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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活动中培养幼儿交往能力的策略
张　茜

西安市第二保育院　712000

摘　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幼儿园教育要以提升幼儿人际交往能力为宗旨，教师要多为幼儿创造人际交往及共

同活动的机会与条件，并积极引导幼儿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人，从而形成一种对他人、对社会亲近的态度，初步掌握人际交往

技能。由此可见，在幼儿教育活动中，积极培养幼儿交往能力十分必要。区域活动是幼儿教育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载体，

其具有相对宽松的空间、轻松的活动氛围、多样的游戏形式，是提升幼儿交往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教师如何在区域活动中培

养幼儿交往能力，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对区域活动中幼儿交往能力的培养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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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幼儿交往中存在的问题
（一）以自我为中心
有些家长对孩子格外溺爱，凡事亲力亲为，对孩子百般

呵护。孩子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下就很容易形成自负、自大、
自我的性格，与他人交往时通常表现出目中无人的傲慢姿态，
不听取他人的建议，也不关注他人对自己的意见或评价，同
伴遇到困难时也不会主动伸出援手。
（二）胜负欲太强
多数孩子由于长期受到家长、社会或教师的宠爱，容易

养成“公主病”“少爷病”，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凡事都
争强好胜，若稍有不如意则马卜情绪爆发，且自控能力较差。
另外，还有部分幼儿容易因目的没达成而与同伴发生争吵，
甚至动手打架，以满足内心的胜负欲。
（三）性格胆小内向
在幼儿群体中，有部分幼儿总是表现出不合群，不敢与

同伴交流，也不愿意与他人合作，说话遇事都有害羞、退缩
的表现，不敢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或建议。这类孩子除了
天生性格使然外，还因为家长陪伴较少，加卜家长对此现象
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其产生交往障碍。
（四）教师引导不当
在区域活动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幼儿在

玩某个游戏时，心里有与他人合作的愿望，但由于欠缺交往
能力，容易出现不听取别人意见、不愿退让等现象，最后双
方产生冲突。但多数教师在这种情况下只是选择将孩子们分
开活动，而不是教导孩子如何开口询问他人的想法，导致孩
子的交往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

二、区域活动中幼儿交往能力的培养策略
（一）借助活动规则，增强交往责任意识
在区域活动中，教师有意识地创设“会说话”的环境，

如墙上幼儿画的规则、图示，暗示着幼儿只能通过合作才能
达到目标。

例如，在角色区一一《拍卖》活动中，当老师的锤子敲
下后，该物品已经属于别人，你即使很想得到这个瓶子，那
也不行。除非你再从别人手中“买”回来。幼儿在角色游戏
中通过扮演着各种角色，逐步认识理解角色的义务、职责，
不断学习着社会经验和行为准则，这样的过程，使得幼儿在
最自然的状态中懂得了与人交往必须建立在遵守规则、平等、
友好的基础上。因此，培养幼儿良好合作行为的最佳途径之
一是创造性游戏。
（二）借助多元区域，增加交往活动机会
新《纲要》指出“要为幼儿提供人际相互交往和共同活

动的机会和条件”，因此，在区域活动的创设中，我们注意创
设一个适宜幼儿进行交往的区域活动环境为幼儿设计和布置
了各类活动区，在保证活动安全的前提下，即适合儿童的年
龄特点，又要关注不同层次幼儿的发展需要。我们可以先让
幼儿自主选择不同的区域，寻找兴趣相投的游戏伙伴，这样
自然而然地结交到许多新朋友。让孩子们在活动区中能有所
思，有所悟，有交往。多元化的理念的渗透，使得教师精心
设置的区域既满足幼儿的兴趣需要又兼有教育价值，同时具
有更多让幼儿交往的时间，空间与机会。

聊天区—例：“夸夸我的好朋友”，请幼儿开动脑筋，互
相夸奖，这一参与过程，他们要学会与同伴交往、分享、合
作。不仅交往范围明显扩大，而且幼儿在相互夸奖的过程中
看到别人和自己的优点，不单单是观察力、语言表达能力和
独立思考能力得到发展和提高，更重要的是在夸一夸，聊一
聊的宽松，平等的交流环境与氛围中明白与人相处的方法，
改善了同伴关系，提高了交往能力。

音乐区—例：“划船”：在愉快的歌声中，幼儿划着“小
船”，不断根据歌词内容变换着新的合作伙伴，孩子们自然要
协商选择什么乐器为歌曲伴奏，协商选择什么当船桨，协商
小船行走的路线……当“小船”愉快的荡漾在活动室里的时
候，孩子们更体验到与同伴友好协商之后交往所带来的愉快
心情。

生活区—例：“煮萝卜”：幼儿得在交往中协商去哪购买 ?
如何购买 ? 买多少 ? 菜谱如何设计 ? 谁洗 ? 谁削皮 ? 谁煮 ?
哪个环节出现困难 ? 由谁去找谁来帮忙解决困难 ?……通过
幼儿间的合作而完成一系列劳动，最后，一碗美味的萝卜汤
让幼儿体验了交往，合作的“有滋有味”。

三、结语
幼儿处于社会交往能力发展的关键期，有强烈的交往愿

望，但缺乏一定的交往技巧和方法。作为教师，我们要时刻
观察幼儿，发现其中的教育契机，及时介入，帮助幼儿建立
一定的社会交往技能。当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幼儿需要很大
的勇气去突破、解决，教师一定要理解幼儿，多一些耐心，
要相信幼儿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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