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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的指导现状

幼儿教学课程早几年前进行全面改动，
由原先细分五大领域课程改成重视区域个别
化学习的模式。通过一段时间开展，发现我们
教师在区域活动中的指导存在很多不同的现
状。比如无指导、被动反应、无观察的指导、

“忙碌”的指导等情况。

1.无指导

区域活动不同于集体活动，集体活动教
师的显性指导比较明显，能够直观地看到教
师的示范、说教等。对于区域活动老师，教师
显性指导明显减少，甚至于觉得应该放手，
让孩子们完全自己玩，教师只是在一旁观察
而已。

2.被动反应

在区域活动中经常有孩子跑过来向老师
表达自己意愿、想法或问题，机智的教师会做
到合理回应。可是往往存在老师的随意地回
答“恩，我知道了”“好的”……没有后续提问
或动作。

3.无观察的指导

没有观察到孩子在区域活动中的表现，
不考虑孩子是否需要被介入，是否会干扰了
孩子的游戏。仅仅问一些表浅的问题没有继
续的深入提问或启发。如“你在干什么？”“你
画了什么？”……这些无关紧要的询问是没有
任何意义的。

4.“忙碌”的指导

每一个区域都去指导一下，交代规则，交
代玩法，和一组孩子们一起游戏的同时制止
其他孩子的行为。一个区域活动下来，老师
累趴下了，不停地在区域之间走动，不停地
指导。

二、合理选取内容
1.基于STEM教育的理念，巧妙引

出区域活动

观察收集平时幼儿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收
集近阶段幼儿学习问题并导入、观察、记录。
在每个区域中，都会有不同孩子不同问题的
提出和新鲜事发生。每当孩子有感兴趣、疑问
提出时，教师随时抓住契机，展开一系列的讨
论。由此新的区域内容就出炉了。

美工区中，小班的萱萱拿着一副人像泥
工作品跑来找我，“老师我想在它的头上做一
个蝴蝶结，你帮我做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吧”。

“这个作品做得真生动，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加
个蝴蝶结会更漂亮，可是蝴蝶结该怎么做
呢？你想用什么颜色搭配呢？你知道它的形
状不？哪位小朋友可以帮助萱萱呢？”把问题
抛回给孩子们，首先让他们回忆蝴蝶结是什
么形状的，可以初构外形，再次呼吁小朋友

之间相互帮忙、学习，让他们自己思考去怎
么解决。萱萱小朋友在讨论和实践中主动学
习，而其他小朋友在帮助他人的实践应用中
主动学习。

2.基于STEM教育的理念，热点话
题成活动内容

热门话题是指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公
众最为关心的话题，幼儿讨论最多的一个情
况。当大多数孩子都关心同一问题、同一件
事，即可成为区域活动的内容。春天之际，孩
子们都外出旅游，东钱湖雅戈尔动物园是孩
子们必游之处，回园后讨论的都是围绕着动
物园，自然而然引入活动中。美工区中，小动
物的各种泥工造型井然有序地陈列在了玩具
柜上，在建构区中幼儿设计搭建动物园、并把
美工区中的动物作品融入区域中，成为动物
园中的一员。

三、明确教师定位
1.教师是孩子的游戏伙伴

区域活动中对教师的角色有所变化，由
原先的知识传授、完全控制转变为隐性指
导、间接干预。对于教师的角色有很多的描
述，有观察者、指导者、合作者等，我觉得教
师在活动中应以平等的身份进入，这样可拉
近与幼儿之间的距离，从而营造一种宽松、
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氛围，有利于激发孩子的
独立性，也能刺激孩子的思维和主动学习的
欲望。

2.教师是有意识的指导者

教师要充分发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
明确自己的职责。在游戏中教师需要通过
自身的直接指导或间接指导对幼儿的发挥
影响作用，从而让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达到
学习的目的。教师还应注意通过促进物质
环境、游戏材料与幼儿（人、事、物）之间的
相互作用，引导幼儿行为的方向性和发挥
游戏的教育性因素。如幼儿在游戏过程中
出现玩不下去或是对活动没兴趣时，教师
就需要加以引导，帮助幼儿加强对生活的
观察，或进一步指导幼儿的游戏技能，从而
促进游戏的不断深入。

四、活动指导“三适”

区域活动是幼儿的自主活动，但是却离
不开教师的指导，如何最大效益地利用环境，
促进幼儿的发展，需要教师从适时性、适度性
和适当性三个维度展开区域活动的指导。

1.适时

要指导好幼儿，首先必须观察幼儿，再把
握好介入指导的最佳时机，关注幼儿的学习
过程，发现幼儿在学习、游戏中的问题，区分

哪些问题需要幼儿自己解决，而哪些困难需
要教师的介入帮助。

案例片段：在一次中班的区域活动中，有
6名女孩子在表演区进行活动，每个人都想在
小舞台上表演，争先恐后地上台。此时教师及
时进入：“你们发生什么事啦？”“你们觉得主
持表演是怎样进行的？”“谁可以帮忙解决这
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解决，说说理由”。提出
问题后，最好是给予时间让孩子有个调查和
收集资料的时间。

2.适度

适度即指适量，适度的指导既需要教师
的悉心指导，又不能过度。在我们的区域活动
中，教师不能以放羊式让幼儿自由活动，也不
能完全包办代替。

案例片段：小 班 区 域 活 动 中 ，刚 好 是
“春天”主题，教师在美工区里设计了美丽
的花园的内容。教师事先并没有完整地讲
解和示范，而是将彩纸和幼儿手工用纸放
在明显的位置上。幼儿进入区域后，发现图
纸上有各种颜色的花，可是只有边缘，花瓣
是空白的，幼儿不知道怎么操作。在以往的
活动中，孩子已经学会了撕贴活动的方法，
但都是单种物品的撕贴。看到这个情况后，
教师引导孩子观察花和彩纸的颜色，一一
对应。幼儿通过对比发现需要在花瓣中贴
上相应的颜色彩纸。教师见幼儿已经明白
操作内容及时退出活动区域，让幼儿自主
活动。教师的“按需”指导让幼儿通过自主
观察发现活动的方法。因为幼儿对撕贴的
方法已经有所触及，教师就没有对撕贴的
方法进行讲解，而是及时地退出，让幼儿们
自主地活动。

所以当幼儿通过自身的努力能解决问题
和困难时，则应启发和鼓励幼儿自行努力解
决，若无原则地过多支持，只会助长幼儿被动
依赖心理，压抑其独立自主能力的发展。

3.适当

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教师对于各区的
指导侧重点应该有所变化。如小班的区域活
动中着重激发幼儿的情绪，能够积极地参与
活动。而中大班的幼儿应在游戏中学习，积极
动脑，努力探索发现。同时教师应根据情境的
不同有相应的指导策略，可以是角色的转换、
材料的补充、言语的引导等。

最好的学是“教”，幼儿通过自己的学习
之后内化，转而去教别人，转化为自己的一套
系统和学习方法。在区域活动中采取三明治
的方式，第一层抛砖引玉：关注幼儿的需要，
提出问题；第二层深入环节：解决问题，探究
追寻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三层衍生内涵：延伸
活动内化经验，交予别人。

戴金丹 东钱湖镇中心幼儿园光辉分园

学习力，是信息时代中幼儿学习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对于幼儿成长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用STEM教育跨学科知识融合来培养幼儿的科学探究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与幼儿学习

力的培养目标不谋而合，其表现在核心特征、学习过程、教育应用对于幼儿的学习动力、学习

能力、学习创造力等提升有所帮助。对于幼儿学习力培养的目的是不仅希望幼儿拥有特定的

知识与技能，更要具备终身学习的意愿和能力，才能适应未知的未来，不断丰富自身的能力结

构，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

自由、自主促学习能力发展
——STEM课程下的区域活动研究

让我们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学习，
将所学知识应用到育儿实践中，更多地去
帮助身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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