行为。在进行投放材料的过程中，应该
对材料进行及时的更新，经常更换一些幼儿感兴趣的材料，促进
幼儿感知觉的发展。为了使幼儿能够很好的和材料、环境对话，
应该重点投放生活化的材料。举例而言，在幼儿自己的家里放置
一些水果等模型玩具，在这些材料的暗示，幼儿感知这是自己的
家，同时通过材料之间的不同搭配，实现满足幼儿的一些需求。
在一些区域，幼儿维持兴趣的时间比较短，因而架教师应该不断
的对投放的材料进行及时的更新，适当增加新想材料，同时引导
幼儿进行探索，发现有趣的事物和丰富游戏的内容，在游戏的过
程中国幼儿实现了玩耍。可以说，丰富的材料是幼儿获得外界探
索的重要媒介，游戏和材料的利用可以使幼儿通过自身的发方式
获得自我教育和体验，从而促进身心健康的发展。 

2、投放适量材料，发展幼儿交往行为 
在进行区域活动的过程中，通过交往和合作的方式方式开展

活动，因此，在进行材料投放的过程中还应该充分考虑材料是否
能够促进幼儿和同伴之间的交往。如果材料的投放十分充足的
话，幼儿就可能直接利用材料展开游戏，而不利于幼儿社会性的
形成。然而，如果材料投放较少的话，和容易引起幼儿之间对材
料的争抢，造成冲突，这对幼儿的体验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为此，

在进行区域材料投放的过程中应该重视投放的数量，做到适量投
放。在组织区域活动时，教师应该给幼儿预留充足的自主游戏的
时间，这样能够促进幼儿自主选择材料和活动区域。在进行大班
活动的过程中，应该给幼儿预留较少的活动区域，同时随着幼儿
数量的增加，应该适当增加材料的数量，并且逐渐将材料投放给
幼儿，保证材料的数量能够满足幼儿的需求，同时幼儿之间还能
协作游戏。此外，还应该多投放幼儿感兴趣的材料，引起注意力
的同时促进幼儿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在进行小班活动中，幼儿在
活动区域进行独立活动的时间比较多，因为教师可以适当的减少
材料的投放，这样还能保证幼儿实现材料的分享，促进幼儿之间
的交往和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教师应该采取措施为幼儿提供更多
的交往机会，促进交往空间的扩大。举例而言，在在进行表演区
域材料的投放中，可以投放一些面具、服装和头饰等材料，幼儿
可以自主的选择喜欢的材料和表演形式，在进行表演的过程中，
幼儿的交往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激发，同时获得和同伴进行交
流的感受，而且自己的语言和表演能力得到了提升。 

3、投放有效材料，激发幼儿创造行为 
如果幼儿对材料感兴趣的话，这和投放材料的有效性有直接

的关系。在区域活动中，如果投放的材料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同
时能够积极支持幼儿的游戏行为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激发
学生的创造力和挖掘自我价值。在进行材料投放的过程中，教师
可以选择性的投放材料，即选择有探索性的材料，进而激发学生
的创造动机。幼儿在选择、观察材料之后可能对材料产生好奇行
为，进而会自觉的产生创造行为。举例而言，在组织停车场区域
活动时，可以选择积木作为材料，因为积木具有低结构的性质，
比较方便。积木这种材料还具有功能性强和层次分明的特点，能
够激发幼儿从不同的角度感知材料，同时充分挖掘自身的想象
力。此外，如果使用积木对停车位进行分割的话，或者完成各种
各样作品的构建，这样的话材料的功能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在
进行区域材料投放的过程中，重视对沙和水等低结构材料的投
放，同时没有任何的规定，这样的话能够提高儿童的想象力，促
进发散思维的形成。此外，为了提高材料使用的有效性，应该重
视保证材料和区域活动之间的主题相适应。如在美工区开展活动
中，可以在活动区域投放旧报纸、牛奶盒等材料，之后幼儿结合
美工的实际需要对材料进行自主的选择和处理。在进行美工作品
制作的过程中，使用简单的材料能够提高幼儿的创造力，同时也
能保证幼儿形成环保意识，促进活动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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