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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学　践于思　活于乐
——以中班“迷宫”为例的探究活动

李丹阳

（南外仙林分校宿迁学校附属幼儿园，江苏 宿迁 223800）

摘要：益智区是幼儿通过动手操作多样的益智类材料，手、眼、脑并用，逻辑思维能力得以发展，也会养成注意力集中的良好习惯。

深入探索益智类游戏对幼儿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在组织活动时，我根据幼儿需要，通过多种形式，如：

拼图游戏、纸牌游戏、迷宫游戏等等 [3]，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让孩子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充分调动他们参与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

从而萌发主动探索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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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中我们发现，在选择区域游戏时，选择益智区的孩子

总是少之又少，投放了新材料后他们总是对活动不感兴趣。所以

一直以来教室里的益智区就成了一个冷门的区域。为了解决这样

的问题我查阅了相关资料、翻看了指南及 0-8 岁环创，最后了解

中班领域的发展目标，一番周折后在班级中我开展了一些益智活

动，以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发展幼儿的自信心、主动性、独立性

和创造性，提高幼儿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故事的缘起

彤彤选择了益智区，于是她拿着一盒纸牌放在桌子中间，彤

彤把纸牌先对折好放在桌子上，接着又拿了一个纸牌做了同样的

动作，就这样彤彤连续折了七个相同的纸牌，最后她变换了方式

开始折纸，这一次彤彤竖着折纸，折好后便放在纸牌的上面，好

了成功了，彤彤看了又看。没一会彤彤就把材料放回到盒子里，

又拿了一个放大镜坐在座位上。彤彤站起来用自己的放大镜朝旁

边的幼儿望了一眼，又放到纸盒上望一眼，最后把放大镜放回到

盒子里。彤彤又开始寻找材料，这次他拿了一个迷宫，把迷宫放

在桌子上彤彤开始玩起迷宫，玩了一会彤彤把迷宫放回到盒子里，

接连彤彤又换了数字卡、锁等。在观察中我们发现：

1. 游戏时幼儿频繁的更换游戏材料，不能遵守游戏规则。

2. 在游戏时幼儿不能专注地进行游戏，对教师提供的材料不

感兴趣。

针对幼儿的行为班级三位老师进行了班本教研，对孩子游戏

的行为进行具体的分析。研讨结束后并将班级区域进行了调整规

划。将益智区分为探究区、操作区、作品展示区等，同时把材料

也重新做了调整。

二、观察中发现

区域划分后，孩子们对新调整好的益智区充满了兴趣。在游

戏前，我们对新投放的材料进行了介绍，同时也对区域规则提出

了具体的要求。两名男生刚来到益智区就拿着一个迷宫放在了桌

子上，今天他们准备玩迷宫游戏。明明说：“我们谁先玩呀。”

涵涵说：“要不我们一起玩吧，我们来比赛吧，等会儿我们石头

剪刀布，谁赢了谁先走，看谁最先走出来。”说完他们就开始游

戏了，第一轮是明明先走，明明把弹珠放在开始的地方轻轻地往

前走，很长时间过去了明明才走到终点处。开始涵涵走了，涵涵

把弹珠放到起点处还没走两步，涵涵的弹珠已经走到了终点。激

动的涵涵大叫起来：“我成功啦”！这时明明生气地说：“你违

反了游戏的规则，弹珠是从吸管上跳过去的，这样是违反了游戏

规则，不算”！听了明明的话，涵涵又拿着弹珠放到起点处，又

开始出发，涵涵做事情总是马虎，他总是做不好，用了好长时间，

涵涵，还是没有走到了终点。

针对以上活动在游戏分享时孩子们都说出了自己想法，也给

予了一些建议！他们决定在下次游戏时进行尝试。

三、制作迷宫

梦锾拿着一张纸在那里画了起来。一边画一边说：“这里是

进的地方，这里是出的地方”。并用记号笔给进口和出口做了一

个标记。画好后，梦锾就开始制作迷宫了。她拿了一些吸管和双

面胶、还有一个鞋盒。梦锾一边看着自己的设计图，一边制作着。

因为是第一次制作，在制作的过程中梦锾遇到了一些问题。制作

结束后，梦锾就拿了一颗弹珠放在里面进行游戏，但是在实际的

游戏的过程中，弹珠走到一半就被卡住啦。于是梦锾就把被卡住

的地方移动了一下，这下弹珠就可以走了起来。最后梦锾还发现

纸盒的另一半地方还有很大的地方，于是梦锾在那里面又加了一

排吸管这样迷宫就更复杂了。制作好之后，梦锾反复的用弹珠在

里面来回走来走去。可是就在这时，她朝自己的设计图望了一眼，

又看了自己制作好的迷宫图，她发现和自己一开始设计的迷宫图

是不一样的，于是她找来了一支笔，在自己设计的迷宫图上面进

行了修改，并做上了明显的标记。

图 1：学生设计迷宫图　　　　　　　　　图 2：学生设计迷宫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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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学生一起构思迷宫图　　　　　　　　图 4：学生一起构思迷宫图

思考：记录是收集信息的有力工具，是幼儿探索历程与认识

发展真实客观的呈现，是幼儿自我调整建构知识经验的见证，也

是幼儿表达个人发现与意见的依据。通过记录幼儿能对事物的客

观描述，对事实的尊重，使结论建立在事实之上。这次游戏后我

们请梦锾在分享时介绍了自己游戏的经验，在分享时我们明显的

发现梦锾充满了自信，她大胆地向大家介绍自己游戏时的一些经

验和想法，大家对梦锾的做法表示支持。在结束后我把还把梦锾

设计的迷宫设计图和制作好的迷宫，以及在游戏时的图片给打印

出来，展示在益智区墙面的一角，这样以便于大家更好地进行观察。

同时结合 0-8 岁环创这本书，在益智区中也给孩子提供了相应的

图书如：迷宫图书、迷宫图片、迷宫等。最后在电脑上，我也带

着孩子们搜集了各种迷宫图片，让他们了解不同造型的迷宫来丰

富幼儿游戏的经验。

四、搭建迷宫

搭建 1：

第一次搭建迷宫的孩子们把设计的圆形的迷宫图搭成了正方

形的迷宫。同时在尝试走迷宫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搭建的迷

宫难度非常的小。在游戏结束之后，我们也带着孩子们进行了讨论，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孩子们在第二次游戏的时候就更加容易了，

这次他们还是执行第一次游戏的计划，搭建圆形的迷宫，首先他

们在中间设置了一个房子在房子的四周，他们用纸杯搭成了一个

圆形，接着又搭了一个圆形就这样一层一层向外搭。最后打迷宫

搭建好了，在游戏分享的时我们请一个孩子在迷宫里走，但是在

游戏中我们发现：

1. 迷宫的路太小，孩子们在走动时会碰到纸杯。

2. 设置迷宫的过程中，障碍物过少，没有难度。

为了满足幼儿兴趣，解决幼儿在游戏中遇到的问题，这次班

级进行了现场分享，找出解决问题方法。同时为了满足幼儿游戏

需求，我们带着孩子来到了户外，这次孩子在户外又遇到什么新

鲜的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搭建 2：

室内搭建已经不能满足幼儿的需要了，这次孩子们来到了户

外，他们采用的是纸筒来搭建迷宫。在搭建好的迷宫里他们开始

扮演了角色游戏了，东东说：“想要玩迷宫游戏吗，那要收费哦”！

说着东东就伸出五个手指说：“要五元钱，你们玩吗”？旁边的

女孩假装拿钱的样子说：“给你，五元钱”，说完就走进了迷宫

开始游戏，接着又来了许多幼儿都要尝试着游戏……

　　图 5：学生走迷宫图　　　　　　图 6：学生走迷宫图　　　　　　图 7：户外迷宫游戏图　　　　　　　图 8：户外搭建图

思考：在平时的游戏活动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幼儿频繁的更换

材料或者是游戏时幼儿不够专注，其实教师并没有关注幼儿游戏

的兴趣点，结合幼儿的兴趣点教师可以适当放大，让幼儿对于自

己感兴趣的活动进行持续探究，满足幼儿深入游戏，这时教师的

支持、介入的方式也显得尤为重要！

教育必须面向社会，面向生活；要走向社会，走进生活，要

为幼儿提供更多的亲自动手、动脑的机会，要给幼儿更多选择的

机会，包括学习时间的选择、学习方法的选择以及学习内容的选

择，鼓励幼儿依照自己兴趣、需求，开展实践、探索、创新活动。

这样才能使陶行知的“解放孩子的脑，解放孩子的手”教育思想

得以真正体现，使幼儿的个性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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