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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幼儿园的区域活动受到更多的关注。区域活动可以拓展幼儿兴

趣，保护幼儿的创造性，在幼儿一日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各幼儿园在开展中也存在着许多

的问题：教师对区域活动如何开展认知不到位；环境创设盲目无目的；投放的材料难以保证游

戏高质量进行。本文针对幼儿园区域活动开展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提出有效建议，促进区

域活动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幼儿园；区域活动；问题；解决策略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Environmental Creation and Effective Placement of Materials for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

Areas

Abstract:

Keywords:

引言

幼儿区域活动环境是幼儿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其创

设对于幼儿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实

中幼儿区域活动环境创设中存在以下问题：如区域环境单

一、布局不合理、活动区域布置不合理等；材料投放缺少目

的性，材料变化少，多用低结构材料堆砌，对材料的教育价

值挖掘不够。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幼儿的活动体验和成长发

展。因此，有必要对幼儿区域活动中的环境创设和材料投放

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一、区域活动的环境创设存在问题和解决策略

幼儿园区域活动是幼儿在教师所设计的一个环境中进

行操作、发现、讨论、相互合作等各种活动，来获取知识及

全面发展的一种教育形式。但是我们在设计区域活动环境时

经常会存在一些误区，如：各活动区的布置幼儿参与度不高

和装饰单一，缺乏新颖、区域主题不明确、缺乏个性化等，

无法拓展幼儿思维，这样并不能真正对幼儿成长起到好的引

导、提升作用。

(一)环境创设以儿童为本

作为教师要有“儿童本位”的思想，能够从幼儿的角度

出发，创设符合幼儿发展的，喜爱的区域环境，这个环境要

能满足幼儿的兴趣和爱好，使幼儿这个环境中能够轻松、自

由、快乐的游戏、活动。

1.考虑幼儿发展的需要

区域环境的创设要考虑幼儿发展的需要，活动区的设置

要与班级主题内容紧密结合，能有效地促进幼儿的自主学习

与成长。我们要依照《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结

合学期计划、月计划，创设有重点目标的主题区，有针对性

地去引导幼儿探究，让幼儿能在观察、思考和实践中寻找答

案，以此来帮助幼儿提升各方面能力发展水平，满足幼儿的

发展需要，促进其全面发展。

2.减少教师直接干预

在设置班级活动室时教师可以利用环境暗示法，如环境

布局、材料投放、墙面装饰以及材料标记等，帮助幼儿遵守

规则，减少教师不必要的介入。比如在益智区中，小班教师

可以在相应的位置以及材料框上贴上颜色标记，幼儿在游戏

结束后可以根据颜色标记来整理；中、大班教师可以在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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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及材料框上贴上数字，让幼儿一一对应。这样不仅加

固了幼儿的知识经验，还能让幼儿养成收拾整理的好习惯。

比如区域标志：每个活动区域要有明显的标志，让孩子们能

清楚每个区域的规则，可以根据各年龄段的班级幼儿进行设

计，如：小班区域标志以图画为主，中班区域标志以图画和

简单文字为主：大班区域标志可以由师幼商量制定，动手设

计以数字图画为主的内容。

(二)空间布局要科学合理

通过实践观察发现，幼儿在区域内活动的有效程度和社

会交往性都会被教室空间的分隔所影响，因此我们一定要遵

循科学、合理的原则来划分活动室的区域。

1.区域的数量与大小要适中

班级的活动室不仅要用来开展区域活动，同时还要用来

进行生活活动，甚至集体教育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在设置班

级区域数量时要充分考虑班级空间、班级人数以及每个区域

的面积大小；有主题的重点目标要考虑到时，承担重点目标

的区域面积可以相对增大或者进行区域关联。

比如中班的主题活动“蔬菜王国”，它的重点是让幼儿

对生活中的蔬菜有一定认知辨认，有兴趣、有求知欲，针对

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将科学区在这一主题中适当扩大，除了

将科学区与植物角相结合外，还可以将阅读区与科学区结

合，收集幼儿感兴趣的问题并提供能解答幼儿问题的书籍，

投放到丰富的材料中，以此来激发幼儿探究的兴趣。我们要

善于发现幼儿的兴趣和爱好，根据幼儿的已知经验然后精心

设置相应的区域活动，满足幼儿的活动需要。

2.区域的动、静区划分

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教育功能，我们一般将活动室区域

空间分为“动区”和“静区”，避免相互冲突、干扰。

比如可以将表演区，角色区、建构区等设置成半开放或

者开放的“动区”，保证幼儿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和幼儿区

域外的延伸活动和区域内的交往；而阅读区、美工区、益智

区、科学区等可设置成相对封闭的“静区”，让幼儿能在较

安静的区域环境下有序地取用材料和工具进行自主活动，这

样确保了每个区域活动的正常开展，互不影响。

3.区域的相互关联区

我们有时在活动室区域设置上比较刻板、教条，对区域

的理解仅限于“动区”和“静区”要区分，没有深刻理解各

区域的真正含义，想要提高区域活动的效果，就要增强区域

间的联动，这要求教师将两个或多个功能密切相关的区域进

行相邻的布局规划。

比如将植物角与科学区相邻而设，可以让植物角里的观

察活动与科学实验、美工区的画画活动有机融合；将阅读区

与美工区相邻而设，可以让阅读区的欣赏讲述与美工区的艺

术表现相结合，从而让幼儿大胆地创造、表现；将建构区与

“娃娃家”相邻而设，可以让建构区里幼儿的主观体验与“娃

娃家”的感知经验想融合，从而真正的实现幼儿个性与能力

的全面发展。

二、区域活动的投放材料存在问题和解决策略

区域活动中的材料即是幼儿区域游戏中认知的对象，又

是幼儿游戏的道具。材料的种类有很多，比如根据材料功能

分为主体材料、辅助材料和工具；根据材料性质分为成品材

料、半成品材料和自然材料：根据材料结构分为高结构材料

和低结构材料，有计划的投放这些材料能有效推动活动、提

升区域活动的教育质量。而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幼儿园自

制的纸类材料数量多、易损坏，玩法单一，实用性不高，等

低结构材料单一缺乏，无法适应幼儿的长期学习和发展需

求，材料的投放过于形式化。

（一）投放材料的安全性与实用性

在区域活动当中，幼儿可能去做一些可能不安全的行

为，或者去“打扰”或者“触碰”其他幼儿，导致争抢或者

打闹造成材料损坏，甚至可能造成幼儿受伤。

所以，教师在拿到材料后首先要考虑安全性，所投放的

材料一定要符合幼儿接触安全标准，外在无尖刺，内在无毒

害，无污染等，也有必要对幼儿进行安全使用材料的提醒，

这样才能充分保障幼儿的人身安全。

我们选用材料的标准并不是一种材料只使用一次，或者

只对应实现一个目标，可以通过一种材料实现多个目标，也

可以通过若干材料的共同作用来实现一个目标，使材料物尽

所用，充分发挥作用。

（二）投放材料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投放的材料要能科学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所以我们

在投放材料时要考虑到本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发展水平，不

同年龄段的幼儿身心发展具有差异性，教师应为不同年龄段

的幼儿提供不同层次的区域材料，让幼儿能够选择适合自己

身心发展水平的玩具材料，去动手操作、去摸索来达到学习

与发展的目的。具体来看:小班幼儿好奇、好动，注意力不够

集中，语言交往能力、生活处理能力以及动手操作能力相对

较差，因此，小班区域材料投放要具有形象直观性、简易性、

可操作性，投放时教师应科学地选择颜色明亮、个头比较大、

数量较多且比较好玩的材料；中班幼儿对外界的工具有了一

定的使用技能，变得爱问、爱说，爱摸索与他人合作一起来

摆弄材料，材料投放要增强材料的复杂程度以及探索性，要

有一定的合作性；大班幼儿的规则意识、合作意识、行动能

力、探索能力大大提升，材料投放要多样性、和富有挑战性，

让幼儿的游戏更加富有变化和创造力。

尽可能丰富地提供与主题活动相关的材料，让幼儿能自

主选择所需的材料，因为在材料选择的过程中，选到自己喜

欢且适合自己的材料，幼儿的积极性会更高，而且更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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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能力的提升，这可以更好的发挥材料的作用，使材料得

到有效最佳的应用。

比如小班幼儿喜欢模仿、喜欢玩游戏，根据这一特点，

为了能帮助幼儿更快融入到区域活动，更有效的投放区域材

料，我们可以投放一定比例的低结构生活化的材料，比如各

类餐具、奶瓶、娃娃等活动材料，在他们玩过家家的游戏中，

幼儿会把自己想象成“爸爸”或“妈妈”，而把娃娃想象成

“宝宝”，用餐具来喂宝宝吃饭，以此来获得相关生活经验

和培养为自我服务的良好习惯。

（三）投放材料的多样性与层次性

区域材料要品种丰富具有多样性，由易至难具有层次

性。区域材料应尽量多样、丰富，供幼儿选择，比如，当低

龄幼儿初步进入区域活动区时，可以安排一些简单容易上手

的玩具给他，多种造型的简单拼搭积木、不同触感的模型玩

具、不同形状的插塑玩具、以及各式工程车等；而当幼儿已

经熟练学会一些简单玩具时，他们更加渴望复杂一些、具有

一定挑战性的玩具，那么我们就需要投放新材料，适当加强

材料的难度，以调动幼儿操作的积极性，引发新的探索活动，

稍有难度的积木拼图、城堡积木、搭建跑道、七巧板等这些

材料就非常适合更新投放。幼儿通过丰富多样材料的组合、

加工和变形，探索出多种玩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索

欲望，促进幼儿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展。

三、结语

将环境布置和材料投放的过程转化为幼儿学习、提升的

过程，让幼儿在区域活动中创造提出想法，不断实践摸索，

收获进步，并产生开心、满足、成功的情绪体验，正是幼儿

区域活动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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