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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游戏是幼儿园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教师进行个性化教育的重要媒介。本研究对

区域游戏中教师的指导模式进行调查，通过了解教师在指导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从而探讨有

效的指导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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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trategies of Teachers’ Guidance in Regional Games 
---Taking Bafang Kindergarten of Changsha Education Bureau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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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 gam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eachers to carry out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guidance mode of teachers in regional 

games, and explores effective guidance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by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eachers’ guidance and analyzing their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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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工作规程》（2016版）和

《3-6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指导性文

件都提到“幼儿园教育工作应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区域游戏是幼儿园常见的活

动组织形式。八方园正在进行区域游戏

改革，区域游戏时间加长，区域材料不

断丰富。本研究从实际问题入手, 了解

区域游戏中教师的指导现状，科学分析

教师指导中存在的不足，从而探索有效

指导策略。 

1 研究方案 

1.1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在八方园开展，覆盖小、中、

大三个年龄班的教师，共收集到访谈样本

17份，其中教师样本12份，保育教师样本

5份。在被调查的17名教师中，本科及以

上学历11人，专科学历6人，教龄在不足5

年的占47.05%，10年以上的占29.46%。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法、观察法和访谈

法，力求在观察中要保持研究者的中立

的科研态度，对教师介入行为进行量与

质的研究。 

2 区域游戏指导中存在的问题 

2.1教师在指导中容易忽视幼儿的

主体地位 

据访谈可知，大部分教师已经认识

到了幼儿在区域游戏中的主体地位，“区

域游戏能体现幼儿的自主性，游戏是幼

儿自己操作的，教师只是一个辅助指导

作用”(教师H)，“区域游戏能充分发挥

幼儿的自主性，充分体现他们的能力”

(教师J)，但在开展游戏时，教师的指导

往往会忽视幼儿的主体地位，为幼儿制

定游戏规则、指定游戏内容。例如，教

师L在美工区中提示幼儿做蝌蚪时，强调

了必须要用黑色，只能用超轻粘土。这

样的游戏已不再是幼儿自己的游戏，而

是单纯地接受教师的指令。 

2.2教师对各区域的关注与指导不

平衡 

各个区域都有其职能与教育价值，都

能对幼儿产生不同的影响。八方园在区

域的设置上是比较全的，包含了美工区、

建构区、生活区、阅读区和益智区等。

但在调研中发现，教师对这几个区域的

重视程度差异较大，具体表现为指导频

率差别大。教师指导频率较高的往往是

自己所擅长的区域和操作性较强的区

域，如教师P所言“我一般在生活区进行

指导，因为生活区经常会做做水果沙拉，

煎糖油粑粑和其他饼，我必须提示幼儿怎

样操作，关注幼儿的安全”但像阅读区这

种互动性较弱的区域就关注得很少很少。

可见，教师未平等对待各区域的教育价

值，对于区域的关注并不平衡，在一定程

度上忽视了其他区域的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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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教师不清楚何时介入、如何指导 

近半数的教师在访谈中都提到不知

道在什么时候介入、如何介入区域游戏。

一方面，教师介入指导的时机一般是凭

自己的主观判断的，随意性较大。部分

教师不知道要不要介入，“我有时会纠结

幼儿在不知道游戏玩法时要不要介入指

导，在幼儿不知道玩法时，他们会自己动

脑筋大胆探索，知道玩法以后可能还受到

了限制”（教师J），还有部分教师对指导

介入的这个时间点难以定夺，“什么时候

介入才能不破坏幼儿游戏的积极性又能

有效呢？”（教师L）。另一方面，部分教

师特别是保育老师对幼儿的指导比较单

一、笼统，不能根据幼儿的个体差异提供

个性化的指导，“我一般就是看幼儿能不

能用筷子夹起珠子，一般夹不好的时候我

就会教他们怎么使用筷子”（教师C）。 

3 区域游戏中教师的指导策略 

3.1减少教师的控制，让幼儿成为区

域的主人 

区域游戏是幼儿的自主游戏，游戏

的主动权在于幼儿。一方面，区域环境

的创设、材料的投放、规则的制定应该

让幼儿亲自参与。另一方面，幼儿是游

戏的主人，幼儿的游戏应该是其自主选

择的，教师作为幼儿游戏的支持者应该

减少对幼儿游戏的不必要干预，尊重幼

儿的主体地位。 

除此以外，教师应该根据不同的情

境调整自身的角色。在游戏前梳理游戏

经验、介绍新材料时，在游戏中发现违

反常规或不安全的情况时，在游戏后进

行分享提升幼儿游戏经验时，教师可以

作为教育者对幼儿进行引导。但当幼儿

自主游戏时，教师可以作为观察者充分

观察了解幼儿的游戏情况，也可以作为

游戏者参与到游戏中去，帮助幼儿扩展

游戏经验。但教师无论作为教育者还是

游戏者都应减少不必要的控制，保证幼

儿在游戏中的自主性和主体性。 

3.2平衡指导区域和内容，促进幼儿

的全面发展 

分析调研数据发现，教师主要关注

生活区、建构区和美工区，而对益智区、

语言区和表演区的关注较少；教师对幼

儿的区域游戏进行指导时，较多地关注

游戏玩法和幼儿习惯的养成，而较少关

注幼儿的学习品质和社会交往，这很容

易造成指导区域和内容的较不平衡问

题。《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

出“儿童的发展是一个整体，要注重领

域之间、目标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整合，

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应片

面追求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发展。”因此

教师需要注意平衡指导区域和内容，促

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区域游戏指导时确实会存在重点的

指导区域，教师的指导重点一般与该段

时间内的活动主题、区域材料、幼儿的

表现相关，例如美工区中投放新的折纸

步骤图，对于幼儿来说还存在一定的挑

战，需要教师的介入指导；生活区中馅

饼、水果沙拉等食品的制作，也需要教

师确保幼儿的安全。但是，教师指导重

点关注区域的同时也、需要注意自己的

指导是否平衡。可以先用扫描法对全体

幼儿的游戏情况进行巡回观察，再用定

点法固定在某一个地方对这块区域内的

幼儿进行指导，特别是以往忽略的区域。

其次，教师在指导幼儿时不仅仅要关注

幼儿对玩法的掌握、行为习惯的养成，

还需要对幼儿的学习品质、社会交往等

方面给予重视，包括主动性、坚持性、

注意力、创造性以及与人交往等，促进

幼儿身心协调发展。 

3.3深入观察，寻找适当的时机介入 

教师一般会在幼儿出现安全问题、

游戏玩法不明确、材料收纳不到位时介

入指导，有时甚至是为了了解幼儿的游

戏情况而介入，不仅没有达到理想的效

果，可能还会限制幼儿的游戏。那么，

教师究竟该怎样寻找合适的时机呢？ 

教师需要对幼儿的游戏进行深入观

察，观察幼儿的兴趣与需要、了解幼儿

的发展水平、观察幼儿的游戏状态。当

幼儿处于积极愉悦的游戏状态时，是可

以不对其进行指导，哪怕出现一些玩法

的错误，也可以给予幼儿充分的探索时

间。若幼儿的游戏状态是比较消极时，

比如不投入、一直重复、无所事事，教

师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指导，比如平

行参与到游戏中，示范游戏的玩法；利

用语言提问激发幼儿的兴趣，引发幼儿

的思考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教师

虽然在游戏中以参与者的身份介入，但

仍然很难做到将游戏的权利彻底还给儿

童，教师会用很多语言引导幼儿朝自己

预期的方向走，这就变成了教师背后推

动的游戏。所以，在幼儿需要指导的时

候，教师要及时介入，当指导已经达到

效果时，就要大胆放手。 

3.4加强理论学习，提升专业素养 

在调查中发现，近半数教师对于区

域游戏的指导并不是很了解，对于八方

园区域游戏的改革还在适应和学习中，

特别是保育教师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培

训，却需要在区域中指导，没有足够的理

论知识来支撑实践。因此，教师要主动阅

读相关书籍、在行动中不断反思。幼儿园

也应该开展相关培训、组织区域游戏教研

会，不仅仅是对教师还要包括保育教师，

加强理论学习，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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