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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区域活动在幼儿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幼儿来说他们需要一定的空间用于开展实践活动，这样才能够在玩耍中学习

到许多技能。区域活动主要是指将幼儿园内部区域进行合理的划分，让幼儿们能够在其中建立不同的活动角，在活动的过程中培育他们的智

力、身体以及心理健康素养，给他们打造一片欢乐的活动场地。本文将论述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教师承担的角色定位，以及在开展幼儿园区

域活动中有效的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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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处于启蒙教育阶段，他们对于外界的事物都有强烈的好奇心，

课堂教学只能给他们进行简单地智力引导，还需要通过区域活动来激发

幼儿的行动力，手脑的协调性，以及和其他幼儿建立良好的学习互动伙

伴关系。幼儿教师在活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幼

儿还没有建立起学习的观念，他们能够在模仿和娱乐中形成对于每个知

识的印象。因此，教师需要给予幼儿充分的教学活动引导，构建有趣的

区域活动主题，能够激发幼儿的天性和好奇心，同时也应该尽职责保障

幼儿的区域活动安全性，在一个安心的环境中尽情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通过活动过程提升幼儿智力和体力等。 

1 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教师承担的角色定位 

1.1 教师是区域活动的创建者，为幼儿打造合适的活动模式 

教师在幼儿区域活动整个开展的推进过程中，首先担任的角色是这

个活动策划者和创建者，只有教师对于幼儿园内的各部分区域情况比较

熟悉和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针对性的区域活动创建。同时，教师还

应该根据幼儿的兴趣和幼儿教学的目标性要求进行活动类型的选题，例

如，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包括主题性活动、自由活动、合作活动以及情

景式活动等，根据活动区域划分的大小，组织学生进行集中的活动流程

讲解，宣布了活动规则之后才能够开始实施。 

1.2 教师是区域活动的参与者，与幼儿一同参与活动过程 

在区域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幼儿并不具备独立开展活动的能力，还

需要教师一起参与到其过程中进行全程的跟踪指导，才能确保活动的顺

利开展和保障幼儿在进行实践中的安全性。教师参与活动的方式也分为

几种形式，第一是不直接介入，可以与幼儿近距离进行实践，并且与他

们同时利用素材或活动材料等完成活动流程，但是活动期间并不直接跟

幼儿进行教学的对话和指导。第二是与幼儿进行合作完成活动的任务，

将双方建立在平等的角色中运用合作的方式顺利完成活动行为。 

1.3 教师是区域活动的记录者，在活动中及时给予幼儿积极的反馈 

教师在区域活动中还起到记录者的作用，这种记录一方面包括对于

幼儿活动行为和活动方法的观察，通过实时的关注能够及时纠正幼儿在

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也能够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如一些幼儿不善于与其

他人进行合作，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都较弱等。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

用相机或手机镜头记录幼儿开展活动的画面，在区域中打造一个丰富多

彩的活动展示墙，将每一次的活动过程都用珍贵的画面记录下来，形成

美好的记忆。此外，在活动中应该不断给幼儿行为反馈，鼓励和引导他

们更加积极地参与活动。 

2 在开展幼儿园区域活动中有效的指导方法 

2.1 趣味性开头引入活动，激发幼儿积极性 

良好的活动选题和有吸引力的活动引入是确保区域活动顺利开展的

重点，教师需要将活动的引入尽可能设置的更加具有感染力，能够调动

幼儿对于活动的好奇心和积极性。这需要教师对于幼儿有充分的了解，

明确他们感兴趣的活动方式，例如，一些幼儿倾向于进行情景式活动，

就可以在区域内设置相应的活动角，如超市、菜市场、医院等，根据情

景进行简单的区域改造，使幼儿能够快速进入到活动的情景过程中，通

过他们对于生活中的观察和经验，模拟售货员、医生等角色展开活动，

在此过程中能够考察幼儿的观察和模仿能力，对于计算和语言表述等方

面的智力开发也很有帮助。 

2.2 参与中保持认真观察，关注幼儿的活动实践状态 

教师需要时刻保持对于幼儿区域活动的观察，在其中不断帮助他们

解决相应的问题，并且可以根据当前的时事热点给幼儿设置相关的主题

活动探究。例如，在疫情防控的政策下，可以组织幼儿动手进行防疫手

册的制作，其中包括文字部分的编辑，做到容易识记和朗读，还有需要

做一些简单的绘图和手工。遇到幼儿在画图的过程中对于素材的选择和

色彩的搭配，教师可以给予一定的建议和帮助。对于不善于跟其他幼儿

进行合作的情况，教师应该及时进行干预，鼓励和带动幼儿参与到集体

活动中，提高他们的实践和合作能力。 

2.3 建立活动规则意识和良好的活动评价机制 

在推进区域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应该给幼儿建立活动规则意识，让

他们能够按照教师的要求进行实践。规则意识的重要性在于给幼儿尽早

的培养关于一些诚信原则，合作原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通过活动

给幼儿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帮助他们在活动中更好地学习与人相处，

通过同学间的互相帮助更好地实现活动目标。同时，教师也要重视评价

机制，对于在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幼儿，应该给予相应的奖励，激发他们

的目标意识，加强综合能力发展。 

3 结束语 

通过对于幼儿园区域活动的了解，利用这种活动方式可以极大地激

发幼儿学前教育的作用，在活动实践的过程中强化幼儿的动手能力、思

维能力和智力水平，并且能够通过活动收获一定的生活知识。在活动中

老师明确自身定位角色，利用科学的指导策略帮助幼儿完成活动目标，

丰富在幼儿园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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