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教海

随着教育理念发展的不断更新与推
进，我们从关注各个年龄阶段幼儿个体
发展的轨迹，到关注幼儿的文化背景、学
习兴趣、个性特征以及行为表现。创设
一个自由、自主、开放、愉悦，丰富多样的
活动环境，让幼儿在环境中积极地与环
境互动，与材料互动，从而满足幼儿的个
体需求，发展幼儿认知、技能、情感等方
面的能力。那么，如何基于幼儿的兴趣
需要，创设支持幼儿学习的区域环境
呢？笔者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认为进
行区域环境创设有以下“三步法”：

第一步：尊重幼儿，从幼儿的兴趣入
手，制定合理的环境计划

1.尊重幼儿的需求
在环境创设前，教师应先通过观察、

采访、讨论、记录等方法收集班级里幼儿
的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学习兴趣、个性
特征、行为表现等信息，帮助教师理解幼
儿个体发展的水平和兴趣方式。

2.设计环境平面图
“班级环境平面图”可以让我们有规

划地进行创设。首先，根据幼儿、家长所
提供的信息，教师需要加以汇总与筛
选。接着，根据班级的空间大小、区域活
动的动静交替等创设一个能够吸引幼儿
兴趣、支持幼儿活动的区域环境分布。

在环境设计图中，我们还需要考虑
能让幼儿心情愉悦、空间美观大方、色彩
柔和、为幼儿持续性活动提供足够的空
间等诸多因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环
境设计图只是环境创设初期教师用来思
考区域设置、合理划分区域的一种路径，
在游戏过程中，随着幼儿年龄的不断增
长，可以适当地改变区域大小、区域数量
等环境，以满足幼儿实际需要为主导。

3.分层制定区域目标
区域目标如同我们的课程目标，是

环境创设的核心所在，有着指导教师重
点观察幼儿活动行为的作用。需要教师
考虑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需要以及幼儿
已有的知识背景和兴趣，同时还要结合
本班级的课程发展进度。例如大班第一
个主题活动《我是大班哥哥姐姐啦》，其
主题核心目标为：“让幼儿知道自己是大
班的哥哥姐姐啦，通过在园内参加各类
活动，初步萌发幼儿社会规范意识和责
任意识。”

围绕主题目标，我们就可以制定区
域目标：1.美工区：设计“班级标志，观察
要点：完成区域标志牌的制作。2.阅读
区：我是大班小朋友，观察要点：初步学
会用不同的语气有感情地朗诵诗歌。3.
建构区：我的幼儿园，观察要点：运用架

空、盖顶等建构技能搭建。教师根据区
域目标，有侧重地关注幼儿在各个区域
中学习品质的提升。

第二步：追随幼儿，满足实际需要，
投放适宜的活动材料

1.提供数量适宜的材料
提供材料的数量真的是越多越好

吗？可能会有教师认为丰富的材料就能
便与幼儿游戏。其实不然，当架子上出
现琳琅满目的活动材料时，幼儿反而会
难以选择，或者是不能很轻易找到自己
所需的材料。反之，如果材料投放不足，
幼儿活动的选择就会受限制，要么幼儿
之间就会出现抢夺材料的现象，要么就
会出现因为等待材料而白白浪费了游戏
的时间。所以，在《0-8岁儿童学习环境
创设》一书中就建议每个幼儿园班级至
少要准备 225 块积木的要求。总而言
之，为了所提供的材料数量适宜幼儿的
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平日里要注
意留心观察，当幼儿出现以上我们所提
到的某一种现象时，教师就应考虑所投
放的材料数量是否能满足幼儿的需要，
是需要增加还是减少，以便做出调整。

2.选择符合幼儿发展水平的材料
材料的选择上我们既要考虑符合当

下幼儿的年龄特点，同时还要考虑具有
一定的挑战性。材料太简单，幼儿的兴
趣很快就会转移，产生厌倦感；材料难度
大，又会挫败幼儿的自信心，导致疲劳。
这又会让我想起之前提到的区域目标，
教师“心中有目标”，尽可能多选择开放
式的材料，满足不同发展需求的幼儿，保
持他们的兴趣，让幼儿持续、稳定地
发展。

3.提供开放式为主，封闭式为辅的
活动材料

创设每个活动区域时，教师要投放
丰富的、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能吸引幼儿
活动兴趣、促进幼儿认知发展的材料。
我们可以投放开放式和封闭式的材料。

开放式材料，我们也会称它为“低结
构材料”，他们有着多种用途，幼儿可以
根据需要自主选择、自由取放、自由把
玩。比如可供绘画的报纸、宣纸、瓦楞
纸、皱纹纸...... 还有供手工活动用的陶
泥、毛根、冰棒棍等，还有可以用作分类
的各色大小不一的纽扣。自然物中如树
枝、贝壳、树皮等，废旧材料中的一次性
纸杯、易拉罐、玻璃瓶等。

在材料投放中，不仅只投放开放式
材料，封闭式材料也是区域活动材料的
一部分，他们只有一种用途或者只有一
种玩法。如小班扮演区中的布娃娃、电
动玩具、仿真蔬菜、小厨具等，这些材料
多为直观形象，更加贴近幼儿的生活，便
于小班幼儿进行生活模仿，不断生成新
的生活经验。中班认知区中投放的拼
图，大班投放的棋类都属于封闭式材料。

第三步：支持幼儿，教师参与其中，
提供积极的学习机会

在区域环境创设中，除了要创设温
馨、自由的硬件环境外，教师在环境中的
角色定位也非常重要。教师要积极地参
与到活动中去，与幼儿进行有效的互动，
这样有助于激发幼儿的潜能，增强幼儿
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我们可以在阅读区
一起和幼儿看书，可以讲故事给幼儿听，
还可以和幼儿讨论书中有趣的故事情
节，使幼儿最大限度地获得学习的经验。

今天，环境已成为幼儿教育和活动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是重要的教育
资源，幼儿的发展是与环境相互作用的
过程中实现的。良好的教育环境对幼儿
的成功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幼儿园区域
活动就是为幼儿提供这样一个自由探
索、自主活动的机会。我们将继续挖掘
区域环境的教育作用，为幼儿的全面发
展继续努力。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
小学幼儿园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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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兴趣需要，
创设幼儿学习的区域环境

◇李琛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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