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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是儿童学习与生活的启蒙摇篮，是激发幼儿兴趣与爱好最理想的场所，也是培养孩子独立性格与健全心智最重要的阶段。因

而，幼儿园的建设与发展事关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其教育教学内容与方法需要引起从教人员的注意。近年来，随着幼儿教育体制的不

断改革，适合于中国幼儿教学的新颖教学模式业已呈现异彩纷呈的样态。作为新时代下的幼儿教师一定要正确认识到基于游戏的幼儿园区域

游戏构建的重要性，并利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展开教学活动。 

这里以幼儿园区域游戏教学为例，通过对其演变发展的现状、此教学法中幼儿教师充当的角色以及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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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幼儿园中的学生年龄还很小，他们很难将时间与精力投入进枯

燥的学习中，但是他们受天性和年龄特点影响非常喜欢无拘无束的游戏。

基于游戏的幼儿园区域游戏可以使幼儿积极探索身边所熟悉的环境，同

时还会积极与同伴之间交流互动，通过自身摸索来获取经验。因此幼儿

教师要善于创设与幼儿身心特点相符的区域游戏活动环境，让幼儿在与

自身相符的环境中进行学习和生活。 

1 区域游戏在幼儿教学中构建的重要性 

1.1 有利于培养幼儿的思维创新能力。 

在幼儿阶段是一个人素质能力发展的初始时期，这个时期对他们以

后更好地成长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在进行幼儿教学的过程中开展区域

游戏活动，可以利用构建出来的游戏环境，让幼儿在教师创建出来的游

戏氛围中更好地展开自主游戏活动，幼儿可以在丰富多彩的游戏材料中

选出自己所喜欢的进行实践，创作出自己喜欢的作品，将幼儿的游戏积

极性充分激发出来，促使幼儿在游戏中不断提升和锻炼自我，培养幼儿

的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 

1.2 有利于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 

基于游戏的幼儿园区域游戏的构建，不但能够通过构建出的游戏调

动幼儿的参与兴趣，还可以促使幼儿在区域范围内开展各种活动，幼儿

可以在做游戏的过程中与他人积极交流与沟通，促使幼儿在区域游戏中

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培养幼儿的创新性和自主性，使幼儿身心健康成

长。 

2 基于游戏的幼儿园区域游戏的构建策略 

2.1 创设游戏区域，提高幼儿游戏水平。 

在幼儿教育中构建区域游戏，需要教师善于根据幼儿的身心特点创

设与之相符的游戏，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在固定的区域内将幼儿组织

起来开展游戏活动，促使幼儿在多样化的游戏中更好地学习，在游戏中

学习，在玩耍中掌握知识，在不断提升幼儿游戏活动认知的同时实现幼

儿的各方面发展。比如，创设建构区，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

引导幼儿共同探讨应该怎么样更好地搭建，让幼儿与同伴共同完成积木

搭建的教学任务，在这样的氛围中将幼儿的合作能力以及构建能力有效

提升上去，并且还能够在积木的搭建中提升幼儿的思维能力。 

2.2 合理投放游戏材料，促进幼儿自主学习。 

通过材料能够有效激发幼儿自主探究的欲望，根据幼儿的年龄发展

特点，还有所积累的经验以及他们自身所具备的能力投放与之相应的区

域活动材料，调动他们的好奇心，促使幼儿不由自主地摆弄这些投放的

区域材料，亲自动手操作，引发幼儿自主学习，促进他们的身心全面发

展。在幼儿教育中构建区域游戏，可以投放丰富有层次的游戏材料，满

足各种层次幼儿参与游戏活动，将他们对游戏的积极性提升上去。比如

美工区，我们可以为幼儿划分出一块区域，将这块区域的装饰任务交给

幼儿，平时幼儿可以将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全部展示到上面，幼儿的年

龄不同，发展水平也有所不同，幼儿创作出来的作品不管好与坏全部展

示到上面，这样会使幼儿认为自己创作的作品受到了教师的认可与肯定，

使他们更有创作的自信。 

2.3 以观察入手，有效指导游戏。 

区域游戏是幼儿自主的活动，教师在指导的过程中要站在幼儿的角

度去思考，以尊重与鼓励为主，以观察与了解为主。观察的时候主要是

看创设出来的氛围能不能调动幼儿的兴趣，重点观察幼儿活动和探索情

况。比如，哪些是幼儿有兴趣的，分析幼儿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活动中

幼儿遇到了哪些困难，把握幼儿的认知水平和情感态度特点以及个性差

异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与做法，理解幼儿不同

行为的合理性，不要轻易批评他们，要多给予一定的鼓励，为幼儿营造

出轻松自由的心理环境。当幼儿逐渐失去兴趣的时候教师可以及时假设

提问，引导幼儿去探索发现。比如，我们尝试看看是不是还存在其他的

秘密呢？为什么积木放不下，怎样才能放下，调动幼儿进一步的探索欲

望。当幼儿在探索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因为材料发生纠纷的时候，

教师要积极给予他们帮助，但是在帮助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将

答案直接告诉他们，尽量让幼儿自主去探索和发现。 

3 结束语 

基于游戏的区域活动作为课程实施的重要形式，教师要善于巧妙地

创设与幼儿发展特点相适应的区域游戏，为幼儿营造出轻松愉悦的环境，

为幼儿提供多样化和感兴趣以及具有挑战性的材料，满足新时代幼儿的

发展需求，实现在区域游戏中对幼儿潜能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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