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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经过研究都认为，学前儿童的学习活动都必须建立在物体操作的
主动性经验的基础上。
要使得幼儿主动地学习以及在学习活动中获得经验，就需要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供幼儿主动活动的场所
，并且要放置有关的材料和设备。
这个放置了有关材料的场所我们称之为活动区。
幼儿需要有便于他们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学习的空间，一个便于他们移动、建造、分类、创造、制作、
实验、装扮、与朋友们一起活动、展现作品以及便于个别幼儿、小组和全班集体活动的空间。
这一空间的布置非常重要，因为它将影响幼儿的主动性和自由交谈展开的程度，影响幼儿对活动的选
择以及完成计划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影响幼儿和他人的关系及幼儿摆弄材料的方式等。
　　活动区的创设不仅仅是教室布置的问题，也反映了教师的教育观念。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教师认为，幼儿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听老师讲课，看老师的示范，观看图片，
听从老师的指令和从事安静的活动，如看图书、给图画着色、穿珠子和学写数字和字母，那么，这样
的教室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教室就不必有较大的空间。
教室里可能放满了椅子和桌子，教师则坐在教室的前面，组织和评判幼儿的学习。
如果将教室分成若干个明确的活动区，每个活动区的材料分类放置，并贴上标记，这样就能使幼儿独
立自主地活动。
　　对于自己有选择机会的幼儿而言，把教室空间分成不同的活动区是最好的方法。
这些活动区帮助幼儿确定自己的选择，因为每一个区都有一套独特的材料和活动的机会。
如建构游戏区，有各种积木，也有幼儿能用于搭建活动的玩具人和玩具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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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活动区的创设不仅仅是教室布置的问题，也反映了教师的教育观念。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教师认为，幼儿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听老师讲课，看老师的示范，观看图片，
听从老师的指令和从事安静的活动，如看图书、给图画着色、穿珠子和学写数字和字母，那么，这样
的教室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教室就不必有较大的空间。
教室里可能放满了椅子和桌子，教师则坐在教室的前面，组织和评判幼儿的学习。
如果将教室分成若干个明确的活动区，每个活动区的材料分类放置，并贴上标记，这样就能使幼儿独
立自主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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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新构想往往可以通过某些道具的添加（比如：帽子、鞋子、斗篷），慢慢地衍生，引起幼儿
对某个特定角色的联想。
例如：汽车司机、消防队员、建筑工人等。
　　在许多教室里都可以发现，幼儿很自然地会从家庭式的扮演转变到医院、健康诊治中心、医师等
主题的扮演。
若幼儿仍然使用原有的区域布置，那么，就让它保持原状，老师只需提供所需的道具即可。
老师平常就应养成收集资料的习惯，针对各种人物角色或主题收集有关的文章、图片（比如收集医生
与医疗中心的资料、图片或工作概况介绍等），然后将这些资料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资料盒里。
如此一来，老师随时都有数个主题可备用，不致于在需要时才四处去寻找资料。
　　另一个介绍新主题的时机是在户外参观之后。
当幼儿从动物园或超市参观回来后，他们的情绪一定会很高昂。
老师可趁此机会和幼儿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介绍一些新的、相关的道具。
这样可以激发幼儿再度体会这些经验的兴趣，同时也可以强化他们对新事物的了解。
　　老师不妨在学期中，安排一段时间变换角色游戏区的布置内容，并不一定要完全重新布置以配合
不同的主题，只要稍微做局部的变换即可。
比如，可以换上应景的衣服，像冬季用的毛线帽、围巾、手套等；另外，各种不同样式的烹调器具也
可以适时添加进来。
　　如果老师想为角色游戏区设计一系列的课程，那么，从家庭生活主题慢慢扩展到社区生活的主题
是比较符合逻辑的。
老师可以从超市（菜市场）的主题开始，因为这是个是幼儿日常生活接触较多的地方；接下来美容院
、鞋店、水果店、医院、加油站、消防队等，也都是很好的扮演题材。
在选择主题时，也需按照班上幼儿的居住地区来决定。
一般说来，每个学校的社区环境不尽相同；而且，城市幼儿的社区生活经验与乡村或郊区的幼儿经验
是不同的。
老师可以事先和幼儿一起讨论，共同决定扮演的主题。
　　一个主题应进行多久，可按幼儿的兴趣而定，不要受限于进度表。
通常，可以做一至三周的弹性安排。
　　老师们也发现，当幼儿在扮演其他主题时，有时仍会回复到家庭主题式的装扮活动。
因此，老师不必完全更换角色游戏区的内容布置。
而且，当搬走的用具（道具）再度摆回时，依然会带给幼儿新的构想与扮演兴趣，而其扮演的家庭主
题内容，很可能比先前更为丰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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