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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浅谈构建农村幼儿园区域活动本土化的
有效途径》 

   

省市+单位名称：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因民镇中心幼儿园 

参赛作者：夏青春 

摘要：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幼儿园应充分利用社

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

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幼儿

园区域活动本土化，既对幼儿有效开展了热爱家乡的教育工

作，同时也使幼儿活泼的天性得到释放。幼儿教师让乡土资

源走近孩子的视野，走进孩子的生活，能有效提高幼儿的动

手能力、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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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前言 

随着学前教育的不断发展、办园内涵的不断丰富、教学

形式的灵活多样，教师能力的不断提升，区域活动教学拓展

显得越来越重要。由于学前教育地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办

学差异也越来越来明显。特别是农村幼儿园受教育经费不足、

教学设备差和活动设施少的制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区域

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如何让幼儿园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健康、

丰富的生活与活动环境，满足幼儿的个性发展需要显得异常

重要。区域活动本土化在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中一直处于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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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部分，充分利用本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

境，更好地开展有地域特色的区域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而

现实的问题。多年的农村幼儿教学工作，很好的做到了将本

地区的自然资源与区域活动有机结合，将自然资源巧妙地融

于区域活动之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科学规划课程，开发区域活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环境是重

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

发展。相对城市幼儿园而言，边远山区农村幼儿园虽然室内

外操作材料比较少，但却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农村自然

环境里有许多土材料恰是幼儿教学最好的教材，可以充分挖

掘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也能让幼儿尽情感受大自然

的美，较好的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一是开发乡土气息区域活动。区域活动属于农村幼儿园

教学体系中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幼儿营造轻松、愉悦的

区域活动,不仅可以促进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健康成长,而且

还可以提高幼儿的综合能力水平。因本园所地处大山深处的

金沙江河畔，幼儿园在充分考虑本土特色资源的基础上，因

地制宜地创设了具有农村特色的区角活动。大山的孩子最喜

欢村镇上的集市贸易，对集市很熟悉，印象也深刻。因此，

在区域活动设计上，幼儿园结合乡土特色，开设了集市区角

活动区，以满足农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有效发展了大山

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和生活认知能力。在保教工作中，凡是

乡村地区能诱发幼儿操作兴趣的材料，我们老师们都力求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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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到活动区来，最大化的开展游戏化教学，我们利用本土特

色，在幼儿园开设了沙土区、种子区、彩石区、木工区、采

矿区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益智活动区域，深受幼儿的喜爱。 

二是挖掘乡土材料丰富内涵。众所周知，幼儿园一日活

动皆游戏，幼儿每天的活动需要大量的操作材料，对于农村

孩子来说，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能成为他们可利用的资源。

随着四季更替变化，幼儿园经常有不同的材料投放在活动区

中，如：春天的野草、野花、各种树叶；夏天的水果、蔬菜、

砂石；秋天的种子、果实、昆虫等，不仅节省了大量的资金，

还能让幼儿园的活动独具特色。如在孩子们最喜欢的造型区

中，我们投放的各种色彩丰富、形状各异的瓜果蔬菜，经过

孩子们的粘贴、拼插，辣椒变成了小老鼠，洋葱变成了小娃

娃，土豆变成了小肥猪，芸豆变在围棋子。美工材料可谓更

是种类繁多，如：花生皮、狗尾草、小麦秆、玉米、树叶、

果壳、豆类等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手工材料，引导幼

儿运用这些材料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为活动区域注入了更

多的活力，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的探索兴趣。 

二、拓展乡土资源，设计游戏课程 

儿童的学习，不是单纯的端坐静听，而是动用多种感官，

全身心地投入和专注，是探索、体验、交往和表现，是做事。

只有了解儿童的学习，理解儿童的学习，才可能支持、引导

和激发儿童的学习，才可能不断为儿童的学习创造条件。游

戏化的教学方法弥补了任务式和灌输式教学方式的不足，能

够有效促使学前教育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教学工作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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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乡土童谣和民间游戏的淳朴至真、富有童趣的特点，努

力挖掘乡土文化中适合幼儿教育的民间童谣和民间游戏资

源，构建了户外游戏体系，结合本地区建设“红色旅游生态

镇”的契机，将“巧渡金沙江”的红色歌谣融入幼儿园游戏

化课程教学中，既传承了民间文化，又增添了红色基因，丰

富了幼儿生活，培养了爱国情感。 

一是搜集资料，建构活动体系。结合本地区季节变化，

我们创造性的设计学期游戏方案。本园的游戏活动主要归纳

为三类：一类是简洁的随机游戏，主要是民间童谣游戏。第

二类是简单的器械游戏，如玩沙游戏、拼图游戏、抽陀螺、

套园圈等。第三类是综合的情境游戏，由教师创编游戏情境、

利用自然资源或废旧材料制作的器械，组织全班幼儿参与的

益智游戏活动。 

二是改变设计思路，创新游戏形式。《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明确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

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幼儿园结合办

园实际，拓宽游戏活动场地，将民间游戏渗透于主题教育活

动中，提出了幼儿园处处皆游戏场所的思路。让走廊、教室、

活动场地都成为了孩子们游戏的乐园。躺在悬浮地板上快乐

地“蹬自行车”；躲在大榕树下画上格子玩“跳房子”“走

迷宫；走廊里可以玩《筛麦秸》。通过这些活动，幼儿园轻

松地解决了活动场地小的困难。同时加大游戏活动密度，找

准与主题教育的有效结合点，把民间童谣、易趣游戏有机渗

入到主题教育活动中，充分利用晨检、餐前餐后和离园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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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零散时间，灵活穿插活动游戏，让幼儿在有限的空间和时

间里得到无限的快乐，把幼儿园建成了家长放心的儿童乐园，

孩子成长的理想王国。 

三、聚焦家园联动，延伸区域链条 

习总书记在 2018年 9 月 10日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家

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

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家庭是

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积极主动地相互了解、相互配

合、相互支持，才能促进幼儿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充分利

用家长资源，让家长与幼儿、教师共同学习、成长，多渠道

获取课程资源等思想理念已经深入到幼儿园的每一位教师

的心中。《纲要》明确指出“幼儿园应加强与家庭、社区的

密切合作。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家长认同、支持、参与幼儿

园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要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家庭教育

的能力，家园合作，共同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在材料收

集过程中，我们注重挖掘和利用家长资源，让他们带着丰富

的经验积极参与到活动区角的筹备中，开展了由幼儿与家长

共同参与利用废旧物品自制服装的“时装表演”活动。经常

利用家长会时间把他们请幼儿园里当老师，组织亲子比赛活

动，不仅让幼儿感受到创造的意义和价值，体验到材料的丰

富和探索的乐趣，还将科学、技术与艺术教育有机地融为了

一体。同时在互学、互教中丰富了区域活动内容，增进了亲

子感情，促进了家园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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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实践证明，只要我们立足农村实

际，就地取材，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融入幼儿的区角活动中，

就可以形成较稳定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区域活动内容，让幼儿

享受到活动的乐趣，从而促进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可见在

农村幼儿园开展经济实用、丰富多彩的“本土化”区域活动

是可行而有效的，农村幼儿也同样可以享受到区域活动的乐

趣，最终获得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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