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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与发展

如何对区域活动中的幼儿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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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幼儿园区域活动是幼儿获取知识技能'体验生活的一种幼儿教育形式$它通过为幼儿提供熟悉的活动环境和材料$促

进幼儿主动参与活动'自主选择'合作交流和勇于探索$达到个人素质逐步提高的目的&区域活动中孩子以小组或个人的形

式自由观察'探索'操作'摆弄$以获得自身的快乐和小成就为目的&区域活动中幼儿的行为$能表现出幼儿在活动中的情绪'

操作技能'认知基础'社会性发展等多方面的状态&幼儿的活动离不开教师的有效观察和适时介入$只有教师能正确看待幼

儿的活动行为$客观评价幼儿活动状态$才能真正支持幼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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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幼儿的天性$游戏活动培养幼儿自我调

节能力和促进儿童语言'认知'社会性发展&维果茨

基认为%游戏可以促进幼儿表征思维能力的发展$游

戏可以促进幼儿意志行动的发展!游戏是学前儿童

发展的基本源泉$可以创造学前儿童的,最近发展

区-&

*

#

+在所有的游戏活动中$区域游戏活动能满足

幼儿自主游戏的需求$是幼儿一日活动中必不可少

的环节&幼儿园的教师合理利用活动室'楼道'走廊

等公共空间$提供材料$创设自由活动角$引导和支

持孩子们自愿参与$在区域中游戏'操作'观察'探

究$能发展良好的学习品质$同时$通过交往'合作'

商讨等形式$提高孩子的语言发展'交往能力和处理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孩子良好个性的发展&

一"区域游戏活动评价的意义

孩子的区域活动结束后$老师会对游戏活动进

行评价&对游戏活动的评价不同于一个阶段末期的

静态评价$是师生双向互动'为幼儿构建经验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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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评价中通过教师不断地激发和支持儿童$充分

利用教育机遇$可以连续不断地在游戏中监控幼儿

各种能力的发展$帮助教师和家长了解幼儿的实际

生活经验和一些特殊的兴趣$是有效培养幼儿各种

能力和纠正不良习惯和现象的良好手段*

!

+

&由于学

前教育事业发展时间不长$教师短缺$老师在评价活

动时都会对活动的整体进行评价$判断游戏质量的

好与不好'游戏水平的高低'游戏过程的像与不像'

游戏环境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等&如$对完成任务

的情况'活动的结果'所制作的作品等总结性的说

,小朋友活动得很好-',大家做得都很认真-',

22

小朋友做得很像-等一类的评价性语言&这种评价

太笼统$泛泛而谈$缺乏过程性关注$忽视孩子的个

体发展$没有做到点面结合$对孩子的成长没有鼓励

和促进作用$属于无效或低效评价&从引领'关注和

支持孩子发展角度来说$在区域活动中$老师应该多

观察孩子$对活动的评价重点应该放在孩子活动过

程的表现上$而不是活动的结果上&

对学前期儿童的发展评价$不在于认定其掌握

了多少知识$会模仿多少像样的作品或高难度的动

作$而在学习品质和良好行为习惯的优劣区分上*

%

+

&

.指南/中指出%幼儿在活动中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

良好行为倾向是终身学习与发展所必需的宝贵品

质&教师要帮助幼儿逐步养成积极主动'认真专注'

不怕困难'敢于探究和尝试'乐于想象和创造等良好

的品质&这些良好的学习品质是孩子们在自主活动

时才能充分体现和锻炼出来的$还必须有老师的及

时鼓励和赞赏才能让孩子将这些品质保持下去&由

此可以看出$活动才是幼儿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活动中评价孩子的过程表现才是正确的评价方法&

二"如何对区域活动中的幼儿进行评价

#一$评价孩子是否遵守游戏规则

任何游戏都是有规则的$如果没有规则或孩子

对游戏有特殊态度$就不会有游戏&规则游戏可以

帮助理解社会规则的意义"比如正义'公平'等价交

换'互相帮助等#$还可以去掉幼儿,自我为中心-的

心理因素和行为习惯$使思维更灵活'创造性得到发

展&幼儿园的游戏活动是幼儿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

反映$社会就必须有规则$比如$遵纪守法'社会公

德'诚实守信等&遵守游戏规则的人进入社会后就

是遵章守纪的好公民$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引导幼儿遵守游戏规则非常重要&教师要善

于观察$及时给予评价&

常见的幼儿游戏违规情况有以下几种%

#?

不顾人数的限定强行加入游戏&这类孩子在

家庭教育中事事都以他的行为想法为中心$自己想

做什么就去做$家长也事事满足$从不顾别人的感

受&这种孩子进入幼儿园后还是我行我素$没有任

何规则意识&如果不矫治$成年后会出现欺行霸市'

违规犯法的事情$对社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教

师发现这类现象后语言要适当严厉及时制止$给予

一定的惩罚$并教给孩子正确的参与方式$有进步后

及时鼓励&

!?

游戏时抢夺游戏道具&对喜欢的玩具都抢到

自己怀里$不顾别人的感受$影响活动效果$这类孩

子长大后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感受$会成为不受欢

迎的人&老师观察到这种现象后要通过讲故事方

式$及时提醒和让幼儿进行矫正&

%?

自由散漫$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型&这类孩子

在游戏活动的时候不会玩$在一个游戏区玩一会就

跑到别的区游戏$不能专注的完成一个游戏&原因

可能是由于家长经常干涉孩子的活动而形成的不良

行为导致孩子不能专注做一件事$对这类孩子$老师

发现后要予以引导$多和家长沟通$通过渐进的目标

要求$帮助孩子完成一个完整的游戏$在游戏活动中

适合个别引导&

#二$评价孩子是否对活动有兴趣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乐于参与活动$分析不乐意

参与活动的原因是什么0 一般来讲$孩子对活动没

有兴趣$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

对游戏本身不感兴趣&在设置区角时$幼儿

园和教师应该根据幼儿的发展特点和兴趣需要来进

行设置&比如$在区角活动的时候$丽丽小朋友选择

了超市的游戏$可她在区角边上不动也不说话$不当

售货员也不买东西$活动结束她都没有参与到游戏

中去&从她的表现看出$她对这个活动没有兴趣$不

愿参与$可能对超市的了解比较少$没有这方面的经

验$要不就是身体不舒服不愿意参与游戏!再比如$

在玩过家家的游戏时$佳佳做妈妈哄娃娃睡觉$一会

儿带娃娃去玩玩具$一会儿给孩子喂奶'吃饭$一会

儿带孩子到处去串门$自由自在地尽情游戏$说明佳

佳很喜欢过家家的游戏$她对这个游戏有兴趣&老

师应该在发现丽丽没有参与游戏的意识时$引导她

到自己想玩的区域活动!发现佳佳活动的很好时就

要及时进行表扬'鼓励&

!?

对活动中的一些材料不感兴趣&为幼儿提供

种类多样的'能诱导幼儿进行各类游戏的玩具和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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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是幼儿能有效游戏的基本条件&如果材料的种类

不够丰富或没有挑战性$会影响到幼儿的游戏行为&

有的幼儿园区角中的材料从开学投入到学期结束都

不更换$一直就是那么几种$孩子们就不愿参与$有

的甚至被破坏$这就需要教师及时更换更高一层次

的材料$让幼儿有兴趣活动&比如$小班的孩子们入

园时喜欢一些小汽车'电话'布偶玩具$过一段时间

就不玩了$反而喜欢一些瓶子'坏掉的汽车等玩具$

因为瓶子'坏掉的汽车在玩时更能自由地'充分的想

象和创造!比如编辫子的区角$材料投放后就一直没

有变化$刚开始的时候孩子们还去学着编辫子$后来

就直接没人去玩了$学期结束时编鞭子的毛线都所

剩无几&面对这种情况$老师就应该了解原因$针对

孩子的表现增设适合兴趣的材料或活动$或者提高

活动的要求$使孩子的能力逐步得到发展&

%?

对生活中不熟悉的场景游戏时不感兴趣&游

戏是幼儿社会经验的直接体现$幼儿在活动中的表

现直接反映幼儿经验和能力&比如$强强小朋友平

时比较孤僻$不爱与人交往$话也很少$他对表演区

的服装'头饰都不感兴趣$也不参与理发区的游戏$

但他对超市里的卖菜活动有兴趣$他喜欢做服务员$

当有顾客来买菜时$他开口介绍菜的名称$活动的兴

趣和积极性很高$导致很多孩子都去问他各种菜的

名称$他很满足&原来他的妈妈就在菜市场卖菜$他

经常去陪妈妈$无意中就认识了很多的菜&老师就

应该抓住时机对孩子的表现进行表扬$以让孩子获

得满足感$发展孩子积极交往的良好个性&

#三$评价孩子在活动时是否专注

做事专注是学习时必须具备的良好品质$如果

不能坚持做完一件事$那么这个孩子以后做什么事

都不能获得成功&中班有个叫友友的小朋友是个动

作行为反应较慢的孩子$在美工区做向日葵的时候$

葵花杆怎么都固定不了$孩子们都去喝水了$他还在

用各种方法固定花杆$发现这种状况$老师就说,快

放下$别做了$去喝水吧-$一边顺手就把孩子的作品

放到了玩具篓里$这样做会影响孩子做事专注良好

品质的培养$教师应该不催促他$给他时间让他完

成$实在没时间的话$可提醒他自己找时间去完成$

并在全班表扬$这样对孩子专注做事是一个鼓励$同

时$也树立了正面的榜样&在大多数幼儿园游戏结

束的时候$大部分老师都会打断孩子的游戏$急匆匆

的收拾完游戏材料督促孩子们去喝水$失去了良好

的教育机会&

#四$评价孩子在活动时是否能发现和解决问题

在游戏活动中$教师应注意观察孩子能不能发

现问题$引导幼儿通过自己想办法解决或求助的方

式解决问题$要让孩子懂得$先要学会自己解决问

题$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再求助$这样孩子在活动中学

会倾听和表达'学会计划'形成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如%在小班的穿珠子活动中$敏敏想给妈妈

做一串项链$她把珠子穿好后向上一提$珠子就全掉

了$再穿好$一提又全掉了$当她发现需要在线的一

头系一个疙瘩时$可怎么也不会系$她看看老师$又

看看小朋友$很想让人帮忙可就是不说话$她的沟通

交往能力有些欠缺$这时$老师就应引导她向小朋友

请教或请求帮助$学会怎么系疙瘩&又如%大班的孩

子牛牛喜欢体育活动$他们想玩大马跑的游戏$找不

到可以替代大马的道具$没有道具就没有意思$于

是$他就直接跑到门卫室外拿了一把大笤帚$放到胯

下当马$,得得得-地骑上在院子里跑开了$吸引着一

群小伙伴跟着后面跑$这说明牛牛在游戏时会自己

想办法解决道具不足的问题$老师就应该适当进行

表扬或鼓励&

#五$评价孩子在活动时是否有合作意识

合作能力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大

班的区角活动,电的产生-活动中$老师投放了一些

塑料棍'纸张'泡沫等材料$还有一些电池和导线$让

孩子们去探究&在使用电池和导线时$有个小朋友

用一节电池和一根导线能使小灯泡发光$就尝试把

两节电池摞起来探究电灯泡会不会发光$可他的手

小$要固定导线和小灯泡$还要固定两节电池$一个

人忙不过来$就请求旁边的小伙伴进行帮助$结果两

人共同努力合作使灯泡发出了明亮的光&在摩擦生

电的探究活动中$孩子们用塑料棒在自己的身体上

摩擦后可以吸起纸张'泡沫等$有的孩子拿着塑料棒

相互在同伴的头发'手背'衣服'裤子上进行摩擦$对

摩擦生电的现象产生更大的兴趣$这种行为老师应

该给予肯定$鼓励孩子们在游戏时要互相合作$相互

支持&

#六$评价孩子在活动中是否有创新意识

创新是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创新能力从幼儿时

期就该重点培养&在中班的活动,筷子夹花生-的游

戏中$老师要求孩子把花生夹到碗里$孩子们玩了一

会$有个小朋友发现搪瓷碗的碗底也像个小碗的碗

口$就把大碗口翻下去$把花生往碗底的小碗口里

夹&老师看见了立即制止$不让这样玩$结果孩子放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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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师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程度&本调查显示男

幼师的职业认同感高$因此$需要侧重于对男幼师加

强在校的学业指导和规划$开展幼师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强化男幼师对幼儿教育职业的认同&

#四$做好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对男幼师的认

同度

调查中发现部分男幼师还是存在,怕被他人歧

视-的顾虑$要想改变这种思想氛围$正面的舆论宣

传很关键&可以利用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加强正

面宣传$使人们充分认识幼儿园男教师在幼儿教育

中的特殊作用和重要价值$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改

变幼儿家长的育儿观念$提高社会各界对男幼师的

尊重'理解和支持程度$激发幼儿园男教师职业成就

感$建立积极的社会支持系统$为男幼师营造良好的

社会舆论氛围和心理环境$从而提高幼师院校男生

报考率和幼儿园男教师的从业率$减少流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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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碗筷就去玩别的游戏了&其实孩子很有创新玩法

的意识$且往碗底夹花生比往碗里夹花生更难'更有

挑战性$老师的制止遏制了孩子创新能力的发展&

小班的妮妮在画电话时$把电话边上画了很多的曲

线$使那个电话看起来不像电话$不知道像什么东

西&老师没有否定$问她时$她说%,我画的是电话响

了&-幸亏老师多问了一句$否则谁能想到孩子表现

的是什么0 如果老师直接评价的话$就扼杀了孩子

的想象力和创新表现的手法&

#七$在活动结束后看幼儿是否有物归原位的

意识

幼儿参与区域活动的过程从自主选择'拿取活

动材料到最后整理和将材料放归原位这是一个完整

的过程$要让幼儿形成良好的物归原位的意识&教

师要评价区域活动中孩子的活动状态和效果$就应

在整理和材料复位之后进行评价&

总之$在幼儿的区角活动中$孩子是活动的主

人$教师是观察者'思考者和支持者$教师在游戏活

动中要和幼儿互动$让孩子说出自己内心的体验'感

受和碰到的问题$要及时肯定和鼓励孩子思维'行为

的亮点$使孩子在自主活动中显现出来的优良的学

习品质受到保护和肯定$继续在以后的学习生涯中

得到充分的释放&同时$帮助幼儿梳理生活经验$发

现孩子们对真实社会局部的'不全面的理解$适当地

给予引导$让幼儿在玩游戏的过程中逐渐地适应社

会生活&当老师关注到以上问题时$说明老师已经

把活动的权利真正还给了孩子$注意到孩子学习品

质'良好的习惯的培养$让孩子尽快了解和适应社

会$为孩子的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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