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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区域游戏是幼儿园重要的游戏形式，它是幼儿园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幼儿主动学习的一项基本的鹰架方式。
但在实际操作中，区域游戏材料投放情况并非预期所料，针对这一现状，结合幼儿园的一线经验，总结了一些优化策略，如
基于观察，不断调整区域游戏材料；注重层次，选择适合发展水平的材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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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区域游戏是幼儿普遍喜欢的游戏形式，它是幼儿园实现

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区域游戏材料的投放是决定区域游戏

成效的关键，其适宜性也直接关系到幼儿的发展。因此，区

域幼儿材料的优化是幼儿园教育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它

对于促进主动学习来说是一项基本的鹰架方式，它是为幼儿

主动学习所提供支持的暂时性平台，它是一种支持孩子努力

的系统，它能较为敏感地融入孩子的需要，在孩子现有发展

水平和可能的发展水平（即通过教学所获得的）之间搭建桥梁。

诚然，很多老师在区域材料投放时很用心，加班加点自

制了大量的玩具，如用无纺布材料缝制出各种精美的蔬菜、

甜品，用废旧纸盒包装上彩纸后做成了热水器、饮水机等等，

但孩子们却对于老师的辛苦并不“买账”，因为这些自制玩

具功能单一，所以很多时候在游戏中只是美丽的摆设，并未

发挥更多的教育价值。另外，有时老师害怕自己的“心血”

被孩子弄坏，常常束之高阁，只有在上级检查或接待参观时

才会拿出来，让孩子们使用。如此的区域材料投放令人悲哀！

区域游戏材料必须根据幼儿的经验、兴趣、水平等来构

建鹰架，从而满足不同层次孩子的需要，促使其不同程度的

发展，使区域游戏的教育价值得以充分发挥，这是幼儿教师

所应明了的 [�]。

因此，针对游戏材料的一些问题，笔者结合幼儿园的一

线经验，总结了以下的优化策略。

2�基于观察，不断调整区域游戏材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添加新的材料是非常必要的，它有助于

幼儿在生机勃勃的环境中能够保持活动兴趣。如某个孩子与

同伴分享了他的周末滑雪经历，而许多孩子也在电视、电影

上看到过滑雪，幼儿对于滑雪的兴趣被激发出来，于是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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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建构区的一部分调整为滑雪区，在美工区让孩子们制作滑

雪板、滑雪装、盔形帽、有色镜、防风镜等，在娃娃家里也

可增加滑雪等游戏情节。又如，当孩子最近对露营感兴趣了，

教师则可在娃娃家提供一些睡袋、手电筒、小型帐篷等。

如若在区域材料投放一成不变，从某种程度上也表明教

师并不注重幼儿兴趣和能力。当然，调整区域游戏材料的前

提是老师基于对幼儿的观察 [�]。

观察是关键。幼儿在讨论什么？什么材料最受幼儿欢迎？

一旦老师知道幼儿的兴趣是什么，就可以选择更多的材料来

延伸他们的游戏。例如，当某幼儿新近养了一条宠物狗，因

此对宠物特别感兴趣，教师就根据幼儿的兴趣为其提供狗窝、

狗粮、宠物玩具等。

3�注重层次，选择适合发展水平的材料

教师应要注重材料的层次性。幼儿的个体发展差异不同，

投放的材料就不能一个模式，而是应当依幼儿的年龄特点、

能力、水平、兴趣爱好投放。

材料的选择和投放原则是经验、真实、意图、开放。

3.1�经验

教师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支持和扩展幼儿的经验，以帮助

他们参与自己的文化并了解他人的多样性。因此，笔者鼓励

教师通过给幼儿建立直接经验，将幼儿的兴趣和文化融入进

幼儿园游戏中。

这里所说的经验是指游戏材料的选择一定是能够验证幼

儿已有的经验，并能够让幼儿通过操作后获得新经验的。因

此在选择材料时一定要结合幼儿的年龄，能够让幼儿的发展

处于最近发展区内。

3.2�真实

真实是指材料一定尽可能是要真实的，尽量不采用模拟

或仿真的塑料玩具。例如，在娃娃家为幼儿提供厨具是缩小

版的金属材质，提供的扫把等是缩小的，但却能让幼儿真正

操作的。

3.3�意图

意图是指投放的材料能够激发幼儿进行工作或游戏的兴

趣，例如一些动物模型、交通标志、交通工具。当幼儿看见

宇宙飞船的时候，想要建造一个宇宙空间站；当幼儿看见动

物玩具时，想要搭建一个动物园，想要进行角色扮演游戏等。

3.4�开放

以往幼儿园的游戏材料多是封闭式投放，教师的预期目

标性较凸显，幼儿的创造性比较弱。而现在老师们意识增强了，

多以低结构材料作为区域游戏的主要材料。

开放是指材料的玩法并不是被限制的 , 它可以放在任何

区域，用它可进行任何的工作。例如贝壳，即可将贝壳上颜色，

也可将贝壳当作一种装饰材料，还可将贝壳作为材料串成手

链或项链。开放性材料有：石头、酒瓶塞、豆类、羽毛、贝壳、

包装袋、杂志、毛根、毛球、毛线、纽扣等。

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不建议使用起来特别复杂的材料，

如拥有太多部件的拼图或模型，规则特别复杂的棋类游戏等。

另外，具有潜在危险的材料也要避免使用，如胶枪、要使用

电源的材料等。

4�重视安全，确保清洁和良好维护

保持区域材料的安全、清洁和良好维护体现了教师尊重

幼儿的态度。即便是有潜在安全隐患的材料，如果教师给幼儿

介绍材料时小心认真，并始终如一，那么成人是可以预防这些

安全问题的。如在木工区提供木条和锯子时，要确保每个幼儿

都学会了正确使用这些工具的方法，并给孩子提供护目镜，向

其解释需要戴护目镜的原因。建议孩子能先去户外使用锯子，

当每个孩子在户外都能成功使用锯子后，和幼儿重温使用规则

和方法，然后才将这些材料放置于室内的建构区。

5�便于拿取，适合幼儿自主选择使用

在活动室里，幼儿需要能够取用到各种材料。能够取用

意味着将材料存储在低矮的、开放式的橱柜里，或者直接放

在地板上类似整理箱等坚固容器中。因此教师应将幼儿经常

使用的材料放置于幼儿视线高度或稍低的位置，采用的橱柜

尽可能是无背的。

存储材料的主要意义在于使幼儿能独立找到、使用并归

还所学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游戏就是一组具有吸引力

的开放式的材料储藏间，它对于幼儿来说是可以自主选取的。

6�归类放置，保障幼儿熟悉与收纳

如果老师在投放或更换区域材料时，将游戏材料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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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或无规律地投放在桌子或橱柜里，那么将发现幼儿不能

很熟练地拿取或使用材料，且也因此导致材料使用后的归还

问题，由此也会降低幼儿对材料关注的积极性。

与其不固定摆放或无规律投放，不如将材料长期收纳在

同一个地方，确保材料收纳点的连贯一致性。当然，老师会

定期增加新材料，每当此时，可以向幼儿介绍这种新材料，

并组织幼儿讨论，让幼儿决定，在哪里以及如何收纳这些材

料。此外，教师需要按照某一属性将相似的材料或同类的材

料放置在一起，尽量使用透明的且可以进行抓握的透明容器

存放材料。如胶带、胶水、浆糊、回形针、橡皮筋、订书机、

绳子等用于连接的材料可以投放在一处，各种不同型号的笔

也可放置在一起 [�]。

7�制作标识，方便幼儿归还材料

最佳的材料存储或存放状态是幼儿自己可独立完成“发

现 -使用-归还”这一过程，幼儿可自己发现所需的材料，

能够靠自身的能力拿到材料、最后在使用之后能够根据某些

线索放回原位，而这些线索就是标识。

标识是指对材料位置的标记。每个容器和拿取该容器的

桌子或橱柜都应标有相同的标签。对游戏材料存储位置的识

别有助于简化整理工作以及锻炼幼儿的认知能力。如为了识

别标识，幼儿必须使用表征思考、分类能力和按序排列能力等。

材料本身、材料的轮廓图、图片、照片等都可以成为幼

儿“阅读”的标识。选择哪一类的标识，关键要考虑幼儿能

否理解标识的含义。为了能让幼儿将游戏材料顺利放回指定

处，教师需要为材料、材料框、橱柜三者用幼儿能够理解的

方式做相同的标识。一般来说，小托班会采用拓图、实物的

形式，中班会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大班会采用文字和拼音、

英语结合的形式。

材料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多元、适宜的材料能

够有效支持幼儿的主动学习。清楚、便捷的存储方式，也能

够让幼儿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的进行选择和操作，而不是过

多的依赖成人的帮助，成为真正的主动学习者。

优化区域游戏材料，正是教师通过一系列适宜的投放策

略来帮助幼儿建构知识与能力的一种方式。它借助教师提供

的如同建筑一座大厦所需要搭建的鹰架，幼儿能够较为独立

地探索并解决问题，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提高能力，展示

自我，学会主动学习。

参考文献

[�]� 幼儿园创造性游戏:环境创设与活动指导,中国轻工业出版社,�QQ�

%DRERXU,����.

[�]� 幼儿园区域活动——环境创设与活动设计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 .����(�).

[�]� 幼儿园区域活动环境创设与材料投放的优化策略 , 高芬 , 教学教

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