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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活动对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性
何　丹

贵州省七星关区毕节幼儿园　贵州　七星关　551700

摘　要：幼儿综合能力的培养在学前教育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将对幼儿未来的身心健康发展与对书本知识的吸收能力

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在培养孩子们动手能力的策略当中，有一种方法不容忽视，那便是利用区域活动来促进幼儿的综合能

力，激发孩子们的兴趣，开发智力，为孩子们日后成长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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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园组织活动
时，可以经常打破班级的界限，让幼儿更多机会参加小同群
体的活动。”幼儿混龄区域就是打破班级的界限，把小同年龄
段的幼儿组织在同一个区域里进行活动，它可以满足小同年
龄段幼儿的社交愿望，使幼儿的语言能力得到充分发展。这
样的混龄区域活动形式能够为幼儿树立榜样；同时锻炼幼儿
的智力发展；培养幼儿的责任感。在混龄区域教育模式卜，
混龄区域就像一个小社会，注重幼儿各种习惯的养成，幼儿
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为幼儿建立一个和谐的游
戏氛围，使幼儿将来能史好地适应社会，对幼儿的一生都有
着及其深远的影响。

一、幼儿园开展区域活动的作用
幼儿园的区域活动，是幼儿教师以主题教育活动为核心，

通过区域活动的开展，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选
择合适的活动材料。在区域活动中，幼儿在教师的引导卜，
积极主动地去发现、感知区域活动环境内的所有事物，通过
亲身体验对主题内容具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另一方面，教师通过为幼儿营造一个与教学内容、教学
目标相符的主题背景，让幼儿选择自己喜欢和想玩的活动材
料，积极参与游戏活动。教师也可以通过幼儿参加区域活动
的种种表现和行为，对幼儿的身心特点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从而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幼儿的天性和热情得到充分的
发挥。区域活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完善传统教学中
存在的缺陷，从而为幼儿的个性化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渠道，
促进幼儿身心的全面发展。

二、区域活动的概念及其特点
区域活动是指学龄前儿童进行自山活动的一种方式，即

根据孩童所感兴趣的环境、以及阶段育人要求的主题为其创
造相应环境，从而对集体、分组、游戏等形式进行有效的组
介，让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进行充分良好的自主探索，从而达
到开发智、学会团队介作等目的，其主要内容包括美工、角
色扮演、益智游戏等。

区域活动的主要特点在于自主性、教育性、以及实践性。
自主性是指区域活动给子了孩童充分自山活动的空间，让幼
儿拥有广阔的自主发挥的权限。而区域活动的教育性是指区
域活动小仅仅是幼儿玩乐的机会，它和和会被赋子学前教育
的目的，能够更好地将幼儿教师的教育目的发挥到极致，也
能够帮助孩子模仿学习社会性行为。而实践性，是指它需要
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进行有效的实践才能完成活动，并且是需
要每个孩子亲身参与才能体会到区域活动的乐趣，在这个过
程中，需要幼儿进行动作、角色以及模仿成年人的语言的实
践，并且也培养了孩子同人交和的能力。这三点特点能较好

地促进幼儿创造能力、动手能力、手脑并用能力的发育。

三、区域活动空间的设置需要结合幼儿的发展特点
区域活动空间的设置，能够让幼儿在多种区域活动中进

行更多的学习，为促进幼儿各方面能力的提高和发展创造更
多有利的条件。在主题背景卜开展区域活动，需要结合幼儿
的发展特点，这就需要幼儿园和幼儿教师要清晰掌握不同年
龄阶段幼儿的心理特点，满足幼儿的不同需求。另外，在主
题背景卜的区域活动中，一个主题背景能够通过不同材料得
以展现，将培养幼儿的教育目标与主题教育、区域活动空间
的设置有效地结合起来，能够有效吸引幼儿参加活动练习的
积极性。

四、重视师幼共同欣赏，交流建构作品
幼儿搭建完毕，教师和小朋友一起观看幼儿作品，可通

过小组推荐一名幼儿介绍本组作品或以教师提问的方式了解
建松情况，例如：“你这组是用什么材料搭建的？你们合作得
怎样？还需要什么材料？”然后进行讨论：“你喜欢那组的作
品？为什么？”肯定有创意的作品，指出小足的地方。通过
私赏、交流、评析这一活动，幼儿知道本次活动需要改进的
地方，史好的引领幼儿卜一次的建构活动。

五、加强幼儿教师的专业水平，提高区域活动的作用
幼儿教师的引导和教育，对幼儿智力的发展和创造性思

维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不断加强幼儿教师的专
业水平。一方面，幼儿教师要善于观察，对幼儿在区域活动
环境卜的表现、行动等进行细致观察，能够正确了解幼儿的
内心思想。另一方面，当幼儿在区域活动中遇到的困难时，
幼儿教师需要采取合适的方式及时为幼儿提供指导和帮助，
真正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让幼）L 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去
探索和解决问题从而更好地培养幼儿的探究能力。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区域活动的开展是培养幼儿动手能力的有效

途径，但是如何运用好区域活动，还需进行有计划地组织。
一切活动都应从幼儿的心理特点出发，并将每个孩子的差异
囊括在内，通过互动、情境创设等方式激发孩童动手动脑的
兴致，尽可能地提供反复练习的机会，从而从根本上做好学
前教育中幼儿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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