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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对人生的模拟，对自由天地的寻找，对新型秩

序的创造，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对自我情感的表达。区域游

戏作为可按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水平，以及实际需要来进

行活动的一种游戏形式，深受幼儿的喜爱。

幼儿能通过区域游戏，尝试探索、摆弄，去观察、去

发现、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从而提高各方面能力

的发展。笔者在组织幼儿进行区域游戏时给予的定位是：让

孩子们在操作、摆弄为途径的游戏过程中，着重发展幼儿的

自主探究能力。

环境对人的行为有强烈的暗示性，可引导行为的内涵

与方向。区域游戏是幼儿与环境作用下的活动形式，良好的

环境对幼儿在区域活动中探究能力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1]。

身为教师的我们应该努力创设一个以幼儿为主体的、

和谐宽松的人际环境。区域游戏中，幼儿在探索时，有时会

出错、失败，我们的立场是：与孩子寻找失败的原因，并鼓

励孩子再次探索。

例如，涛涛到美工区去玩插花的游戏，玩着玩着，他

拿起剪刀把“花杆”（吸管）剪成一小一小段，小朋友过来

告状了，他显得有点紧张，我走过去说：“你是想用短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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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东西对不对？”他点点头，他用小棒围成小栅栏，布

置小花园。试想如果一开始就制止孩子自由处理材料，还会

出现以上的玩法吗？正因为我们为幼儿创设了心理安全的

氛围，幼儿才会喜欢并主动投入环境，大胆自主地进行探究，

从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创新成果。

这里所指的物质环境主要是指材料。我们在提供材料

时，需要具有层次性、多样性，一方面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

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季节变化，另一方面材料必须蕴涵能

使幼儿产生探究行为、发展探究能力的作用 [2]。

以“益智区”为例，同一阶段，我们为幼儿准备了拼板、

图形排序、装配玩具、花腰带等。这些材料包含了各自的数

学知识：图形知觉、排序、分割、排列等，但这些材料的共

同目标是一致的：发展幼儿的探索能力。

区域游戏的核心是实现因材施教，促进每个孩子的发

展，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需要。只有了解孩子的内在需要，

从孩子的出发点来设置游戏内容，才能激发孩子的兴趣。

要正确了解孩子的需要，教师观察是十分重要的。活

动中，教师必须仔细观察，随时了解幼儿在活动中的进展与

问题，才能抓住幼儿的兴趣点，调整活动计划，因势利导。

有一次，孩子们在“玩具城”玩，老师发现许多孩子围在一

个男孩的身边，走近一看，原来是男孩在玩小车，他的玩法

很特别：小车在积木拼成的滑板上开，而且滑板的坡度在不

断地变化。看着孩子们渴望的眼神，下一次活动中，老师为

孩子们准备了许多小车和地毯、积木、卡纸等辅助材料，让

孩子们探索小车在不同的地方开时速度有什么变化。孩子们

尝到了玩车的乐趣，也发现了许多的秘密：发现铺有地毯的

轨道上车子开得慢；发现两辆不同大小的车子一起开有快有

慢；发现车子在平坡与斜坡上下滑的差异……由于这样的活

动是老师根据幼儿的兴趣点开展的，因此幼儿一直处于主动

探索的状态。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也都有自己擅长

和偏爱的兴趣。幼儿在一日活动中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并不

多，可以利用区域游戏的时间，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进行活

动、探究。因此，我们在活动开始时，问得最多的是：你最想

玩什么？当幼儿尽情地玩他们喜欢的活动时，显得那么专注，

他们表现出来的能力会令你大吃一惊。在孩子游戏时，教师的

适时指导很重要，尤其是善于抓住幼儿游戏中的火花 [3]。

例如，一次孩子在玩水和颜料宝宝做游戏时，无意间

将两种颜料混在一起，他觉得这不是他要的颜色，就想倒掉。

我用欣赏的口吻说：呀，这么漂亮的颜色，怎么调出来的呀？

孩子一听，觉得很有趣，接下来就尝试调配各种颜色，集体

活动时老是坐不住的他，一坐就是二十多分钟，那个专注劲

令笔者对他刮目相看。幼儿在操作过程中所擦出的“火花”，

有时连他们自己都没发现，错过了，可能下次就难以出现了。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及时抓住这些游戏火花，加以催化，让它

绽放光彩。我们只要给孩子有效的建议，而不能过多干扰孩

子，因为幼儿只有在自己做主的活动圈子里，在没有来自成

人压力的时候，才能真正体现主动性、独立性，其探究能力

也能得到很大的发展。

孩子与孩子之间是具有个体差异的，将来社会需要各

种各样成功的人才。因此，我们要帮助每一个孩子获得成功，

使他感到自己是优秀的，是能干的，愿意尽自己所能去完成

每一件事情。

例如，有一个男孩叫浩浩，嘴特别灵，很会讲故事，

可就是动手能力差，区域活动时他最爱到语言区讲故事。老

师考虑到不利于他动手能力的发展，但又不能违背他的意

愿。怎么办？老师先和他到语言区编故事，编着编着就编到

了小丸子，可没有小丸子的纸偶呀，建议他去自制。开始他

不乐意，我耐心鼓励他，当场画了小丸子，他负责涂色……

我俩一起完成小丸子的指偶。在讲评活动时，老师当着全班

小朋友表扬他：你们看！浩浩做的小丸子真可爱，套在手指

上还会动呢！在以后的区域游戏中，老师不断地在一点一滴

的事情上帮助他获得成功。如今，他每个活动区都愿意参加，

各方面的能力也发展得很快。

由于孩子的自我评价能力很低，他对自我的评价通常

来源于周围人对他的评价。你总夸他做得好，他就会认为自

己很棒，从而做起事来充满自信。所以，要让孩子体验到成

功的快乐，应尽可能挖掘孩子的闪光点并赞美孩子，孩子的

内心深处是最渴望得到老师肯定的。

有一次活动中，笔者和孩子们一起收集了各种蔬菜根

投放到美工区，让孩子们探索用多种多样的蔬菜根印画。笔

者发现晨晨印得与众不同，还用棉签添画，特别漂亮，不禁

摸摸他的小脑袋说：你作的画真漂亮，真是太棒了！还把他

的作品展示出来，他一脸的兴奋。笔者发现自从表扬他后，

在选择区域游戏时，他特喜欢选择美工区，作品也完成得很

有创意。并且在玩其他区域游戏时，他也专注了许多，真可

谓有一个质的飞越。这孩子平时挺调皮捣蛋的，我们老师很

少表扬他。这种变化使笔者感触很深：这孩子平时听到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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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学的创新

在创新方面，我们要将传统的精神进行保留，然后加

强对于教学方法方面的创新，多加进一些现代学生喜欢的东

西，要将教学训练呈现多样化，是学生提起学习的兴趣，在

学习过后，也有相应的欲望想去练习所学习过的动作，这样

才能更好地使学生学习武术。

武术教学是对于当代学生学习武术的最好方式。通过

课堂来教学就要有着相应的难点，但是我们也要做出相应的

对策。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课堂的反馈，要及时调整教

学方案，教师不能一味地采取同样的方法教学，要了解学生

的意见。与此同时，在课后我们还要及时地总结设计经验，

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在失败中找到经验教训，从而

在下一次教学中可以改正，这样可以更好地使学生学习武

术，学习武术精神，学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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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太少了，无意的一句赞美，给了他自信，更给他带来了成功。

区域游戏的开展使幼儿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也对

我们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后的路还很长，前面还有许

多问题需要去解决，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去克服，笔者将边研

究边总结，在活动中更好地激发孩子的探究欲望，发展孩子

的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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