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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园区域活动是幼儿最喜欢的，这些活动可以促进幼儿个性化发展。为有效推进区域活动的开展，

幼儿园应该设计多种策略，通过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开展，使幼儿的自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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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开展区域活动就是为了让孩子们的个性化得到更

好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详细思考后，我们会发现

问题的症结是我们在区角活动的设置上的盲目，基本没有根

据幼儿实际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在内容选择上没有主题活

动，区域活动没有和集中教育活动紧密融合，材料投入还不够

丰富，在观察指导上还不够到位。所以对于我园区域活动的

开展有一定的阻碍。针对这些问题，再结合实际，我提出如下

策略。

一、巧设区角，切合实际

幼儿园区域活动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和兴趣爱好，要

和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相互结合，互相渗透，灵活运用园内或

者班级活动室空间，全面设置有特色的区角活动。比如小班

幼儿年龄小，但是模仿性强，所以应多创设贴近幼儿生活经验

的区角活动，如娃娃家、开心消消乐等；大班幼儿各方面能力

较强，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要多创设具有科学性和

提高探究能力的区角活动，如科学区、探究区、益智区等。在

设置区角时，根据本班室内空间布局特点，做好动静交替，合

理安排，巧妙设计。还可充分利用楼道、走廊等空间，尽量利

用可利用的空间，拓展幼儿区角活动的空间。

二、精选内容，适宜有效

教师通过举办一个适宜的区域活动来达到教育目标，只

有幼儿感兴趣的区角活动，才能把幼儿吸引过来，让他们自主

来参与探索。目前，我们开展的是“情智理念下区域活动中培

养幼儿自主性的研究”活动，为此我们设置的区域活动内容都

是紧扣活动主题，并且与幼儿集中教育活动相结合的，这样能

够提高幼儿探究能力，开发幼儿智力，促进幼儿情感、智力的

融合发展。比如在班主题活动“我爱家乡”中，不同的区角有

不同的任务，美工区来利用麦秆编制，数学区来给麦秆分类，

操作区来用麦秆编制凉鞋，科学区来用麦秆制作各种作品。这

样，各个区角之间的活动内容都是有联系的，互相渗透，互相

递进，从难到易。这样有些室内的教学活动也可以直接在区域

活动中轻松愉快地完成，尽量让幼儿在游戏区角活动中学习。

如大班数学《10 以内数的组成与分解》时，在区角活动中，我

们让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纽扣、大豆、吸管等教学材料，让幼

儿全部用这些投放的材料自己动手，让他们在区域活动中来

学习、操作。在区域活动中，教师巡回指导，及时发现幼儿活动

中的闪光点，给予及时的表扬鼓励，关注幼儿在教师预设的活

动中生成的新玩法与新内容，并积极吸纳和推广。总之，教师

还要了解本班级幼儿的能力水平和最近发展区，根据教育的

目标和意图，选择具有探究性、启智性和挑战性的内容，才能

激发幼儿探索欲望，最终达到活动目的。

三、丰富材料，适时更换

在区域活动中，材料的投放是活动开展的最重要，区域活

动材料投放的多少直接影响幼儿探究成果，同时，幼儿在区角

活动中是根据投放的材料，来选择自己想要完成的游戏活动，

所以教师必须要投放丰富多样的材料满足幼儿活动。如中班

操作区“串纽扣”活动，教师提供的“纽扣”必须不同颜色、不同

形状、不同大小，这样幼儿在操作过程中，可以在教师的引导

下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排序，而不只是单一地操作活动。这样

既培养了幼儿的动手造作、手眼协调能力，同时又实现了数学

领域的排序目标，一举两得。同时在区域活动过程中，多提供

乡土自然资源和废旧材料，比如废弃的鞋盒、纸箱、等均可以

成为生活区、角色区的活动材料；还有捡来的石头，放在美术

室里可以让幼儿在上面自由画画、拼图画，在数学区中可以练

习排序、组成分解等；形态各异的蔬菜叶子在科学探索区中可

让幼儿观察特点，在美工区中让幼儿拓印、染色、装饰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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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还要做到区域材料适时更换，这样才

能吸引幼儿眼球和满足幼儿区角活动创作的需要。教师要根

据设计的教育目标，主题活动的需要，逐步调换活动区材料，

还可根据幼儿活动中生成的新内容和活动的兴趣点，补充新

材料。

四、用心观察，用心指导

教师的观察指导直接影响幼儿区角活动的开展。区域活

动从表面上看是幼儿自主的活动，但如果教师不引导，放任自

流是不可能实现教育目标的。教师只有仔细观察、准确地观

察，耐心引导，并随时做到师幼互动，才能达到区域活动目标，

从而促进幼儿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在区域活动中，教师首先

应选择好幼儿区角活动的环境，要观察幼儿对材料是否感兴

趣，区角布局是否合理等等；其次还要注重观察记录幼儿与

环境互动的情况，如幼儿对选择的区域是否感兴趣，幼儿在区

角活动中的注意力、创造力、合作能力、想象力如何……以便

及时调整更换。教师要巡回指导，不能只关注某一个区角活

动环节，还要关注其他区域活动。这样，在幼儿在活动中遇到

困难寻求教师帮助时，教师才能及时给予帮助。如果幼儿对自

己明明很感兴趣的一项活动操作流程不熟悉，而将要放弃的

时候，教师可及时进行指导。如大班幼儿操作活动 " 串珠 "，

许多幼儿没有掌握串珠要领，不能完成串珠任务，这时教师就

可以在旁边引导。再如中班角色游戏 " 包饺子 "，许多孩子不

会包，幼儿一时间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这时候教师就要介入进

行引导，讲解示范，让幼儿和教师一起学习包饺子，当他们学

会包第一个饺子时，他们很高兴，也很自豪，七嘴八舌地让教

师看他们完成的杰作。这时教师就要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评价，

对表现好的幼儿进行鼓励，这样孩子的兴趣就会更高，活动目

标也就达到了。

总之，在区域活动中，教师要灵活设置区角，仔细甄选活

动内容，要以教育目标和幼儿发展水平为依据，投放丰富多

样的操作材料，带领幼儿大胆去探究。在幼儿活动时，教师

应耐心观察，寻找合适的时机、有效的方式进行指导，真正

发挥活动区的价值，让幼儿在自由、自主的活动中尽情释放

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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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家园互动”幼儿安全教育课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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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安全教育，既影响到每一个幼儿的健康和安全，又影响到每个家庭的幸福。如果只依靠幼儿园对

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将难以较好保障安全教育效果，因此，要构建“家园互动”的安全教育课程，可通过家园一致合

作、创设安全教育的家园环境、重视幼儿的直接经验、构建多元有效家园合作形式，丰富幼儿安全教育的内容等方

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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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

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这就指明

了幼儿园的安全工作特别是幼儿的安全排在幼儿教育的第一

位。而在《幼儿园工作规程》中也指出：“幼儿园应主动与幼儿

家庭配合，帮助家长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向家长宣传科

学保育、教育幼儿的知识，共同担负教育幼儿的任务。”说明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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