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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主题背景下开展区域活动已成为幼儿园组织教学活动的趋势"对于幼儿的完整的)连贯的学习与发展有着重大的

意义$基于戏剧的主题课程开展区域活动"充分挖掘各区域活动中戏剧的潜在价值"并将区域活动与戏剧主题进行多角度有

机整合"不仅能促进幼儿对戏剧内容的理解与体验"更能有效地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在整合过程中教师要转变角色"强调主

题与区域内容间的统一与一致"多领域整合"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关键词!主题活动!区域活动!幼儿戏剧

中图分类号!

DE#!

!!!!!!!!

文献标识码!

F

!!!!!

文章编号!

!"CGBHH"3

%

!"#$

&

#"B"##!B"G

IJK

获取!

0;;

L

#++

:11

5

:.1

<

A2

M

()*+,-A>+

+

>0

+

2+N41A,:

L

1

!!

!"#

#

#"A##CCG

+

M

A2::+A!"CGBHH"3A!"#$A#"A"!!

6&

)

#"-543,&51#"-5-!*&<&4"

8

;&-1(-!&,1%&$%&;&

@5.O

)

,"(-!

-

$5O#-

)

*,5;5>.1#<#1#&/QL&24

9

3";

8

#4&!G"-O&

9

'#1J5!

9

R%#1&@"-&$%,#.&Q5/5-=D5;

8

4&

BF"A6&1

G

(

2

&1

G

#

"

BF"A)*%

!

%

#M#%1

G

N%&!.,49)''3DE*9&/%'18'33,

G

,

"

?%18)*&1

"

#%1

G

$%&HG"""#

"

8)%1&

!

!MP14/%/*/,'

2

DE*9&/%'1C9%,19,&1E=,9)1'3'

G5

"

+&='1

G

:1%;,.4%/

5

"

+&='1

G

"

C)&1$%"%H""C

"

8)%1&

&

>0/1,5.1

#

O(+N)>;2+

Q

*4

Q

2(+,-,>;292;24:)+N4*;04;0474?,>T

Q

*()+N0,:?4>(74,;*4+N2+T2+N4*

Q

,*;4+;4,>02+

Q

,>;292;24:AU;2:

(.

Q

*4,;:2

Q

+2.2>,+>4.(*;04>(7

L

-4;4,+N>(04*4+;-4,*+2+

Q

,+NN494-(

L

74+;(.

<

()+

Q

>02-N*4+AY,:4N(+N*,7,;0474>()*:4:

"

*4

Q

2(+,-,>;292;24:,*4>(+N)>;4N;(.)--

<

41

L

-(*4;04

L

(;4+;2,-9,-)4(.N*,7,:2+9,*2():*4

Q

2(+,-494+;:AS04(*

Q

,+2>2+;4

Q

*,;2(+

(.*4

Q

2(+,-,>;292;24:,+N;04,;*2>,-;0474:>,++(;(+-

<L

*(7(;4>02-N*4+̂:)+N4*:;,+N2+

Q

,+N41

L

4*24+>4(.;04,;*2>,->(+;4+;

"

?);,-:(

L

*(7(;44..4>;294-

<

;04(94*,--N494-(

L

74+;(.>02-N*4+AU+;04

L

*(>4::(.2+;4

Q

*,;2(+

"

;4,>04*::0()-N>0,+

Q

4;042*

*(-4:

"

47

L

0,:2̀4;04)+2;

<

,+N>(+:2:;4+>

<

(.;(

L

2>:,+N*4

Q

2(+,->(+;4+;

"

2+;4

Q

*,;47)-;2

L

-4.24-N:

"

2+(*N4*;(,>02494(

L

;27,-

;4,>02+

Q

4..4>;:A

?&

9

2",!/

#

S0474,>;292;24:

!

P4

Q

2(+,-,>;292;24:

!

O02-N*4+̂:N*,7,

!!

随着幼儿园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传统的分领

域教学已不适合幼儿的学习发展需要与特点"将活

动纳入完整的系统的主题之下来进行学习成为幼儿

园教学活动组织的一个必然趋势"区域活动因其彰

显了幼儿的自主选择"主动探究的学习特点而独具

魅力$将两者结合起来"区域活动支持主题背景"并

使之得以延伸拓展"主题背景下构建区角"丰富区域

活动的多样性的同时保障了幼儿探索的完整)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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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主题背景下的区域创设和活动开展

是学习成为一个流动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一$主题背景下区域创设及活动开展的

价值及意义

自3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4%以下简称3纲

要4&颁发以来"随着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推进及深入

开展"传统的分领域集体教学及区域活动已经不能

满足幼儿整合性)连贯性)系统性的学习特点及认知

发展需要.

#

/

$在这种背景下"将主题活动与区域活

动结合"让幼儿在一个统一的主题背景下进行一系

列有关联"有组织)有逻辑关系的区域活动学习便成

为了幼儿园组织教学活动及课程改革的必然趋势$

它对幼儿的学习及发展有着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形成完整$连续的知识经验体系

传统的分领域集体教学活动及区域活动将幼儿

的学习分为了一个个片段"尤其在分科教学活动中"

各个领域的特点及内容显得尤为突出$虽然教育者

一再强调领域间的融合和相互渗透"但在实践中更

多表现为领域间融合程度低或者强行渗透的现象"

整合课程也就是五大领域课程拼凑"各子主题活动

缺少沟通与晕化"不利于儿童学习品质发展.

!

/

$集

体教学活动虽然便于教师组织和引导幼儿"但将教

学内容分成了一些关联度低的部分"不利于幼儿建

立知识间的联系及知识结构的整合$主题教学活动

就是打破传统分领域教学的界限"采用一种有机整

合的方式"建立知识要素间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区

域活动是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的延伸和拓展"随着

对幼儿学习主动性和主体性的强调和认识"区域活

动也成为幼儿园组织活动的主要方式$在主题背景

下开展区域活动"有利于加强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将

幼儿的学习活动变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有机的整

体"加深对知识的认识及理解"为幼儿内在知识结构

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调动幼儿的学习积极性

传统的分领域学习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在固定的

时间"确定的领域"就某一个片段的内容进行学习"

当集体教学活动结束或者区域探索时间截止"相应

的学习内容也就中断停止了$但对于有些内容幼儿

还保有强烈的兴趣和积极性"在结束时表现出想要

继续探索的愿望和意犹未尽的失落$比如在3章鱼

吃小鱼4这个音乐活动中"幼儿通过教师的示范学会

了用手抓的动作表示章鱼要吃小鱼"孩子们玩得不

亦乐乎"在活动即将结束时教师让幼儿创编其他可

以表示吃小鱼的动作"孩子们进行了积极的讨论"也

创编出了许多不同的动作"但活动时间到了"他们没

有机会将创编的动作配合音乐做游戏"于是幼儿闷

闷不乐的走开了$区域中又没有相应的活动供幼儿

继续游戏"原本可以激发幼儿兴趣和创造力的创编

活动随着集体教学活动结束随之戛然而止了$这样

做既中断了幼儿探索的过程"又忽略了幼儿探索的

积极性$幼儿是学习的主体"我们应该促进幼儿的

主动学习.

%

/

"保护其探究的意愿和积极性$而在主

题背景下开展区域活动"一方面可以将主题活动内

容延伸到区域"做到主题内容的完整和衔接"另一方

面可以最大化激发和保持幼儿学习探索的兴趣和积

极性"让幼儿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持续的)全面的学

习"尊重幼儿探索的愿望"继而增强幼儿学习的热情

及主动性$

'三(幼儿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一贯性发展

纲要在教育内容与要求中指出#'幼儿园的教育

内容是全面的)启蒙性的"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

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

等方面的发展($从中可以看出"情感态度培养对幼

儿是至关重要的$而情感态度培养的长期性"渗透

性)一致性的特点决定了幼儿园在日常教学活动中

要对幼儿实施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在主题背景

下开展区域活动"有利于幼儿在充分体验到主题中

包含的情感态度的基础上"在区域活动中继续加深

原有的情感体验"有助于幼儿形成对事物)人物等一

贯的)持续的)稳定的情感和态度"对价值观的形成

大有裨益$比如通过观看3西游记4相关影视作品"

幼儿已然了解了孙悟空勇敢)聪明)正义的人物形

象"再通过和孙悟空相关的戏剧表演)美工制作)益

智游戏及材料建构等活动"孙悟空的形象带来的情

绪情感)品质及价值观的渲染更加深入人心"幼儿除

了喜爱及认同这个人物形象外"还会在生活中有意

识的模仿迁移人物的品质能力"有助于幼儿社会性

的发展及相应品质的形成与稳固$

二$主题背景下区域创设及活动开展

幼儿戏剧因其主题鲜明)浅显"题材幼儿生活化

以及充满戏剧冲突的趣味性和游戏性而受到越来越

多幼儿的喜爱$幼儿戏剧对于幼儿语言)思维)想

象)同伴交往等能力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成为幼

儿园主题活动的一大主要形式.

&

/

$幼儿戏剧的特点

决定了其与区域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接下来

以戏剧活动3新编三打白骨精4为例探讨主题背景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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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创设和活动开展$3新编三打白骨精4主要分

为四幕"分别为#第一幕"众妖洞中想诡计!第二幕"

变成女儿骗八戒!第三幕"变成猎人诈沙僧!第四幕"

悟空勇斗假观音$

在戏剧主题下进行区域创设要考虑到戏剧主题

的相关元素"主要有主题环境)戏剧剧情)美工作品)

道具背景和自主表演这几个方面$在区域创设中也

主要从以上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表演区+++演绎$创编剧情)产生新剧情

表演区是幼儿进行模仿演绎"创新创造的区域"

幼儿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角色)服饰和道具"按照自

己对人物情节的理解进行表演$感受模仿的乐趣及

创造的魅力"体验人物丰富的情感和品质.

G

/

$通过

对戏剧主题情节的理解"幼儿在表演区对3新编三打

白骨精4的剧情进行二次加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

式#演绎剧情"对戏剧经典情节的模仿和再现"学习

人物对话"模仿人物动作"通过这种方式加深幼儿对

剧情的理解"为创编做好准备$创编剧情"幼儿集思

广益"根据对已有剧情的加工而产生了新的想法"从

而加入新的情节)人物"增加对话"改编部分内容"以

这种形式对剧情进行更深层次的创新和加工"发展

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产生新剧情"通过幼儿的

创编"集体的评议和反馈"在戏剧推进过程中产生了

新的故事和剧情$在表演区"这三种方式是层层递

进"依次发生的关系"将戏剧主题的学习动态化的延

续和发展"体现了幼儿的个性化学习需要$表演区

的内容安排如下#

活动名称+西游记!

活动目标+

#A

能根据故事表现出角色的人物特

点!

!A

在商量.讨论中与同伴合作表演!

活动材料+

#A

舞台背景&

!A

美工区中自制的角色

道具.服装等!

演绎内容+

#A

按照故事#演绎故事中的经典情

节&

!A

结合自己的理解和组合创生新的剧情!

'二(美工区+++家园合作)共创戏剧场景

在美工区中"幼儿可以选择不同的工具和材料"

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兴趣来表达对剧中人物和情节的

理解与体验"可以让幼儿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享

受创造的乐趣"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

戏剧的表演"需要制作符合剧情人物场景的装

饰)服饰及布景等道具$在道具制作过程中"幼儿园

充分调动了家长的力量"采取分工分角色制作道具

的方式"幼儿与家长合作"利用收集的废旧材料及购

置的布)纸等原料进行设计与创作$不同的布景)服

饰)器具体现着剧情的发展与推进"同时代表着人物

的性格角色"通过动手操作有利于幼儿更好的理解

与掌握戏剧的情节与内容$比如3西游记4中孙悟空

的衣服要用鲜黄色的布料来制作"还有威风凛凛的

头饰以及坚硬无比的金箍棒"幼儿在选材加工的过

程中通过讨论交流就能对孙悟空勇敢)聪明)顽皮的

人物形象具备初步的认识$

在美工区"幼儿除了制作戏剧背景所需的道具

外"还用轻质黏土做了唐僧师徒四人及各路妖精的

玩偶$这些玩偶不仅可以用作展示品"同时还为其

他的区域提供材料和环境创设的来源$

'三(益智区+++巧用玩偶)推理判断游戏

益智区是幼儿动手动脑)开发智力的活动区角"

幼儿通过自行操作)摆弄)摸索)尝试"在不断发现的

过程中发展感知觉)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及分析)

推理)概括)综合等认知能力$在益智区"教师投放

了美工区中幼儿自制的孙悟空玩偶"通过'大圣回

家(的游戏"让幼儿自主操作"判断玩偶正确的放置

位置"锻炼幼儿的推理判断能力$活动内容如下#

活动名称+大圣回家

活动目标+观察任务卡#通过判断.推理寻找到

大圣在六宫格内的正确位置!

材料+

E

个大圣-幼儿自制".游戏任务卡若干.

六宫格小房子

玩法+观察任务卡#通过打)

(

,和打)

q

,来推

理.判断
E

个格子中住着哪个大圣!

E

个格子住满

后#对照任务卡后的正确答案进行自我检查!

在这个游戏中"幼儿要通过推理判断每个大圣

住的格子"不仅需要幼儿具备对应及排除能力"而且

还需要抽象思维能力及想象能力$自制大圣玩偶的

材料使用一方面增加了益智游戏的趣味性"同时更

激发了幼儿探索的积极性$

'四(生活区+++承接剧情)动手动脑

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理论认为生活

是教育的源泉"教育根植于幼儿的日常生活$将幼

儿生活中必备的技能和常识迁移到区角"通过符合

幼儿生活经验和兴趣体验的方式"在游戏中习得社

会生活所需的技能技巧$在生活区"教师利用对戏

剧剧情的创编"为幼儿创设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情境#

八戒寻宝记"猴哥叫八戒来寻宝"寻宝的方法是找到

钥匙"打开宝盒$通过情境游戏"依据故事脉络操

作"在充满趣味性)冒险性的游戏过程中锻炼幼儿开

锁和绳索解结)打结的生活技能$具体内容如下#

活动名称+八戒寻宝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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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A

锻炼开锁和绳索解结.打结的生活

技能!

!A

体验找到宝藏的成功感!

材料+帘子-线绳悬挂而成".宝盒若干个.锁.钥

匙-钥匙连接在绳子上.钥匙数量大于锁的数量".打

结方法示意图

玩法+第一步#在线帘里寻找钥匙#揭开绳结#取

下钥匙!第二步#用钥匙尝试开宝盒#找到宝贝!第

三步#找完宝贝#宝盒上的锁和钥匙放入锁盒#其他

的钥匙系回帘子上!

让幼儿在用剧情创设的情境中锻炼生活中的技

能"大大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和情节性"在游戏中"

通过情节的开展轻松愉悦的习得了日常所需技能"

符合幼儿的学习特点与需要$

'五(建构区+++延续剧情)提升幼儿建构体验

建构区是幼儿通过操作各种元件)材料进行建

构的造型游戏"以主动建构)联合建构)角色建构为

主要形式的游戏活动场所"可以促进幼儿想象力)动

手能力)创造力的发展$幼儿通过了解各种建构材

料的性质"学习空间关系的知识"理解整体与部分的

概念"增强对数量和图形的认识"促进感知觉)思维

的发展"同时培养耐心)协作)互助)坚持等良好的学

习品质和行为品质$教师利用剧情火焰山的情节创

设了'冲过火焰山(的建构游戏"提供不同的材料和

玩法"让幼儿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自主建构"发展幼

儿搭建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体验到合作游

戏的快乐$具体内容如下#

活动名称+冲过火焰山

活动目标+

#A

能根据戏剧情节#尝试用积木.废

旧纸盒进行有目的的搭建!

!A

体验合作游戏的

快乐!

材料+废旧纸盒.积木.轨道

玩法+玩法一#利用红色喜糖盒设计成火焰山#

利用各种轨道就行构建#尝试让木球从一头滚至另

一头!玩法二#跟据提供的关卡#搭建)谷,)洞,)峰,

三种不同程度的建筑样式!

在建构区再现戏剧场景并让幼儿进行操作"既

能增加幼儿关于空间)数量)形状等核心经验"又能

发展动作技能"提升创作和合作意识!更为重要的

是"通过立体实物再现"幼儿对戏剧剧情也有了更深

层次的理解$

戏剧的剧情为区域活动带来的情境性"增加了

区域活动的趣味性和灵动性"使幼儿更了解剧情"投

入到对剧情的深刻体验中$在戏剧主题的区域创设

和活动开展中"戏剧提供给了区域更多的创设素材

以及区域间整合的逻辑线索"而区域在为戏剧服务

的同时"其发挥的整体效能又大于戏剧单纯的舞台

呈现"这种效能是潜移默化到幼儿内隐的体验与成

长以及外显的动作技能)行为方式中的$这就是戏

剧和区域相结合的魅力所在2

三$主题背景下区域创设与活动开展需

要注意的问题

'一(区域创设与主题内容的一致性与一贯性

在主题背景下创设区域"创设的内容要与主题

内容保持一致和统一"这样才能保证幼儿学习的完

整性和连贯性"加强幼儿对于主题内容的理解与吸

收"同时丰富和拓展区域间的内容与联系$比如在

3新编三打白骨精4主题下创设的几个区域中"美工

区为表演区和益智区提供了材料"表演区)生活区及

建构区是对剧情内容的延伸和拓展$区域的创设与

主题内容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从主题到区域"戏剧剧

情一直在流动着"延伸着"幼儿的学习也在持续的进

行$在有些主题与区域结合的过程中"会出现为了

结合而强拉硬扯结合的现象"导致区域内容过于生

硬无味"既不能承接主题的内容"又不能满足幼儿对

于区域活动自主探索的需要$所以在将主题与区域

结合的过程中"一定要将两者紧密的有逻辑的联系

起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幼儿探索过程的整

体性"促使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二(多区域间的整合与协调

在创设区域时"要充分结合主题内容中的各方

面元素"将其融入各个区域内容中"通过多个区域的

整合与内容间的协调配合"达到主题内容与区域间

的融会贯通$让幼儿用多样的形式"调动各方面的

能力去理解领会主题的内容$比如在3新编三打白

骨精4主题下"除了上述创设的区域外"还可以在

戏剧表演之前创设阅读区为舞台表演提供'先行(

准备$给幼儿提供和3西游记4剧情相关的早期阅

读书籍"如绘本3大闹天宫4)3绘本西游记4等"通

过阅读相关的图画书初步了解戏剧剧情"熟悉戏

剧情节"知道剧中人物"为戏剧表演提供知识基础

和阅读经验"同时满足幼儿多层次"各方面的发展

需要$

'三(主题背景下区域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角色

的转变

区域活动组织形式的灵活性及内容的建构性决

定了在引导幼儿架构活动时"教师的角色不再是传

统的组织者和控制者"而更多是对幼儿操作过程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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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和内隐的参与者.

E

/

$抱着更加宽容和接纳的

态度"仔细观察幼儿的各方面表现"存在的个体差

异"出现的问题和困惑"并已'同伴(的身份给予幼儿

引导和支持$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区域活动中"教

师也要不断的学习成长"提高自身发现问题"分析判

断)梳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增强对活动反思和总

结的意识和能力$获得源源不断的专业领悟"逐渐

提升实施课程的能力"促进专业成长$这样才能在

宽松)游戏化的区域活动中看到幼儿发展的无限可

能"也会收获许多'惊喜("不断促进教学相长"实现

专业化发展的大迈步$

在戏剧活动背景下"教师除了要组织引导幼儿

之外"更多的是以参与者的角色加入到活动当中"是

幼儿的'动态(玩伴"和幼儿在交互作用和相互合作

中一起拓荒)创造)成长"与幼儿一起投入真情实感"

群策群力地讨论)创作.

H

/

$同时根据剧情需要转换

角色"抛出冲突和问题"推进游戏进程"加深幼儿对

戏剧张力和表现力的体验$

四$结语

主题活动与区域的整合是幼儿园教学活动组织

的趋势和必然"也是幼儿自主探索发展的需要"在这

样的背景下"如何将两者合理高效的结合"达到整体

之和大于部分的效果"需要教师更高的专业化水平

支撑"幼儿园更多的自主权引导以及相应的物质环

境的支持$

%注
!

释&

!!

案例来自江阴市实验幼儿园陈晓萍老师在'看见"看不

见---主题背景下区域的创设与开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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