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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园区域活动中材料的投放
陈　静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实验幼儿园　宁夏　石嘴山　753000

摘　要：区域活动是以幼儿的成长为中心展开的一种活动方式，教师为幼儿提供和准备相关的学习材料，能够促进幼儿健康

发展，对其成长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能够自主选择喜欢的学习载体，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自由选择适合

自己的教学材料。一般情况下，因为游戏材料是自身喜欢的东西，所以幼儿会产生兴趣，进而提高操作中的专注度。在时间

的分配上，幼儿会根据自身的能力水平和认知速度规划时间，进行操作时可能会与他人合作，共同探索材料知识，这样的方

式更有利于儿童提高主动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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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活动是幼儿园当前采用的教育活动形式之一，主要

体现在幼龄儿童个人或群体对材料的选择并且对材料进行有

效的探索和操作，进而形成相关的体验或感悟。从国家对幼

儿学习和发展的重视程度可知，幼儿教师要充分尊重和保护

幼儿在生长和发展阶段的个体差异性，满足他们从低水平向

高水平发展的要求。因此，在对幼儿园活动区材料的投放问

题上，幼儿园要进行合理的探索，寻找适宜幼龄儿童活动的

有效区域材料，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区域活动中材料投放存在

的诸多问题，推动幼儿健康成长。

一、目前幼儿园活动区材料投放的问题

（一）材料投放目的性不明确

在幼儿的活动区进行材料投放，目的是实现推动幼儿身

心健康发展的教育目标。因此，在进行活动区域材料投放的

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经验和幼儿的能力水平有目的地进

行投放。但根据材料投放的实际情况来看，教师在对材料的

选择和投放过程中缺乏目的性，有的活动材料放置时间较久，

就是因为不符合儿童的兴趣爱好，导致材料无人问津，相应

的材料投放就缺乏了教育的功能，这样看来某些单一、无操

作性的材料，无法达到提高儿童乐趣和锻炼儿童思维能力的

目的。就是因为幼儿对这些材料缺乏兴趣，无法调动操作的

积极性，所以教师要展开调研，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进

行调查研究，以寻找符合他们兴趣爱好的材料进行投放。

（二）材料的投放缺乏安全性

幼儿阶段的儿童，其自身思维还不健全，在学习事物的

过程中仍旧只能采取模仿的形式。因此，教师在展示材料活

动时，幼儿都在进行动作模仿，可能会伤害到周围同样专注

学习的幼儿。其次，在材料的实践操作过程中，像剪刀之类

的材料，儿童无法进行正常操作；或者活动完成后教师没有

做到安全放置，极有可能会危害到儿童的生命安全，因此教

师要极其注意材料发放的安全性，保障幼儿在实践操作过程

中能够有效保护自身和周围同伴的安全。

（三）材料投放缺乏整合性

由于活动的内容应该与教育和主题相整合，因此在材料

的投放过程中，教师也需要根据设计方案让幼儿进行系统、

有联系的学习，使其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但是在实际的材

料投放过程中，幼儿园的区域活动和主题整合这部分还有提

升的空间，其只实现了手工区域与主题的结合。比如，在幼

儿园的“分类”活动中，教师只为幼儿分类活动提供了不同

颜色的花片材料，这样的材料不能满足认识水平高的幼儿的

需求，因此无法实现帮助幼儿提高认知的目标。

二、区域活动材料投放原则

游戏材料投放的时候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第一，遵循

开放性原则，在活动开展的时候，想要在相应的环境之中促

进幼儿发展，并关注孩子的基本动作。在材料投放的时候，

应该让大班幼儿按照自身的实际需求有效选择材料投放内容，

以此满足自身的需要。所以，幼儿教师以开放性的材料投放

为基础，让孩子接触丰富多样的游戏材料，这可以让幼儿的

多项能力得以发展。第二，遵循可变性原则。活动开展的时

候，在材料投放的时候，要具有可变性活动材料。在有可变

性的情况下，能够让大班幼儿在活动中充满浓厚的兴趣。幼

儿在活动的时候有效的变换着材料玩法，让自身的综合能力

得以发展。而且材料可变性的同时，活动当中能够让材料的

用途得以转变，衍生出新的玩法之下，激发幼儿的兴趣，这

让幼儿获得再次探索的欲望和积极性。所以，大班户外游戏

活动材料投放当中应该遵循以上原则，为幼儿带来丰富的活

动体系。

三、改善幼儿园活动区域材料投放的解决策略

（一）合理选择材料，加强教师培训

首先，在投放区域材料时，教师应避免选择只具备观赏

性却不具备操作性的材料，单一的材料会让幼儿失去实际操

作能力，对让儿童失去儿童在活动过程中得到教育的效果。

其次，也应该避免投放成人型的材料。教师需要根据教育目

标以及科学的儿童成长规律、知识发展阶段以及儿童的乐趣

所在进行综合评估，让投放的材料在操作过程中能够体现其

教育价值。最后，幼儿园应该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

的专业能力，让教师在观察过程中随时更换材料，能够清晰

地了解各年龄阶段的幼儿在各领域中的发展目标。同时，投

放的材料要丰富多样，具有多层次性。幼儿在对材料的选择

过程中具有个体差异性，因此教师应该遵循因材施教的教学

原则，依据幼儿的发展阶段特性，为具有不同能力水平的幼

儿提供难度不一的活动材料，以满足幼儿的需求。

（二）多种方式引导幼儿增强安全意识

在材料的投放过程中，教师不仅要遵循安全性原则，做

到以儿童的安全为前提，还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树立幼儿的安

全意识。例如，在进行手工类活动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

引导幼儿进行安全操作。在分发剪刀之前，应教给幼儿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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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剪刀使用方式，并且着重强调剪刀的危险性，要求每位幼

儿在使用完毕之后放置在安全位置。或者可以将发放的剪刀

交由个人管理或者由小组内部人员推荐一位幼儿进行暂时保

管，这在增强幼儿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基础上，保证了剪

刀的安全使用和有效归置。

（三）投放材料时注意规划整合

在投放区域材料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提供不同层次的操

作材料，以适应不同要求的幼儿；同时还可以做到有突破性，

在投放材料时能够将材料投放进行分类、分区、分层，保证

每个层次的难度和达到的效果。就如分类活动中，教师能够

提供不同颜色的花，让低层次的幼儿进行颜色种类的划分；

再提供不同的大小、颜色的花，让中层次的幼儿进行颜色、

大小的划分；针对第 3 个层次幼儿，可以投放不同形状的花，

以供幼儿增强区分种类。在一段时间内，在每个班级确定出

一个主题，然后根据主题内容进行相关的活动，活动区域内

每个区可以选择合适的内容投放不同层次的材料，引导幼儿

进行系统的学习。如上述分类活动中，第 1 个层次在一个区，

第 2 个层次在一个区，第 3 个层次在一个区，进行纵向的延

伸。虽然看起来每个层次的活动具有分散性，但是通过一系

列难度递进、相互关联的活动，可以让儿童形成系统的认知，

教师在材料的准备过程中也会更有目的性和方向性。同样，

教师也可以进行其他相关联主题的材料投放，在关联主题的

对比下，更容易总结同类材料的特点，找到其中的共性，形

成系统认知。

四、结语

每位幼儿都是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之间会存在差异，

幼儿教育就是要帮助幼儿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探索、认识

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幼儿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在材料

的投放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个体差异性进

行材料的投放，这既需要依赖教师自身的认知，也需要遵循

材料的目的性以及丰富性等原则进行投放，才能够激发儿童

的活动欲望，帮助儿童在与材料的互动过程中积累相关活动

的经验，激发参与活动的兴趣，增长幼儿智力，提高儿童的

动手能力，从而促进儿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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