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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区域活动中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
赵利切

四川省阆中市南池幼儿园　四川　阆中　637400

摘　要：《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要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

的需要。并强调幼儿在活动中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良好行为倾向是终身学习与发展所必需的宝贵品质。”这种“宝贵品质”就

是指孩子们的规则意识。现在的孩子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家长们过分溺爱孩子，过度保护孩子，致使孩子从小在家里就处于

“以我为中心”的地位，自制能力较弱，在区域活动中的规则意识淡薄，常导致活动不能顺利开展。因此，建立良好的行之有

效的活动区规则，是组织好区域活动的基础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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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要最大限度地支

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

的需要。并强调幼儿在活动中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良好行为

倾向是终身学习与发展所必需的宝贵品质。”这种“宝贵品

质”就是指孩子们的规则意识。现在的孩子大多数是独生子

女，家长们过分溺爱孩子，过度保护孩子，致使孩子从小在

家里就处于“以我为中心”的地位，自制能力较弱，在区域

活动中的规则意识淡薄，常导致活动不能顺利开展。因此，

建立良好的行之有效的活动区规则，是组织好区域活动的基

础保证。

一、善用方法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

区域活动作为一种教育模式，以个别、小组形式为主，

让幼儿自主选择、动手操作，充分展现宽松、愉快、自由

的教育氛围，这时，教师要善用方法有效地培养幼儿的规则

意识。

（一）暗示法

所谓暗示法，是指将区域活动规则蕴涵在环境之中，让

“环境说话”。让区域中的环境来告诉幼儿该区域的活动规则，

根据活动内容和区域面积制定进区规则，确定各区人数。关

于进区人数的限定问题，可以采用进区卡、控制椅子数、投

放适量同等材料等方法，来提醒幼儿遵守该活动规则。如美

工角，可以通过投放适量椅子，要求幼儿如果发现椅子坐满

了就不能再进入了；自理角，可以投放一定数量的操作材料，

没材料的幼儿就可以选择到别的区角玩等等。当然，各区域

供幼儿佩戴的标志应该是简单的、易于操作的，在活动前如

果要花费大量力气方能进入的，则会影响幼儿的活动欲望。

（二）图示法

活动规则的掌握与遵守不能只依靠环境暗示，有些规则

还可以通过图画的方式加以形象地表示，并贴在适当的位置，

提醒幼儿遵守。尤其是在操作材料的使用和收拾时，运用图

示法效果非常好。如在操作区“给图形分类”活动中，可以

在每个分类盒上贴上相应的标记，这样不用老师说，幼儿自

然明白分类的要求是什么了。在玩具材料收拾时，老师把不

同的区域材料给予归类摆放，每一类都有相应的标志。如一

把剪刀的图形告诉幼儿这是放剪刀之处，贴着小鱼的筐子表

示这是小鱼的家，贴有几何图形的表示几何图形应放的位置。

这样，幼儿在收拾玩具材料时可以渗透对应、分类学习，同

时，有趣的图示又可以变成训练幼儿生活技能的无言之师。

（三）谈话法

良好的活动常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会有各种

各样的反复，活动中要不断发现新问题，不断补充新的规则

内容，使区域规则日益合理完善。如利用来园、离园、谈话

活动等时间，对幼儿进行区域活动常规教育，使他们理解区

域活动常规的意义，督促幼儿自觉执行规则。活动结束讲评

时，不单单讲评幼儿的操作技能和任务完成情况，把幼儿执

行常规情况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评讲，表扬遵守规则

的幼儿，把他们树立为大家学习的榜样，请他们做老师的小

助手，一起管理区域活动，这也是巩固区域活动规则的有效

方式。

二、建立适宜区域活动的常规

孩子们的规则意识是在有条不紊的生活活动中受熏陶而

自然形成的，常规教育不仅是培养孩子社会化的重要内容，

更是孩子发展本身的一种需求。

（一）养成良好的材料操作习惯

要求幼儿在自由操作学习材料的过程中，经常维护环境

的整洁和秩序。让幼儿知道每样东西都有其固定的位置，操

作中必须小心地使用，注意不损坏，操作完收拾整齐放回原

处，这样别的幼儿才可以使用。如果所需要的东西不在其位

置上，就说明别人正在操作，自己要耐心等待。久而久之，

幼儿就会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

（二）能根据进区卡自觉控制人数

区域活动中，常常会发生某些幼儿对某一区域都非常感

兴趣，大家都想进入此区域活动，而这一区域又一下子容不

下这么多人，就会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和小朋友

共同讨论想出了按进区卡控制人数的办法。如幼儿人手一个

苹果，每个区域入口处都有一个盘子，上面标有数字“4”，
就表示此区域共可进四人，当你走到这个盘子前看到里面有

三个苹果，那还有一个可以放，当看到已经有四个苹果，那

就只能自觉地离开，再去找个区域玩玩。如果实在很想到这

个区域玩，可以自己去跟小朋友协商，两人交换玩，但必须

经过人家同意才能交换。长久以往幼儿就会养成不挣不抢、

安静有序、文明交往的良好习惯。这种规则意识的建立对提

高幼儿自身的素质和人际交往有重大意义。

（三）形成作品展示的规则意识

美工区作品是幼儿的“宝贝”，需要有展示的地方，让幼

儿每次活动后都能欣赏自己或他人的成果，体验成功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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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提供固定的、与孩子视线相平的作品展示台，让幼儿

知道作品应该放在这里，要好好摆放、欣赏、爱护，慢慢地

就会形成作品展示的规则意识。

（四）建立互助、友爱的伙伴关系

幼儿与幼儿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影响其心理发展的一个重

要的社会因素。幼儿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文明礼貌、友

好谦让，就会在游戏中互相协商、互相交换，也会提高幼儿

游戏的主动性、积极性。因此，我们应加强幼儿的情感教育

和集体教育，使幼儿生活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在集体中获

得全面的发展。

三、把握区域活动中规则意识培养的契机

（一）活动前明确规则要求

具体形象性是幼儿思维的主要特点。幼儿往往从直觉的、

具体的方面去辨别是非、理解事物。活动中需要遵守哪些规

则，该怎么做，在活动前就必须告诉幼儿，让幼儿心中有数。

因此，在活动前要对幼儿的行为提出具体的、合理的、坚持

一贯的要求。例如：活动前要进行插牌选区；活动时要保持

安静，操作时不随便走动，请求帮助要说悄悄话，不能影

响别人；活动中要爱护操作材料，轻拿轻放；听到结束信号

应马上停止操作，收拾整理材料等等。为了较好地帮助幼儿

将这些要求转化到自己的行动中去，在每一次活动前，教师

都应根据上一次活动的情况进一步明确要求，强调需注意的

问题。如：在上一次活动中发现幼儿在材料收放中存在问题

（幼儿动作慢，听到结束信号不及时放下手中材料，材料放得

不整齐等），那这一次活动前教师就应强调这方面的要求，帮

助幼儿调节自己的行为。可以这样提醒幼儿：今天我们活动

结束时还要比一比哪个区的小朋友收放材料又快又整齐。让

幼儿充分注意这一问题，并努力按老师的要求去做。

（二）活动中强化规则要求

幼儿受年龄特点的影响，他们的自觉性、自制力及坚持

性都比较差。在活动前，幼儿虽然明确了要求，知道该怎么

做，但在活动中往往不能很好地执行。因此，教师应采用多

种方法，启发幼儿内在的积极性，加强对幼儿具体行为的指

导，不断地提出具体的要求，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控制自己

的行为，形成良好的规则意识。例如：要求幼儿安静地进行

活动这一点，在活动前通过讨论幼儿已经知道了噪音的危害

及安静的环境的好处，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但是在执行

时，由于受活动方式及内容等因素的影响，有一定的困难。

如每个区都有五六个小朋友一起操作；有些区中内容需幼儿

集体合作；又如语言区都是需要幼儿讲述或表演的内容。为

了较好地控制音量，可以进一步提出要求。如：讲话只讲悄

悄话。如果和旁边小朋友交流，声音只要能让他听清楚就够

了，不能给其他人或老师听到；有事要请求帮助，不能大声

叫喊，而要悄悄地走到老师身边拉拉老师的衣角，然后再轻

轻地跟老师说话。有了这些具体的执行方法，幼儿做起来就

容易多了。在区域活动的指导过程中，教师应眼观六路，耳

听八方，时刻注意每一幼儿的动向，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

对那些表现好的或有进步的小朋友应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

摸一摸他的头，投以赞许的目光；或翘翘大拇指，给他额头

上贴个小五星，进一步提高他的积极性。如果哪个孩子违反

了规则，则马上提醒他，引导他注意规则，鼓励他向旁边的

好榜样学习。通过指导，强化孩子的规则意识，帮助每一个

孩子形成一定的规则意识。

（三）活动后评价规则要求

幼儿学习活动的种种反馈信息，不仅对幼儿活动方式有

改进和调节作用，而且还能激起幼儿再学习的愿望和需要。

在反馈评价中，通过讨论和分析可以让幼儿更清楚地了解自

己以及同伴遵守规则的情况，知道好在哪里，还有哪些不足，

进一步调动幼儿的积极性，提高规则意识。评价的方法很多，

通常采用集体评价法。让幼儿在集体交流、讨论中反馈活动

信息，评价活动情况。例如：评选最佳区域，包括操作最认

真区、成果最显著区、最安静区、材料收放最整齐区等。在

评选中，还可以让幼儿感受到通过努力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

喜悦。这样不但可以激励幼儿，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自制力，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规则意识，还能培养他们的

集体荣誉感，提高合作的意识。又如，对个别幼儿的评价，

通过对某一幼儿的好行为进行表扬和鼓励，可以进一步强化

该幼儿的这一好行为，同时还为其他幼儿学习、摹仿提供了

榜样；通过对某一不良行为的讨论和分析，可以帮助幼儿认

识问题，以免再犯类似的错误。在集体评价的基础上还可以

采取小组评价，个别谈话等评价方法。例如：有的孩子规则

意识特别差，还经常影响别人。教师就可以采用个别谈话法

帮助他提高规则意识。教师要善于发现他的优点及细微进步，

指出他的不足之处，鼓励他发扬优点，改正缺点，争取进步。

总之，在开展区域活动的过程中，要关注幼儿遵守活动

规则的情况，并且注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持之以恒，就

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规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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