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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教师自制材料投放活动区对幼儿发展的影响分析 
◆张  凤 

（空军研究院蓝天幼儿园） 

 
摘要：幼儿阶段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的思维模式，结合幼儿的思维特

点，幼儿教师在自制材料投放活动区开展幼儿教育活动时，应该采取适

应幼儿身心发展的资质材料，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本文就教师自制材

料投放活动区对幼儿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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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幼儿思维模式尚未成熟，为此幼儿教师应该从幼儿的身
心发展出发，在教学中激发幼儿学习兴趣，来达到知识输入的目
的，幼儿教师在自制材料投放活动区开展幼儿教育活动的一个特
质是其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在儿童接触自制材料
的过程中能够促进其德、智、体、美等全方位的发展，并且能满
足各个不同年龄层儿童的好奇心、好动性以及他们求知探索的欲
望。自制材料投放区可以给幼儿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激
发他们的探索欲望，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为此幼儿教师应该认
真的研究自制材料投放区教学策略，帮助幼儿学习到丰富的知识
内容。 

一、幼儿园教学中自制玩教具的应用价值 
幼儿园教学中，所传授的知识相对抽象，而对于幼儿群体来

说，该年龄段不具备抽象知识理解能力，而是更多的处于具象思
维阶段。因此，要努力将所有教育内容从抽象转化为具象，或者
通过具象的表现来承载抽象的知识点。这样形象具体的内容会更
容易被幼儿接受与理解，同时也更容易提升幼儿的学习兴趣。在
实际情况中，幼儿园缺乏针对有效的教具，更多的停留在传统的
常见工具上，例如计时工具多半选择沙漏与时钟，教学仪器运用
相对较窄，甚至学生对于这些教具无法达到深度的理解。如果能
够将相关教具转为自制动手制作，幼儿的感受能力会更强，理解
性得到激发，想象能力更高，同时因为好奇心而对知识有更深入
的理解。 

二、教师自制材料投放活动区的意义 
2.1 满足幼儿爱玩的天性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每个孩子对世界都充满好奇，幼儿在自

制材料投放活动区的参与中，可以更加密切的接触社会，并且一
些游戏的开展往往需要幼儿的共同参与，幼儿在游戏中通过扮演
不同的社会角色，可以更加容易引发幼儿的各种社会行为，从而
让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社会体验。 

2.2 辅助幼儿教学活动的开展 
教师自制材料投放活动区通过教师引导幼儿做游戏来帮助

幼儿形成较为稳固的认知，在整个教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
在幼儿教学中起到连接性的作用，把幼儿的学与教师的教“无痕
般”的连接在一起，使得幼儿在专心游戏的过程内接受到相关的
知识教育内容。 

2.3 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幼儿阶段正值身心高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形成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会对幼儿未来的发展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在后期教育中是很难对幼儿时期形成的性格、品德进行纠正和影
响的。为了确保幼儿接受到完整的知识内容，教师就要用幼儿喜
欢的教学法对幼儿进行教育。 

三、幼儿园教学中自制玩教具的应用方法 
3.1 激发兴趣 
在自制玩教具中需要充分的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这样才能

让其有更强的参与动力，让教学发挥实际的价值。因此在教玩具
的自制过程中，需要注重工具颜色的鲜亮多彩，这符合幼儿的审
美特点。多运用糖果色，保证多种颜色的配合，让幼儿有多种材
料的选择空间，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种色彩或者图样的选择上，让
幼儿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依据自己的喜好去制作。要充分的在制

作过程中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启发幼儿的求知欲望。通过趣味的
语言来引导，保持教学氛围的幽默有趣。 

3.2 注重沟通氛围的构建 
在自制玩教具的教学中，需要教师与幼儿之间产生更为和谐

的互动关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指导与模仿演练上，要真正
的做到沟通互动的交流氛围，通过交流才能让幼儿得到更贴合自
身的引导，保证因材施教的效果发挥。同时教师可以针对幼儿的
反馈来了解幼儿与掌握教学的状况。沟通中，教师可以了解幼儿
的认知弱点、兴趣点、特长等，提升对幼儿综合情况的掌握能力。
这对后续的教学展开有更好的辅助作用，避免教师教学中处于闭
门造车的封闭氛围。在幼儿间的沟通氛围也需要必要的引导，让
幼儿有良好的班级学习生活环境，建立积极的舒适学习体验感
受，对幼儿心理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3.3 科学针对性设计 
在自制玩教具上要充分的关注到幼儿本身的年龄特点，考虑

其心理发展水平与认知状况，设计符合其思维能力的自制玩教
具，避免对其构成过大的制作学习困难。幼儿如果制作学习难度
高，其畏难情绪会更为明显，甚至将自制玩教具视为一种负担，
在其中无法找到愉悦感与兴趣，这就会背离教学的初衷。要充分
的意识到幼儿阶段处于具象思维发展期间，不具有抽象思维能
力。因此，任何的教学工作需要具体到有形可感的形象化事物，
而不能单一的凭借语言来指导说明。任何一个举例或者一个情境
的构建，都需要配合对应可感知的事物。在自制玩教具中，教师
可以通过图片或者视频等方式来展示玩教具的外观形态与作用，
或者通过实际的成品来展示成果，发挥幼儿的观察力与记忆力价
值。该阶段的幼儿有强大的记忆功能，因此，要清晰的展现制作
的每个环节，幼儿自己会通过其强大的记忆力来感受制作方法。
要充分的运用幼儿的观察能力、记忆力，弥补其抽象思维不足的
问题。 

3.4 设定教学规范 
在自制玩教具中需要设定一定规范，规范设定让幼儿建立基

本的规则意识。这种规则可以保证幼儿更安全的参与活动中，同
时维持良好的课堂氛围与纪律。尤其是自制教具中，要保证幼儿
的安全，尽可能的避免剪刀等危险用具的使用。直接运用已经剪
裁好的纸张或者组装零部件，幼儿通过拼装就可以体验自制玩教
具的感受，提升其参与感受。这样可以更好的维持安全，避免意
外问题引发的不良伤害。要做好必要的学生情况了解，在制作活
动开始时与过程中做好不断的提醒，让幼儿有自我防范意识。对
于安全意识与规则意识淡薄的幼儿，可以做重点的指导强调。这
种规则意识需要从日常就逐步的建立，避免突然间设定而导致的
幼儿不习惯。 

四、结束语 
幼儿园教学中展开自制玩教具教学是对幼儿综合能力提升

的有效方法，可以让幼儿教育更为有趣，提升幼儿的参与兴趣，
训练幼儿的动手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记忆能力，让幼儿
对其有更为深刻的印象，提升幼儿的智力发展。在具体的处理中，
需要更倾向于做好幼儿的个性情况的了解，保证教学工作具有针
对性，这样才能因材施教，避免笼统一刀切导致的反馈效果不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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