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

2021 年第 11 期 教育广角

试论幼儿园互动的区域环境研究策略
杨　晓

（东营市垦利区垦利街道中心幼儿园，山东 东营 257500）

摘要：在现代化教育视域下，如何提高幼儿教育的有效性，更好地帮助幼儿进行认知和娱乐，是幼儿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

通过加强互动区域环境的创设，能够为幼儿成长搭建更加良好的成长、发展平台，使得幼儿更加自主、积极地参与各种行为活动，便于

教师给予支持和引导。因此，教师要密切关注时代对幼儿教育提出的要求，运用智慧构建更加科学、合适的区域活动环境，帮助幼儿塑

造自由发展、协作互助、互动成长的环境条件，促使其认知能力、学习能力得到全面提高。本文结合幼儿园环境创设需求，分析了互动

区域环境创设的作用，并提出了具体创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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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角度看，环境是影响一个人学习、成长和发展的重

要因素。良好的区域环境，能够支持幼儿进行自我探索、自我

发现和自我学习，对其认知能力、学习能力、探索能力的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构建和创设充满互动的区域环境，能够刺

激幼儿语言思维、行动思维、探索思维，更好地启发幼儿智慧。

同时，在互动共生的氛围下，幼儿参与区域活动的积极性也能

得到充分调动，使每名幼儿都能在轻松、自由中交往，分享智

慧和经验，有效锻炼幼儿生活能力，培养其社会性行为。基于此，

本文对互动性区域环境创设的作用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有效构

建的策略

一、创设互动式区域环境的作用

（一）促进良好社会行为的形成

在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健康共进、互助成长成为幼儿教育

的热点理念。在幼儿从家庭环境过渡到幼儿园环境后，其接触的

客体不再局限于家长，而是走近教师和同伴，并与两者建立起交

往关系。幼儿园成为塑造幼儿良好性格、行为习惯的重要环境。

通过构建和谐互动的区域环境，能够让幼儿控制个人行为、愿望

和冲动，学会帮助他人、与同伴和谐相处，并逐渐学会处理与他

人交往的问题。这样，幼儿就能在区域环境中磨炼个人社交能力、

情绪控制能力，增强其归属感、安全感，进而促进良好社会行为

的形成。

（二）促进互学共进氛围的形成

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往往会开展跨班级、跨年龄的集体

活动，大班和小班幼儿可以一同进行活动中交流，可以让小班幼

儿在模仿中获取新知识和经验。通过设置开放性的互动区域环境，

大、中、小班的幼儿可以汇集到同一环境中，为小班幼儿向大班

幼儿学习提供良好的氛围，大班幼儿也能从小班幼儿的反馈中获

得成就感。这样的情况下，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可以相互模仿、共

同成长，促进幼儿取得综合提升。

（三）促进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

区域环境的体验会影响幼儿个人认知、体验、情绪和心理，

更能提高其综合能力。通过构建互动的区域环境，能够让乐观积

极的幼儿带动害羞内向的幼儿，帮助其提升自信心，向其传递乐观、

向上的积极心理品质。比如，彤彤是一名较为内向的幼儿。在某

次活动中扮演了发型师的角色，但是往来的人都没有进入理发店。

这是，小班幼儿小光走进来指着吹风机询问：“姐姐这个是什么

嘞？”这时彤彤耐心地向其介绍，后来与小光一同招呼顾客，为

顾客服务。在这样的区域环境下，彤彤的自信心、成就感得到了

增强。

二、构建互动区域环境的策略

（一）设置主题环境区域，搭建幼儿互动平台

主题是吸引幼儿参与的重要动因。为了形成互动性的区域环

境氛围，教师应针对不同区域设置对应主题。首先，在实践活动

区域，教师可以将“多彩绘本”作为主题场景，可以选取趣味性

的绘本故事，将绘本故事情境代入现实中，形成互动性的区域活

动主题，为幼儿提供明确的活动框架使其能够明确活动目的。通

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唤醒幼儿参与活动的自主性意识，还能让幼

儿拥有更多互动、交流的话题。其次，要构建多功能的区域环境，

灵活地设置和丰富区域材料，为幼儿提供多元视觉、活动体验，

刺激其主动进行互动和交流。其中，在搭建多功能区域互动平台时，

教师可以对主题环境内容进行丰富和拓展，创新区域活动玩法。

例如，在美工区域中，教师可以引入《100 层的巴士》绘本主题，

引导学生运用即时贴、牙膏盒、刮画纸等材料绘画和制作大巴士

模型，也可以绘画汽车的小零件，如车牌、车库等；在表演区域，

教师可以为幼儿提供小玩具车，让幼儿们根据车辆序号停放在对

应车库位置，并开展赛车游戏，让幼儿扮演裁判员、赛车手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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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规则进行竞赛；在阅读区，可以围绕“我喜欢的书”进行主

题投票，让幼儿们以自主方式、合作方式开展绘本阅读活动，并

在阅读后投出宝贵的一票。通过围绕多元化主题创设区域环境，

能够为幼儿提供多种趣味玩法，幼儿们可以根据相同主题区域展

开互动对话，锻炼多方面能力。

（二）鼓励幼儿创设区域，实现幼儿和环境互动

幼儿是区域环境中的重要主体。因此，教师可以引导和鼓励

幼儿加入区域环境创设中，构建生动、趣味性强的互动氛围。在

日常美术制作活动中，教师可以对幼儿精美的手工作品进行筛选，

并选取具有吸引力、特点明显的作品，将这些作品运用到区域环

境的创设中。例如，围绕“我的智能生活和未来”这一美术活动，

教师可以搜集幼儿们制作的火箭汽车、机器人、星球等手工艺品，

选取造型奇特、制作精致的作品布置各个区域环境，增强幼儿的

成就感和自信心。通过引导幼儿参与区域环境创设，能够将幼儿

工艺品带入到环境中，既能够调动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还能实

现幼儿与环境的互动。同时，教师可以引导美术区的幼儿参与其

他区域的布置。比如，围绕“满汉全席”这一主题，各个区域可

以布置美食文化、美食食材、美食模型等装饰品。为了满足各个

区域的布置需求，各个区域的幼儿都需要加入动手制作中。通过

鼓励幼儿自主创设，能够让各个区域的幼儿加入活动中，极大程

度地提高区域环境的互动性，让幼儿在环境中实现思维碰撞和交

互。

（三）创设自主互动区域，激发游戏互动热情

在区域活动环境中，幼儿往往只能在固定的区域内活动，主

要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区域活动秩序。但是，从某方面看，这样封

闭式的区域活动未能考虑到学生自主性，很难真正打造沉浸式、

情景化的环境，很难让幼儿长期保持高度集中的精神注意力，甚

至丧失游戏活动兴趣。对此，教师应保持各个活动区域的连通性、

开放性，让幼儿能够自由地流转各个区域，实现自主互动和交流。

例如，幼儿园可以打造集超市、菜市场、医院、幼儿园、银行于

一体的区域环境，构建覆盖整个班级的游戏区域环境。在这样的

活动中，幼儿可以扮演和接触不同社会场景，激发其与同伴交往、

对话的兴趣，还能培养其生活技能、社会技能、语言技能。同时，

在班级区域中，要围绕开放性原则创设区域环境，让幼儿们能够

根据兴趣调换其他区域，进入到其他区域环境的游戏互动中。比如，

幼儿可以将美术区制作的手工艺品带到表演区，与其他同伴使用

道具进行游戏扮演活动。

（四）开放跨班级区域，塑造良好区域生态

为了更好地促成幼儿互动，教师要注重相同和不同年龄班级

的开放性，让相同和不同年龄的幼儿进行互助互动。例如，教师

可以安排小班美术区制作小玩具等事物时，中班在美术区制作美

食模型。在两个班级制作完成后，可以鼓励和支持小班幼儿跟随

中班幼儿学习制作，也可以引导中班幼儿前往小班美术区售卖和

推销。通过这样的方式，幼儿们的沟通能力、社交能力能够得到

提高，还能持续刺激幼儿动手制作和创作的热情。因此，教师要

善于围绕趣味化情境、开放性区域模式创设区域环境，让幼儿大胆、

自由地开展互动，更好地培养其创造性思维能力。比如，教师可

以抓住班级墙面布置这一点，让幼儿们运用学习的美术制作技巧，

对班级墙面环境进行布置。比如，教师可以提供没有耳朵的小猪、

没有尾巴的米老鼠等形象，让幼儿挑选并动手绘制，再将美化后

的动物张贴在墙面上。其中，幼儿不仅需要运用已掌握技巧，还

需要与同伴确定动物画的张贴位置，这就为幼儿与教师、同伴互

动创造和谐的区域环境。

三、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幼儿园互动式区域环境的创设，是促进幼儿

和谐发展、巩固进步的重要途径，能够更好地调动其参与区域活

动的积极性。因此，幼儿园和教师要根据不同幼儿的个性化需求，

构建多元化、趣味化的区域环境。具体而言，要通过创设主题情

境区域、引导幼儿创设区域、设置自主互动区域、开放跨班级区

域等方式，大幅提高幼儿在活动中的自主性，使其自觉地参与社

会性交往活动，学会与同伴交往，锻炼个人沟通能力、合作能力，

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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