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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决区域主题活动材料配置存在缺乏目的性、联系性、层次性、个体差异性以及教师有效指导能力欠缺等问题，根

据《指南》精神，以主题活动为线索，以材料配置为抓手，探索形成幼儿“学”“玩”融合的材料配置模式，更好支持幼儿整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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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Effective Disposition of the Regional
Theme Activity Materials in Kindergarten

—A Case Study of No.1 Kindergarten of Huizhou Gov. Agencies
LI Yan-jun

（No.1 Kindergarten of Huizhou Gov. Agencies，Huizhou 516003，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regional theme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such as the insufficiency of purpose，connection，

hierarchy in material disposition，individual difference of the young children and the deficiency in instruction ability of teachers，this

study，takes the theme activity as the clue based on the Guidelines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explores the formation of children’s

“learning”and“play”integration of materials disposition mode，so a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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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学前教育领域逐渐关注完整儿童的培

养，倡导尊重幼儿的兴趣需要，强调儿童的个性

和主体性，保护幼儿的创造性。《3-6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提出幼儿的学

习以直接经验为主，在游戏和生活中进行，应珍

视游戏的价值，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

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

要。区域游戏较好融合幼儿喜欢的活动内容和

感兴趣的活动材料，让幼儿在与环境、材料、同伴

和教师的互动中获得学习与发展［1］259。当前主题

教学活动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日益占据主导形

式，并与区域活动有机融合发展成为区域主题活

动，显著促进幼儿的自我学习、主动成长和综合

发展［2］。 区域主题材料是幼儿认识的中介和桥

梁，更是区域主题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3］1-5。区

域主题材料的有效配置直接影响着幼儿的兴趣、

学习品质和学习效果。在区域主题活动中，教师

主要通过观察研究和材料配置实现对幼儿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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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指导，其中材料的配置是最主要调节控制手

段。幼儿教师在设计主题课程或活动时，应通过

绘制兴趣图、概念图、材料图、活动记录图和发展

目标图五步设计策略，即关注幼儿兴趣、思考主

题潜在概念或活动、呈现材料准备的构思和情

境、记录幼儿与材料的互动、分析幼儿的经验习

得和目标落实，从而形成体现幼儿主体和教师主

导的动态化课程生成路径［4］。

目前，幼儿园开展主题区域活动中材料配

置上普遍存在和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有：1）材

料配置缺乏目的性。不少教师经常会把家长和

幼儿收集的有关主题的实物、模型、玩具、图书

等材料随意配置到区域中供幼儿观察和操作。

由于这些材料并未经过教师的选择和引导，使

得幼儿的经验习得不够系统，并缺乏主题教学

的目的性，难以显著促进幼儿探究能力的发

展。2）材料配置缺乏联系性。大多数幼儿园的

区域设置、材料配置的内容与主题开展的内容

结合得不够紧密，联系不强、更新不及时，没有

把握幼儿的发展特点和经验水平，不能及时发

现幼儿的兴趣和需求，从而难于促进活动的内

容生成和幼儿的深度学习。3）材料配置缺乏个

体差异性。不少教师在设计材料配置计划时没

有按照幼儿个体的实际情况来区分不同幼儿之

间能力水平的高低，忽略了对个体差异性的客

观认识，也没有对材料结构进行分析选择，使得

部分能力发展稍缓的幼儿不能充分理解、掌握

游戏规则，同时也让部分能力水平较高的幼儿

对游戏缺乏兴趣。4）材料配置缺乏层次性。不

少教师在选择、配置操作材料时，没有预先作思

考，没有按照由浅入深、从易到难的要求，分解

出若干个能够与幼儿的认知发展相吻合的、可

能的操作层次，使得幼儿在具体操作材料时无

法按照自身的发展和能力水平来选择合适的材

料，无法形成与材料的密切互动。

从2013年开始，惠州市机关第一幼儿园开始

探索实践幼儿园区域主题活动材料有效配置问

题。该园本着达成“学”与“玩”平衡原则，从“儿

童视角”出发，借助区域活动材料配置，聚焦研究

儿童行为，回归促进儿童发展。其中，所谓“学”

是指支持幼儿学习。所谓“玩”是指支持幼儿通

过“操作材料”与周边环境密切互动。所谓“平

衡”是指支持幼儿在“学中玩”和“玩中学”，既能

获得有益经验，又能体验成长快乐。

二、幼儿园主题区域活动基本操作体系

的构建

（一）依据有准备的环境创设理论，，构建区域

主题活动的环境创设机制

蒙台梭利指出，我们要帮助幼儿发展，就必

须给幼儿提供一个使其能自由发展的有准备的

环境［5］。 洛扎洛夫指出，教师创设的多元化教育

环境对幼儿的进步和提高起着任何集体教育活

动都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6］。皮亚杰指出，儿童

的智慧源于材料［7］。惠州市机关第一幼儿园坚持

以儿童的需要为出发点，积极探索形成了“一体

三性”即以“幼儿”为主体，营造“参与性、情境性、

规范性”的区域主题环境创设机制。

1.创设能互动的环境，增强幼儿参与性

例如:开展《水果嘉年华》主题活动时，教师会

让幼儿们画出自己最爱吃的水果，并把幼儿完成

的作品在班级主题墙和作品展示墙进行展示。

开展《玩具总动员》主题活动时，教师会让幼儿们

说出自己喜欢的玩具，并将收集到的相关素材用

于装饰主题墙。

2.创设富有感染力的环境，增强活动情境性

例如:开展《鸟》的主题活动时，师幼会一起悬

挂仿真树藤和仿真鸟儿，装饰仿真花草，营造出

森林即视感，让幼儿置身其中、身临其境。

3.创设“会说话”的环境，增强参与规范性

教师主要通过不同的区域设置、个性的材料

装载工具、对应的进区人数点、直观的操作流程

图等标识，随时提醒幼儿规范、有效参与各类区

域主题活动。

（二）依据顺应自然理念，构建幼儿园主题区

域活动的基本实施流程

根据卢梭遵循自然、顺应人的自然本性的理

念，该园充分挖掘区域主题活动促进幼儿自主学

习的核心价值，坚持利用丰富的环境材料促进幼

儿自主、自由、个性化的感知与发现，明确了区域

主题活动的基本实施流程（见图1）。

1.发现与生成

观察幼儿的经验水平和活动情况，发现幼儿

的兴趣点和最近发展区，生成主题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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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设与确定

预设幼儿在主题教学和区域活动中可能获

得的有益经验，确定活动的目标。

发现与生成

预设与确定反思与调整

互动与操作 创设与制作

图1 区域主题活动的基本实施流程

3.创设与制作

师幼共同创设区域主题环境，制作区域主题材料。

4.互动与操作

教师在观察中适时与幼儿互动，指导幼儿在

操作材料中提升直接经验。

5.反思与调整

教师引导幼儿根据活动情况共同反思并作

出相应调整。

（三）依据多元智能理论，，构建幼儿园区域主

题活动的多元整合路径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指出，每个学生的

智能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应注重学生各个智

能领域的全方面发展［8］。幼儿是一个“完整的

人”。幼儿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身心全面和谐

发展”的完整的人。该园坚持以环境创设为基

础，以区域主题活动为载体，以幼儿核心经验

习得为目标，探索形成了“双管齐下”的整合路

径（见图2）。

活动形式的整合

活动内容的整合主题
活动集体

活动

领域
活动

生活
活动

集体
学习

小组
学习

个别
学习

区域
游戏

区域
活动

图2 区域主题活动的整合路径

1.实现活动内容整合

重视推进区域活动与主题活动、集体活动、领

域活动的整合，支持幼儿进行深度学习与体验［9］。

2.实现活动形式整合

重视推进区域游戏与集体学习、小组学习、

个别学习方式的整合，让幼儿在多元化的学习途

径中生成与升华经验。

（四）依据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构建幼儿园区

域主题活动的资源融合模式

皮亚杰指出，幼儿的认知发展是在和环境的相

互作用以及动手、探索和实践中建构的［9］。该园积

极探索构建“园+家+社”三位一体的资源融合渠道，

共同支持幼儿在区域主题活动中获得成长和发展。

1.联合家长资源，参与共成长

一是参与区域主题环境创设。教师会根据

主题活动内容，提前告诉家长与幼儿一起准备

活动材料。例如：开展《奇妙的瓶子》主题活动

之前，发放了“致家长的一封信”，让家长了解

将要开展的主题活动名称、主题活动目的和意

义、活动课程的进展和所需要家长配合的工

作。二是参与区域助教活动。例如：开展《中

国传统节日》主题活动时，会邀请家长进入生

活区教幼儿包粽子。三是参与家园日常沟通

交流。通过幼儿园《我的成长足迹》家园联系

手册、班级微信群中视频与照片分享等方式，

让家长了解、观察幼儿们区域活动中的行为表

现。四是参与家长开放日活动。通过邀请家

长观摩区域活动，让家长近距离充分了解幼儿

们在操作中的收获和快乐，激发家园共育的意

识。五是参与家长问卷调查。在家长开放日

活动结束后，及时向家长发放问卷，了解家长

对幼儿园区域主题活动开展状况的看法和建

议，推进幼儿园后续区域活动的有效开展。

2.联合社区资源，分享共快乐

一是同行经验交流。支持教师们与同行互相

观摩学习，互相借鉴经验，博采众长，激发创意，持

续提升教师在区域活动中的材料配置能力。二是

高校互动实践。加强与高等学校的联系互动，共

同探究区域主题活动设计优化问题。

三、幼儿园“一二三四”区域主题材料配

置工作方案的构建

（一）一体：以幼儿为主体，增强材料配置的

适宜性

全人教育倡导幼儿的主体地位，主张尊重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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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通过发现幼儿、探究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提

供给幼儿适宜的材料和形式支持其发展［10］1，4-5。

幼儿是区域主题活动的主人，应以幼儿为主体配

置适宜材料（见图3），凸显幼儿学习的自主性、参

与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增强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内

驱力［11］。

生活区

1.冰糖葫芦 2.炸酱面

3.米盘写字 4.汉字饼干

5.汉字裱花 6.包饺子

7.秋茶

语言区
1.古诗转盘
2.百家姓（拼图）
3.成语广播站
4.成语配对（一）
5.成语配对（二）
6.小猫钓鱼
7.识字拼版
8.汉字结构
9.汉字找朋友
10.你说我猜

益智区
1.中国地图拼图
2.拼拼乐
3.书写数字
4.旅游棋
5.中国风光
6.和我去旅游
7.造纸术
8.指南针
9.小猫钓鱼

美工区
1.五星红旗
2.京剧脸谱
3.青花瓷
4.蓝印花布
5.长城
6.天安门
7.民族娃娃
8.姓名卡

我
是
中
国
人

图3 区域主题材料配置规划图

（二）二点：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点，

增强材料配置的针对性

1.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配置材料

针对小班幼儿以直观感知为主，配置能直接

触摸摆弄和感知体验的实物或成品；针对中班幼

儿好奇心、动手能力增强，可以配置工具类并辅

助记录类的材料；针对大班幼儿思维逻辑能力增

强，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可以配置多样化、操

作性强的材料。例如：在生活区中配置“趣味夹

珠”材料时，在工具的选取上：小班用勺子、中班

用夹子、大班用筷子等。

2.结合幼儿的兴趣特点配置材料

兴趣是幼儿主动学习的内驱力，配置能引起

幼儿兴趣的材料，将激发幼儿操作的欲望和积极

性。例如：在《飞行的秘密》主题活动中，针对幼儿

对飞机的组成非常感兴趣，教师在语言区配置了

许多关于飞机的多模态绘本，并与幼儿一起阅读。

（三）三性：把握计划性、层次性、合理性原

则，增强材料配置的有效性

1.计划性配置材料

对幼儿园购买的整套康轩区域材料，进行了

分类整理，制订了各年级的《投放材料计划表》，

对材料进行有计划地配置；要求每位老师及时填

写《投放材料登记表》，记录材料投入与材料撤出

的时间，以及每一份区域材料的使用和效果。

2.层次性配置材料

例如：益智区配置《随意拼》的材料，首先配

置玩法一“看图拼”，支持幼儿模仿操作；接着配

置玩法二“规律拼”，支持幼儿按照从短到长或分

颜色等规律进行操作；最后配置玩法三“随意

拼”，支持幼儿延伸生活经验，进行自主造型。

3.合理性配置材料

对于结构性游戏材料，不同的幼儿有不同的

经验最近发展区，教师应认识到游戏材料对提高

幼儿专注力从而提升幼儿学习品质的重要性，要

有意识地进行游戏材料的选择和合理配置［12］。

例如：为益智区配置《图形分类》操作材料时，应

考虑到高结构的游戏玩法是在准备好的三个操

45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第4期

作碟子上分别做好正方形、三角形、圆形的记号，

幼儿在操作时会根据记号进行分类，但操作的最

终结果只有一种；而低结构的游戏玩法是三个操

作碟子不做任何的记形状记号，幼儿在操作时可

以按图形的形状进行颜色分类或按图形的颜色

进行形状分类等，操作呈现出的结果是多种的。

（四）四式：利用添加、删减、组合、回归策略，

增强材料配置的技巧性

材料是开展区域主题活动的必备条件，更新

材料则是有效开展区域主题活动的关键途径（见

表1）。当教师发现幼儿对投入区域的某种材料

失去探究兴趣时，需要综合分析实际情况，及时

调整相应材料，利用添加、删减、组合、回归等策

略，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做适当更改，以更好地

发挥材料的教育价值［13］。

1.添加式配置

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添加一些新材料，使游

戏更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增强参与探索的积极

性。例如：在主题活动《有趣的汉字》中，教师配置

了汉字图卡材料，幼儿操作几次后，已认识不少

“汉字宝宝”，会逐渐对此份材料失去兴趣。教师

可以考虑添加沙盘，让幼儿在沙盘上结合图卡内

容“画”（前书写）汉字，以增强幼儿操作的兴趣。

2.删减式配置

适当删掉一部分材料，以增强游戏的吸

引力。

3.组合式配置

将原有材料重新组合，形成一种新的游戏活

动玩法。例如：在《舌尖上的美食》主题活动中，针

对幼儿在建构区用《水果商店》塑料积木和插片材

料搭建好商店后无所事事的情形，进一步把生活

区的仿真水果与建构区材料重新组合，并投入水

果商店的标题和游戏币，激发幼儿继续开展买卖

水果的新游戏，用于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4.回归式配置

教师在配置活动材料的过程中，将以往使

用过的材料“重复”配置，以引导幼儿巩固相关

经验。
表1 区域主题材料有效配置指引

主题名称

聆

听

二

十

四

节

气

主题目标

1.了解二十四节气的基本常识，
包括节气的基本特点、节气的
民俗活动等
2. 了解“二十四节气”气象变化
3. 探究“二十四节气”是如何形
成的知识，理解古人智慧,从中
挖掘可为今天生活利用的元
素，培养科学精神
4.了解二十四节气中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生存
的基本法则
5.知道人们总是在时间的交替
中生活，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
变着
6.理解节气传承中华文化、服务
百姓生活，蕴涵了丰富的民族
智慧
7.了解二十四节气的各个节气
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
8.体验各个节气对身体的影响
不同，会出现不同的生理现象
9.根据身体的状况采取健身或
是饮食的方式加以保养或是改
善,使身体达到健康的状态
10.知道二十四节气非物质文化
遗产十分丰富,有传统生产工
具、书面、节日文化、生产仪式
和民间风俗。

区域主题活动

二十四节气歌

惊蛰三候

清明三候

快乐夏至

谷雨民俗

区域主题材料

益智区：
节气迷言

语言区：
节气转盘

语言区：
我和节气做游戏

益智区:
春季节气吹吹乐

生活区：
惊蛰吃梨

语言区：
清明三候

语言区：
夏至九九歌

生活区：
吃夏至面

生活区：谷雨茶

美工区（组合面）：
雄鸡驱五春

益智区：蚕的一生

材料操作指导

玩法一：穿越节气通道
玩法二:我是小司机

玩法一：节气转转乐
玩法二：幸运大转盘

玩法一：翻一翻、念一含
玩法二：念一念，找一找
玩法三：夹一夹,对对碰

玩法一：春季节气连连看
玩法二：春季节气随意吹
玩法三：春季节气幸运吹

玩法一：削梨皮
玩法二：压梨乐
玩法三：雪梨糖水

玩法一：清明三候拼图
玩法二：找三候对应
玩法三：认读三候

玩法：
念一念，玩一玩

玩法：制作夏至面

玩法一：品谷雨茶
玩法二：泡谷雨茶

玩法：沿线剪一贴雄鸡一画“害虫”

玩法：将蛋的一生按步骤图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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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习俗

古诗西瓜吟

生活区：
编织蛋袋

美工区：
立夏绳手链

生活区：
缤纷解暑茶

玩法一：煮立夏蛋
玩法二：彩绳变蛋袋
玩法三：立夏胸挂单

玩法：戳同分块一空洞打结一顺向
卡绳

玩法一：切果乐
玩法二：制作水果解暑茶

四、幼儿园“一二三四”区域主题材料配

置的实践成效与推广应用

（一）初步实践成效

1. 有力支持全园区域主题活动的顺利开展

经过近七年的研究与实践，该园围绕主题教

学活动内容，先后开发了小、中、大班的教学主题

共20个，融合各年龄段主题设计和配置了共632

份区域主题材料（见表2），有力支持全园区域主

题活动的高效开展。此外，通过幼儿园微信公众

号推送了关于区域主题活动理念宣传和材料配

置的相关文章共15篇，一定程度扩大了研究成果

的社会影响力。
表2 区域主题材料统计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主题名称

快快乐乐上幼儿园

开心乐园

水果嘉年华

动物王国

蔬菜乐园

玩具总动员

颜色躲猫猫

聆听二十四节气

我爱我家

叶子的秘密

好玩的瓶子

我居住的地方

蔬果乐

舌尖上的美食

中国传统节日

有趣的汉字

飞行的秘密

我是中国人

有趣的书

快乐上小学

自制区域主题
性材料数量

20

23

25

23

26

24

23

30

32

33

36

35

34

39

40

42

39

38

36

39

632

年龄段

小班

中班

大班

2. 有力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该园在构建区域主题活动操作流程和材料

配置体系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相互审议式”研

究模式，注重将教师难以把握的有效配置模式通

过年级审议、班级审议、师幼审议的方式，给予一

定的引领和探究，并利用对同一主题连环式的材

料研磨，促使教师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与改进。在

区域主题活动中，该园教师利用外学内训“磨理

论”，持续更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提升了区域主

题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能力。通过反思审议“磨材

料”，形成了切实可行的集体备材料模式（见图

4），即利用“四定”（定人、定时、定点、定材料），体

现“三备”（备材料目标、备材料准备、备材料玩

法），钻透“两点”（区域材料投放的重点和难点），

从而优化“一法”（操作玩法），促进了教师的探究

能力和专业发展。在材料配置中坚持实行“一点

二研三圈”模式（见图5）。“一点”（第一阶段）：以

教学的主题为中心点，定期组织学习活动，对各

年级骨干教师进行专题培训，通过骨干教师带领

其他教师，组成研讨梯队进行专题研讨，更新教

育理念，把握主题教学目标的科学性、区域主题

设置的合理性和区域主题材料来源的丰富性。

“二研”（第二阶段）：围绕主题教学目标、区域主

题材料设计目标，以年级为教研小组，对配置的

材料进行“磨材料”研讨，即教师在自我反思和集

体商讨的共同协作下，不断进行“设想—预玩—

尝试—反思—调整”，从而提升材料配置的有效

性和适宜性［14］。“三圈”（第三阶段）：结合理论的

提升和实践的积累，各年级研讨小组构成区域主

题活动班级示范辐射圈，幼儿园积极创设成长平

台，通过区域示范活动、专题讲座、家长开放日、

公开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发挥班级示范辐射圈

的带动作用，从而显著改进教师在区域主题活动

中材料配置策略。先后出版学术著作1本，汇编

教材《幼儿园区域主题活动设计与实施》、《幼儿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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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域主题活动观察与指导》等共7本，撰写报告

4篇，获省级、市级荣誉23项。

定人
定时

备准备

备玩法
备目标

定点
定材料

重点

难点

优化操作玩法

图4 集体准备材料模式

（二）推广应用情况

为了推动区域主题活动材料配置研究成果

的有效转化，该园本着“交流互学、探究研学、合

作创学”的原则，借助微信公众号、“区域主题活

动讲学团”和“区域教研共同体”等载体，充分利

用园务公开、跟岗学习、外出交流等多种途径，面

向各市、县、区的幼教同行广泛宣传区域主题活

动的先进教育理念，分享了典型做法经验，产生

了较好的社会效益（见图6）。例如：某推广试点

园充分挖掘了本土资源，设计开发了“室内外区

域一体化”的区域主题活动，遵循“孩子在前、教

师在后”的教学理念，形成了“多观察、多记录、多

协助”的教学模式和“多反思、多总结、多探讨”的

区域主题活动组织模式。

一点
（第一阶段）

教学主题
为中心点

三研
（第三阶段）

二研
（第二阶段）

年级科研小组

构成班级示范
辐射圈

图5 材料配置路径

图6 区域主题活动成果

研究成果受到《学习强国》、惠州新闻、南方+、惠眼、《南方日报》等多篇媒体报道共10次

（下转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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