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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较小的年龄和活泼好动的性格，决定了游戏这种教育方式更加适合他们。开展区域游戏活动，有助于提高幼儿的综合素养，为

幼儿的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对于教师来说，则需要考虑如何提高空间、材料的利用率，以 大化发挥游戏的教育功能。本文主要分析了如何

更好地开展幼儿园区域游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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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素质教育不断推进的今天，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已经很难

调动幼儿的兴趣，而区域游戏活动凭借其多样的形式和内容，帮助幼儿

了解生活、探索未知，成为了幼儿们非常喜爱的实践活动。但是目前在

开展区域游戏活动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教师给予关注并及时解

决。 

1 精选活动内容激发幼儿积极性 

虽然幼儿们的年龄都比较小，但是由于家庭环境、学习能力等因素

的影响，不同幼儿的认知能力还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对于教师来说，应

该认识到这种差异，为不同水平的幼儿设计不同的游戏活动，特别是小

班、大班的游戏活动内容应该按班级来划分，符合幼儿认知特点的游戏

活动，才能激发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小班幼儿抽象思维较弱，游戏活动

的内容应该比较具体、有趣，例如辨别图形、用积木拼物体等，在游戏

中帮助他们打好知识基础；中班幼儿都比较喜欢手工操作，游戏活动可

以是画画、做手工等；而大班幼儿具备了一定的抽象思维，游戏活动可

以是探索科学知识、阅读多种多样的材料等，引导他们的认知从感性向

理性发展。 

教师需要关注的另一点，则是生活与游戏活动的联系。与生活联系

紧密的游戏活动，会让幼儿感到亲切，更乐于参与游戏活动，有助于幼

儿理解一些生活中常见的知识。比如教师组织的“超市购物”或者“到

医院看病”等，都是幼儿生活中经常经历的，因此在游戏中他们更加得

心应手，游戏热情也比较高。 

2 提高游戏活动材料的利用效率 

目前大部分幼儿园的区域游戏活动面积都有所增加，然而在幼儿数

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班级内部被大量的物品占用。在开展区域游戏活

动时，幼儿们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去整理和摆放材料，这样幼儿们的活动

时间就缩短了，也给教师的教学活动开展带来一定影响。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美术室、计算机教室等教学区域，结

合游戏活动的具体内容来选择活动区域。同时，在教室里设置材料箱，

将游戏活动所用的材料统一归置于此处，方便整理和取用。在开展游戏

活动时，教师不妨让幼儿们一起布置活动区域，不仅能够强化幼儿们的

操作能力，也能让幼儿们尽快融入到游戏活动之中。比如教师可以根据

游戏活动的内容，让学生把饮料瓶组成小围栏，或者把硬纸板剪开，做

成手工活动的材料等。 

3 游戏活动可以突破班级的限制 

区域游戏活动可以凸显幼儿的主体作用，因此游戏活动的形式和内

容并非一定要按照教师设计的方案进行，而是应该由教师为幼儿们创造

环境和条件，让幼儿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制定游戏内容和规则，以此来发

挥幼儿的主体作用。这要的游戏活动，对材料数量提出了一定要求，因

为丰富的材料才能创建丰富的游戏活动条件，而越多的活动材料就需要

更多的时间去整理和布置，不免会浪费活动时间。对于教师来说，不如

打破班级之间的界限，设计的区域游戏活动可以在班级之间交换，这样

不仅提高了游戏材料的利用率，还大大减少了准备材料的时间，减轻了

教师的压力。不同班级的幼儿可以在区域游戏活动中交流，给他们创造

了面对新人、新事物的空间。与教师将一切都安排妥当的游戏活动相比，

这样的游戏活动更具多样性和趣味性，也更受幼儿们的青睐。 

4 教师的语言引导作用不容忽视 

区域游戏活动应该是幼儿们自由发挥的活动，但是一些教师在指导

幼儿时习惯用一些指令性的话语，比如“这么做是不行的！”、“你必须这

样！”等，无疑给幼儿们带来了心理压力，让他们在活动时放不开，生怕

被教师批评，因此这种做法并不恰当。 

幼儿们年龄较小，在探索未知事物时难免会出现主动性不强的问题，

此时他们就会向教师寻求帮助。教师与其直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不如

转换一下方式，仍然把问题交给幼儿们解决。比如在用纸板和浇水搭建

建筑的游戏活动中，有几个幼儿尝试着搭建立交桥，但是无论怎么尝试，

搭建到一半时立交桥就会“倒塌”，幼儿们此时就向教师求助，教师并未

直接帮助他们搭建立交桥，而是面向其他幼儿们，用询问的语气说：“我

也忘了该怎么搭建了，有谁能帮帮我吗？”这时有几个幼儿举起了手，

说：“老师，我知道，让我来帮助他们吧！”这个幼儿就和遇到困难的几

个孩子一起搭建起立交桥来。这样不仅帮助他们解决了困难，还让幼儿

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幼儿园的区域游戏活动中，教师应该采取恰当的方式

激发幼儿们的积极性，并做好引导，提高幼儿们的参与度，促进游戏活

动的顺利开展，为幼儿综合素养的提升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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