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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 aged 3~6 years old are the key stage to cultivate their hands-on ability and cognitive awareness in practice, and regional 
game is a game mod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gional game activities have both interesting and 
practical value, and can help children to improve their cognitive and learning 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completing the games. At 
present, many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have also begun to try to apply regional gam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guidance of children. 
However, considering children’s limited cognitive ability, they need to follow the guidance and guidance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regional game activities, in order to better ensur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regional games. Therefore, how to guide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regional	games	in	a	more	scientific	way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of	concern	to	many	preschool	teacher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game	activities,	and	explores	the	scientific	
guidance methods of teachers in regional game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opinions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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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区域游戏指导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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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3~6岁的幼儿正是在实践中培养其动手能力和认知意识的关键阶段，而区域游戏则是被广泛应用于幼儿教育领域中的一种游
戏模式。区域游戏活动兼具趣味性与实践性的价值，能够帮助幼儿在完成游戏的过程中提升认知与学习能力。目前，许多
幼儿教育者也开始尝试将区域游戏教学活动应用在对幼儿的引导教学中，但考虑到幼儿自身的认知能力有限，需要在区域
游戏活动中遵循幼儿教师的指导和点拨，才能更好地确保区域游戏的教学成效。因此，如何能够以更加科学的方式指导幼
儿参与区域游戏，也成了许多幼儿教师关注的重要话题。论文主要是分析了幼儿参与区域游戏活动的指导原则，并且就幼
儿园区域游戏活动中教师的科学指导方式进行了探究，希望能够为助推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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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区域游戏属于一种典型的自主创新类游戏活动，这种

游戏活动能够在幼儿教学中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还给幼儿，

从而为幼儿营造一个更加开放、民主、具有创新价值的游戏

活动场景，通过幼儿教师以科学的指引方式，让幼儿参与其

中，并能够不断提升幼儿的创造性能力与学习能力。在中国

的幼儿教育阶段中，区域游戏活动的引入不仅能够有效地拓

展幼儿教学的内容，同时，也让幼儿教学的形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对于助推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目前，

在中国幼儿教育领域持续优化和改革的发展背景下，越来越

多的教育工作者意识到了区域游戏活动在教学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并通过采用多种尝试的教学手段，不断地提升幼儿

在区域游戏活动中的体验感。因此，通过更深层次地探讨幼

儿园区域游戏活动中教师的科学指导方法，更有利于发挥区

域游戏活动在幼儿教学中的作用与价值。

2 教师指导在区域游戏活动中的作用价值

2.1 有利于帮助幼儿换位思考
区域游戏活动是群体性的游戏活动，需要幼儿通过与

他人之间相互合作完成游戏任务。在合作探究的过程中，也

是幼儿与同伴之间相互包容、优势互补的过程，如何能够合

作共赢，就是游戏成功的关键 [1]。但考虑到 3~6 岁的幼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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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发展个性较强的阶段，不同的幼儿受到家庭成长环境、

社会经历的差异，在面对游戏问题时也会由于想法上的差距

而产生矛盾与纷争，这对于游戏的顺利进行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极大。虽然采用合作学习的探究模式更有利于提升幼儿全

方位的综合素质，但如果过多地产生矛盾与冲突，也会影响

到区域游戏教学的成效。通过幼儿教师科学的游戏指导，一

方面，能够在游戏正式开始之前，帮助幼儿以更加理性的思

维认识对方，通过提前接触了解彼此的优点与缺点，也能让

幼儿在活动中学会换位思考，尽可能地学会体谅同伴并帮助

他人，减少矛盾与纷争的产生。另一方面，在教师科学指导

的帮助下，也能够实现幼儿参与全过程的动态监督，通过关

注幼儿在区域游戏活动中的行为，针对一些不当行为及时进

行干预，从而达到消除同伴矛盾、帮助幼儿合作学习的作用。

2.2 有利于培养幼儿的协作意识
幼儿成长阶段对于周边的一切事物都具有强烈的好奇

心，同时还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人，善于观察他人的语言与行

为，并对自己认可的语言行为进行模仿。考虑到幼儿在学习

过程中的模仿性特征，教师就可以在游戏指导过程中，借助

幼儿这样的思维特点强化幼儿的协作意识，能够让幼儿在游

戏活动中学习他人的优点，摒弃他人的缺点，从而达到良好

的教学成效。在区域游戏活动中，每一个幼儿由于认知水平

的差异，在游戏活动中的反应有所不同。部分幼儿反应速度

极快，对于游戏全过程的理解也较为全面，但也有幼儿不了

解游戏过程，存在反应速度不足、动手能力较差的问题。针

对这样的现象幼儿教师就可以通过以优带弱的方式进行分

组教学，让能力稍弱的幼儿能够学习团队成员的优势，达到

优势互补的作用。而能力较强的幼儿也要为了完成团队任务

帮助他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培养幼儿在区域游戏活动中的协

作意识与能力 [2]。

3 幼儿园区域游戏活动中的教师指导原则

3.1 尊重幼儿主体性的原则
区域游戏活动在幼儿教育领域中的引入和应用，就是

为了能够利用游戏的实践性特征，强化幼儿在学习过程中

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在素质教育理念持续深入的背景下，

幼儿教育领域也不能仅仅单方面的完成知识的传输，而是要

将学习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通过区域游戏活动的开展，更

有利于增强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自主学习意识、创新思维能

力，留给幼儿更多的自由发挥空间，同时，还能够在与他人

之间相互协作的背景下，培养幼儿的团结协作意识。因此，

作为幼儿教师来说，也应当充分尊重幼儿的主体性原则，能

够将课堂的主体地位还给幼儿，在游戏活动中扮演好从旁辅

助与领路人的角色，不要直接将通关的密码告诉幼儿，而是

要通过一系列的启发教学给予幼儿更多的思考与空间，潜移

默化的实现对于幼儿的指引与潜在教育，帮助幼儿通过自己

动手完成知识的迁移与转化。

3.2 遵循适度干预的原则
想要充分地体现出区域游戏在幼儿教学中的作用与价

值，不断提升幼儿游戏教学的成效，幼儿教师也应当遵循适

度干预的原则，能够挑选合适的时机指引幼儿，助推区域游

戏活动的顺利完成。考虑到在区域游戏活动开展的过程中，

每一位幼儿的个性、行为特征都有所差异，当幼儿之间可以

和谐共处时，幼儿教师就应当给予其更多的合作空间。但如

果游戏状态停滞不前，遇到问题长时间商量依然得不出结

果，此时幼儿教师就应当适时干预，激发幼儿努力探索的积

极心理，推动游戏的继续进行。例如，许多幼儿在区域游戏

活动中遇到活动难点时，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的情绪，在这

种情况下幼儿教师就应当适当地给予一些鼓励，激发幼儿战

胜困难的心理，让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到游戏的趣

味。除此之外，针对一些过难的游戏设计，也可以在临场适

当的调节，在满足幼儿探索欲望的前提条件下，能够找准幼

儿的兴趣爱好切入点，保障区域游戏活动的开展成效 [3]。

4 幼儿园区域游戏活动中教师科学指导方法
的具体应用

4.1 游戏任务的选择与设计
游戏任务的选择与设计关系到了幼儿区域游戏教学的

成效。考虑到幼儿阶段对于事物的认知存在较大的片面性与

局限性，因此，游戏任务的选择不能过于随意，既要保障幼

儿在探索过程中具有积极性，同时也不能过于简单，能够在

游戏任务设计和布局的过程中提升幼儿的协作能力与认知

能力，同时，让游戏环节的内容更具有针对性。

例如，当幼儿与同伴之间交流探讨时，往往会放下心

里的戒备，能够更加流畅和自然地表达，在同一时间其思维

的活跃度也会更高。考虑到幼儿具有这样的思维特性，幼儿

教师就可以在区域游戏活动中设计分工合作的游戏项目与

类型，为更多的幼儿与同伴创造平等交流与探究的平台。比

如，以“我爱幼儿园”为游戏主题的区域活动，就能够让幼

儿将学校当成自己的家，利用游戏活动在不同的空间中与同

伴之间相互协作并合理分工，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幼儿更乐意

与同伴之间交流并思考，能够在和谐的沟通中高效地完成任

务。通过这样的游戏设计方式不仅在考虑幼儿学习需求的基

础上，提升了幼儿的动手能力，同时，更有利于培养幼儿与

同伴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能力。

4.2 帮助幼儿更深层次地了解游戏规则
游戏的开展需要有据可循，遵守游戏规则就是保障游

戏顺利完成最基础的条件，也是培养幼儿规则意识最有效的

途径。因此，作为幼儿教师来说，也应当在区域游戏的组织

过程中提前帮助幼儿了解游戏规则，使幼儿能够在不违反规

则的情况下顺利地完成游戏任务，也能确保区域游戏在开展

过程中的规范性与有序性。而规则的设定也需要以游戏的特

点作为基础，在游戏正式开始之前，幼儿教师就应当讲解一

些关于游戏的安全操作规范、应当遵守的游戏规则、游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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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的具体奖罚对应措施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让

幼儿明确的了解区域游戏活动的参与方式，帮助幼儿树立起

良好的规则意识，同时能够通过奖罚对应的方式，及时纠正

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违规行为。

例如，在剪纸游戏活动中，考虑到剪纸需要以剪刀作

为辅助操作工具，因此，幼儿教师在指导游戏活动时应当告

诉幼儿安全且正确的剪刀使用方式，剪刀头切不可对着他人

与自身，让幼儿能够按照规范完成游戏，避免在操作过程中

出现受伤等问题。与此同时，在幼儿完成其他的实践操作活

动过程中，幼儿教师也应当在现场仔细地观察，对于表现优

异的孩子应当给予一定的奖励，树立榜样意识，让其他幼儿

也能善于学习。当出现违规行为时，也应当及时指出，通过

一些友善的提醒或适当的小惩罚，帮助幼儿群体建立规范意

识，有序参与区域游戏活动。

4.3 尊重幼儿主体，适时参与游戏指导
区域游戏活动的顺利进行，与幼儿教师的科学指导密

不可分。但想要与幼儿之间建立起平等的沟通关系，也要遵

循事实指导的原则，不要过度干预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行

为，而是能够在适当的时间加入游戏中，与幼儿之间建立起

平等的身份关系，拉近与幼儿之间的距离。

例如，在“纽扣妙妙乐”的游戏活动中，幼儿教师在

游戏活动正式开始之前，就应当将与游戏活动相关的纽扣材

料、彩色纸张、黏合胶水、绘画彩笔等材料提前准备好，让

学生可以在区域游戏活动中借助这些更加多元的材料完成

自己的创作，而幼儿教师则应当从中挑选恰当的时机对学生

展开指导。在动手开始的阶段，教师尽可能地不要干涉到幼

儿的想法，能够让幼儿自己动一动小脑筋，打开想象与创作

的大门，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并且能够

在动手的过程中付诸实践。在幼儿已经基本具有初步创作思

路之后，教师就可以在此时适当的干预，给出一定的示范方

式。比如，很多幼儿并不会用彩纸规范的折叠形状，教师就

可以教会幼儿用彩纸折成心形或千纸鹤的形状，再让幼儿用

毛线将折叠好的材质与纽扣穿成一串漂亮的手链。通过这样

的从中干预和指导方式，不仅能够帮助幼儿在实际动手的过

程中锻炼手脑的灵活能力，同时，也能够让幼儿学会色彩的

搭配，结合自身的想象创作作品，不断开拓幼儿的视野与思

维，为提升幼儿的创造能力提供更加开阔的空间。

4.4 巧用语言进行指导和干预
正所谓言传身教，语言的表达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

对于幼儿阶段的孩童来说，配合适当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

进行指导，更有利于达成与幼儿之间的平等沟通关系，拉近

与幼儿之间的距离。

例如，在区域游戏活动“组建一个小家庭”中，教师

就可以引导幼儿在游戏开始之前想一想父母在家中的相处

模式，然后通过模仿父母照顾孩子的样子，让一部分同学扮

演父母，另外一部分同学扮演孩子，根据父母平时在家中对

孩子的照顾表现，完成叫孩子起床、为孩子做早餐、接送孩

子上学、陪孩子写作业等游戏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幼儿

亲身感受到父母的不易。而在整个游戏活动开展的过程中，

作为幼儿教师来说也要细致入微地观察每一个幼儿的表现

与举动，针对幼儿的行动给出相应的指导。例如，指引幼儿

回想一下爸爸妈妈平时叫自己起床的细节，会提前多长时间

叫自己起床，在经过一系列的角色扮演活动之后，再进一步

向幼儿展开语言引导：大家认为父母日常对自己的照顾辛苦

吗？通过这样的语言引导方式，帮助幼儿在完成游戏活动的

同时，更好地体会到父母照顾自己的不易，从而拉近幼儿与

父母之间的情感，帮助幼儿学会感恩。如果幼儿在角色扮演

的游戏活动中由于任务较难出现了不认真、思想开小差的问

题，作为幼儿教师来说也不要急于用言语责怪。而是要以温

和的语言、柔和的表情一步一步地引导幼儿，通过拉近与幼

儿之间的距离以平等的姿态进行交流，帮助幼儿将注意力快

速地转移到游戏任务中，通过这样的方式带动幼儿更加高效

地完成区域游戏活动。

5 结语

综上所述，区域游戏活动是幼儿阶段教育工作中最为

重要的教育形式之一，能够在帮助幼儿实践锻炼的背景下，

更好地提升幼儿的综合素养。而教师在区域游戏活动中也应

当扮演好领路人和指导者的角色，能够通过合理设计游戏任

务、明确游戏规范、适时恰当地开展游戏指导、巧用言语与

幼儿之间沟通和交流等多措并举的方式，真正地与幼儿之间

建立起平等的沟通桥梁，助推幼儿的全方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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