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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游戏中幼儿深度学习的支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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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是培养幼儿良好学习品质, 增强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引导幼儿用批判性和创新性的思维去

探索、 思考问题的重要途径, 能提高幼儿高效学习的能力. 区域游戏强调的是幼儿自由、 自主、 自发、
自愿和自我探究与学习的一种游戏方式. 笔者在教育实践以及观摩活动中发现, 在区域游戏中, 普遍存

在幼儿主动性和合作探究意识不足、 缺乏批判性思维以及新旧知识难以联系与构建等问题. 造成这些问

题的原因主要包括教师对各领域核心经验掌握不足、 区域环境创设不合理以及师幼之间缺乏有效互动等.
笔者从区域游戏中幼儿深度学习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出发, 探索核心经验视角下支持幼儿在区域游戏

中深度学习的策略.

一、区域游戏中幼儿深度学习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区域游戏中幼儿深度学习存在的问题

第一, 主动性探究意识较弱. 主动性探究是区域游戏特征之一, 但在区域游戏中仍存在幼儿主动探

究意识较弱的现象. 有的幼儿无法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喜欢的材料进行操作, 依赖教师分配和讲解, 在

游戏过程中存在嬉戏行为; 有的幼儿选择材料之后, 只是按照教师所提供的游戏玩法进行简单、 机械的

模仿, 不主动去探索不同的玩法; 有的幼儿对区域游戏材料不感兴趣, 不是发自内心地想进行游戏, 体

验不到游戏所带来的乐趣, 更谈不上在区域游戏中进行深度学习.
[案例一]区域游戏中,小明拿着天平和砝码,却在不时地东张西望.教师问小明: “这份材料可以

怎么玩呢?”小明说:“可以拿来称重.”教师继续问: “那可以称什么呢?”小明想了想,说: “可以称恐

龙.”他开始称恐龙模型,但教师走了之后,很快又开始了东张西望.整个活动过程中,小明对这份材料

不感兴趣,在教师的引导下才开始游戏,缺乏积极主动的探究意识.
第二, 缺乏理解和批判性思维. 深度学习注重对知识的批判性理解. 批判性思维建立在对所学知识

充分理解的基础上, 但在区域游戏中, 幼儿学习缺乏深入探究与思考, 依赖于教师的讲解与传授, 当教

师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进行总结时, 幼儿几乎没有质疑的声音, 全盘接受教师的意见.
[案例二]幼儿在玩 “斜坡大挑战”游戏时,每次遇到问题都会跑过来问教师: “为什么我的轨道一

直倒塌呢?”每次教师都用 “怎样搭建会更牢固呢?”“看一看哪里存在问题”等进行提醒,但是直到活动

结束,轨道还是只搭建了一半.幼儿在游戏中遇到问题不主动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不断地寻求教师

帮助.
第三, 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与建构知识的能力较弱. 深度学习强调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以及建构知

识的能力. 幼儿在游戏中常常难以使新旧知识产生联系, 同时缺乏对知识的理解和批判性思考, 无法将

所学知识进行加工和内化. 例如在区域游戏的分享交流环节, 教师提出 “你今天玩了什么游戏, 是怎么

玩的?” “你能分享你发现的秘密吗? 你是怎么发现的?” 等问题, 大部分幼儿不能明确、 完整地告诉大家

他的游戏想法或者只能给出简短的答案, 从中可以看出幼儿没有将自己在游戏中获得的新知识加工内化

成自己的个人认知.
第四, 合作探究意识不足. 合作探究性学习, 有利于推动幼儿深入学习的发展. 但在区域游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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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存在分工合作意识较为薄弱的问题. 例如, 当同伴提出不一样的意见或建议时, 就会出现争吵、 哭

闹或向教师求助等现象, 不懂得在冲突中反思自己的观点和接纳同伴的意见, 因而往往会导致合作探究

的终止.
(二) 区域游戏中阻碍幼儿深度学习的原因

第一, 教师对各领域核心经验掌握不足. 教师对各年龄段幼儿的特点和各个领域的核心经验缺乏深

入的了解, 导致在区域游戏中不能有效观察幼儿行为, 毫无目的性, 没办法抓住游戏的核心经验进行引

导, 使得幼儿无法深入探究, 也就阻碍了幼儿深入学习的发展.
第二, 区域环境创设存在问题. 一些幼儿园的环境创设存在以教师为主导、 幼儿极少参与的现象,

同时环境创设过于美观和逼真, 没有贴近幼儿的生活经验, 无法激发幼儿探索与创造的欲望, 不利于幼

儿进行深度学习. 另外, 区域游戏材料投放不合理, 高结构材料较多, 低结构材料较少. 教师过于注重

知识内容的学习和认知技能的获得, 无法激发幼儿的兴趣.
第三, 区域游戏活动时间难以保证. 保证充足的游戏时间是幼儿深度学习的前提. 一些教师总是急

于看到幼儿游戏的成果, 当看到幼儿没有及时进行游戏或者与自己的想法相违背时, 就会急于直接指导

或者用语言进行提示. 在教师不断干预中, 幼儿没有自主思考和游戏的时间. 同时, 区域游戏时间预设

不合理, 教师急于开展下一个活动, 导致幼儿还没有完成任务就草草收场, 没有体验到最后的成果, 以

至于分享时无法对游戏进行评价.
第四, 教师的活动指导无效. 一些教师在游戏中观察不出存在的问题, 所提出的指导意见也无法推

进幼儿进一步的深度学习. 例如, 幼儿在探索 “平衡” 的材料时, 一直没有成功, 看到幼儿一直在说话,
教师就出面制止说: “你们这么不专心, 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其实幼儿有可能是在讨论为什么材料一直

会倒的原因, 而教师只是偶尔看一下游戏情况, 不了解整体情况, 导致给幼儿提出的指导是无效的, 不

但不能促进幼儿进一步探究, 反而会影响幼儿探索的激情.
第五, 活动评价缺乏针对性. 区域游戏的分享交流环节以教师为主导, 流于形式. 例如, 幼儿还没

有完全入座, 教师就开始问幼儿: “你们今天玩了什么?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提问完之

后, 得到幼儿的答案: “今天玩得很高兴.” “有遇到问题, 但自己解决了.” 然后教师就以为活动评

价已经完成. 同时, 在评价过程中, 教师只重视结果的评价而忽视了对幼儿活动过程的评价, 忽视了幼

儿在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探索性、 主动性、 合作性等都是深度学习的特征. 教师忽视过程的评价会挫

伤幼儿探索性学习的积极性.

二、支持幼儿在区域游戏中深度学习的策略

(一) 基于核心经验, 促进幼儿深度学习

核心经验能联通幼儿所接受的零散的知识, 在幼儿的经验系统中起节点和支撑作用, 从而使知识在

个体内化的过程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经验, 有利于经验的建构、 迁移以及对知识的深层理解. 教师要把握

各个领域的核心经验, 才能关注幼儿的需要, 知道要 “教什么” “怎么教”. 例如, 针对区域游戏中 “斜

坡滚物” 的材料投放, 教师首先要了解 “斜坡滚物” 指向哪个领域、 核心经验是什么、 属于哪个年龄段;
其次再根据各个领域的核心经验适时、 适度地对幼儿的探究活动给予适当的引导; 最后在游戏中不断激

发幼儿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帮助幼儿积累经验, 促进幼儿的深度学习.
(二) 基于区域游戏环境的创设, 促进幼儿深度学习

第一, 区域环境创设要以幼儿为主体, 在幼儿原有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创设真实、 富有情境性的游戏

环境, 才能激发幼儿自主探究的愿望. 例如, 幼儿在角色区根据自己收集来的衣服和道具开展 “服装店”
的游戏, 游戏情境源于幼儿的生活经验, 因此幼儿就可以将已有的生活经验运用到游戏中去. 这样的游

戏环境, 既可以帮助幼儿加深知识理解和获得新知识, 又可以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新的情境中去解决

更复杂的问题. 第二, 创设饱含问题的游戏情境. 深度学习强调的是对问题的解决, 是一种探究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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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低结构、 高开放的材料和不确定的游戏情境包含着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能为幼儿提供更多自主

探究、 经验运用、 思考和创造的机会.
(三) 基于师幼之间有效的互动, 促进幼儿深度学习

第一, 构建良好的师幼互动关系. 师幼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影响了幼儿区域游戏的效果, 进而影响了

幼儿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积极主动性. 教师要站在幼儿的视角, 更耐心和细心地去观察幼儿的游戏,
不要因为幼儿的嬉戏和吵闹行为而大发雷霆. 教师需要注意倾听, 倾听幼儿的心声, 了解他们真实的想

法, 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给幼儿, 应给予幼儿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去思考自己所遇到的问题. 这样

才能为幼儿创设一个宽松自由的心理环境, 从而促进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深度学习.
第二, 活动指导要具有针对性. 在区域游戏指导过程中, 首先教师要充分了解各年龄段幼儿的特点

和各个领域的核心经验, 在观察中才能了解幼儿游戏水平以及存在问题, 从而支持幼儿积极主动探究.
其次, 在区域游戏中教师要在全面观察幼儿游戏的基础上提出有效的指导方法. 最后教师要懂得以幼儿

为主体, 不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幼儿, 要懂得灵活变通. 例如, 针对幼儿在区域游戏中毫无目的地摆

放材料, 没有和材料进行有效互动的情况, 教师要用专业的知识进行深入分析: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

象? 是材料问题还是幼儿游戏水平的问题?” 再采取合理、 有效的指导策略.
第三, 活动评价要具有有效性. 有效的评价有利于激发幼儿进一步探究的愿望. 首先要客观全面地

看待幼儿, 倾听幼儿的表达, 再根据幼儿各年龄段的特点和核心经验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评价和建议; 其

次教师要重视过程性的评价, 要基于对幼儿游戏全面观察的基础上进行评价; 再次要引导幼儿进行自我

评价和同伴互评, 有利于幼儿自我反思游戏是否达到自己所预想的游戏效果, 懂得发现问题和寻找问题

解决的方法, 继而促进其深度学习. 如在分享建构区作品时, 教师可以先问幼儿 “你和好朋友今天搭建

了什么, 是怎么搭建的? 遇到什么问题, 是怎么解决的?” “对下次游戏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等问题, 而

不是用 “一刀切” 的方式直接评判幼儿的游戏结果.
(四) 基于充足的游戏时间和空间, 促进幼儿深度学习

学习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不能期望在短时间内解决复杂的问题, 因而在区域游戏中要保证幼儿

游戏的时间和空间. 教师要尊重幼儿的自主性, 让幼儿自己选择游戏内容和方式, 只有遇到无法解决的

困难或者存在安全隐患时, 教师才可以提供适当的 “支架”; 当幼儿可以自己解决问题时, 就要及时撤走

“支架”, 不要占用过多游戏时间和空间. 教师要根据幼儿的游戏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保证充足的时间和

空间让幼儿完成自己的探索.
(五) 基于知识建构能力的培养, 促进幼儿深度学习

强调新旧知识的联系、 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以及学会用批判性思维理解知识是深度学习的重要特征.
首先, 教师在幼儿游戏之前要激活幼儿原有的知识, 将以往所了解的知识进行再现, 这是进行下一步活

动的前提条件. 例如, 开展 “斜坡滚物” 游戏之前, 教师就需要引导幼儿回忆生活中的斜坡和滚动的物

体, 这样才能让幼儿对 “斜坡滚物” 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其次, 教师要引导幼儿对新旧知识进行联系,
学以致用. 例如, 教师可在集中教学活动中引导幼儿探索斜坡滚物的秘密后, 引导幼儿在区域中将所学

的知识与斜坡滚物的游戏相联系, 继续探索不同材质的球在轨道上滚动的情况; 区域分享时, 引导幼儿

将自己的发现完整地讲述出来, 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建构, 加工和内化成个人的认识. 再次, 教师要引导

幼儿逐步学会用批判性思维理解知识: 第一步创设饱含问题的环境, 鼓励幼儿自主观察、 提问和思考;
第二步抛出问题, 引导幼儿进行讨论; 第三步帮助幼儿理清思路, 鼓励幼儿实践自己的想法. 例如, 在

“斜坡滚物” 游戏中, 教师可以抛出问题, 如 “为什么有的球滚得快而有的球滚得慢?”, 引发幼儿讨论,
帮助幼儿理清思路. 教师应指导幼儿辩证地看待问题, 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 而不是一味接受给予的答

案. 这样有利于幼儿批判性思维的形成, 促进幼儿更深层次的学习. (下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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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关注幼儿对儿歌的理解和量词的学习与使用, 以及 “星期×, 毛毛虫吃了” 句式的运用. 笔者

调整了目标, 强调儿歌的学习, 借助教具引导幼儿了解毛毛虫要吃很多才能变成美丽的蝴蝶, 然后通过

具体的量词学习, 再引导幼儿学习儿歌的句式.
(二) 对班级幼儿发展水平与已有经验的把握是集体教学活动成功的关键

在幼儿园的培训中, 老教师总是强调 “根据幼儿的最近发展区来设置活动的目标和过程”, «３~６岁

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也强调 “应为幼儿创设自由、 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 鼓励和支持幼儿与成人、 同

伴交流, 让幼儿想说、 敢说、 喜欢说并能得到积极回应”. 这些理论, 新教师在入职前背得滚瓜烂熟, 然

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 并没有意识到幼儿原有的水平与经验对具体教学活动的组织会有多大的影响.
原来的儿歌句式较长, 在预设的教学方案中, 笔者曾预想引导幼儿尝试反复朗诵儿歌, 但念一遍儿

歌就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 且因为儿歌太长导致幼儿无法记忆. 于是笔者将儿歌进行调整, 缩短了儿歌

的篇幅, 截取了星期一到星期四的内容, 将长句调整为短句.
(三) 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学具的准备与运用是很值得研究的内容

形象的教具和具体的事物有助于幼儿的理解. 原来的方案中, 教学具的准备为课件与毛毛虫、 蝴蝶

图片, 毛毛虫变成蝴蝶的过程需要教师的讲解. 调整后, 教师利用毛毛虫手偶和水果实物等开展活动,
不仅调动了幼儿多感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加深了幼儿对水果的认识, 而且将 “量词使用” 的活动难点

前置.
在运用教具以及何时使用教具对幼儿进行引导方面需要细致的考虑. 活动中, 笔者将毛毛虫的图片

更换为毛毛虫手偶, 这样一来幼儿在活动一开始就产生了兴趣. 紧接着, 笔者运用手偶根据儿歌内容进

行 “表演”, 让幼儿感觉到是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念儿歌, 并不像预设方案中那样, 只是通过图片的形式来

记忆儿歌. 整个过程幼儿很感兴趣并且也记住了儿歌的内容.

(责任编辑:林　静)

(上接１３页)
(六) 基于合作多元探究, 促进幼儿深度学习

幼儿在区域游戏中基于合作进行多元探究时, 同伴的不同游戏方式、 想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等, 可

能会与幼儿原有的知识经验产生冲突. 在这种冲突中, 幼儿既要反思自己的观点, 又要学习和理解别人

的观点, 这有助于幼儿深入思考和批判性地反思, 帮助幼儿构建新的、 更深层次的理解. 首先, 教师应

引导幼儿了解何为合作以及合作的意义, 了解合作的好处, 体验合作带来的成功和乐趣. 其次, 教师要

创造轻松、 自由的环境和时间供幼儿与同伴、 教师进行对话、 交流和合作游戏. 再次, 教师要懂得及时

和幼儿讨论游戏中存在的问题, 再运用专业的知识帮助幼儿梳理问题, 帮助幼儿明确合作探究的方式,
从而提高合作探究性学习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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