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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空间是幼儿园环境设计的重要环节，开展区

域活动是培养幼儿专注力的重要手段。 幼儿教师需要注重区

域环境构建，营造良好的游戏氛围；合理投放游戏材料，吸引

幼儿的注意力；控制游戏活动环节，稳定幼儿的专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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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幼儿专注力的培养是幼儿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在幼

儿教学中，教师经常能够发现幼儿在课堂上交头接耳、左顾右

盼，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其专注力不足。幼儿思维发展

有局限，难以做到注意力长时间集中，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

结合实际培养幼儿的专注力。 区域游戏是小班幼儿教育的主

要项目， 游戏作为幼儿探索世界的重要方式， 吸引力不可小

觑，因此，如何构建区域环境，设计区域游戏，以吸引幼儿的关

注度，提升幼儿的专注力则成为教师教学研究中的重点课题。
一、注重区域环境构建，营造良好的游戏氛围

环境是一种隐性的教育资源， 相较于直接的语言引导与

行为规范，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十分深远的。
在小班幼儿区域活动设计中，教师应注重对区域环境的构建，
让幼儿能够在环境中的色彩、 形象以及空间布局中产生积极

情绪，并更乐于参与区域游戏，为其专注力的培养创造条件。
在小班幼儿区域环境设计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贴近现实生活，丰富环境的教育价值。 生活是幼儿思维

发展的源头，将现实生活中的环境引入到区域游戏中来，能极

大调动幼儿的参与积极性，例如在建构区域，教师以“设计房

子”为主题构建环境，不仅在区域的墙壁上用各种色彩绘制不

同类型的房子，唤醒幼儿参与游戏的心理，还利用生活中常见

的废纸盒、饮料瓶、棉布、方便筷等，吸引幼儿进行粘贴组合，
从而引导其实现情感迁移，提高对建构游戏的专注度。 第二，
优化区域结构， 确保动静结合， 降低不同游戏活动之间的干

扰。一些幼儿在参加区域游戏的过程中，常受到另一个游戏的

氛围影响，注意力难以集中，教师应对不同的区域空间进行合

理划分， 为幼儿营造安静舒适的环境， 提高其对游戏的专注

度。 第三，协调区域空间的色彩与内容，色彩与内容是区域环

境构建的主要元素， 教师应根据游戏内容对空间色彩进行选

择，如在围棋游戏的墙壁上绘制对弈的水墨画，在娃娃家的材

料投放中采用粉色、黄色等暖色调，营造温馨的氛围等，进而

让幼儿在色彩与内容的吸引下主动参与游戏。
二、合理投放游戏材料，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在区域游戏中，幼儿接受教育，实现探索的主要载体就是

材料，材料的合理选择与投放，能够调动幼儿的注意力，让幼

儿在运用材料，探索用途的过程中更加专注；相反，材料投放

过于随意，不符合幼儿的兴趣点，或对幼儿缺乏神秘感，都会

影响其参与游戏的专注度。所以，在区域游戏设计中，教师应

注重对材料的筛选、组 合 与 投 放，让 幼 儿 能 够 在 材 料 的 吸 引

下更加专注游戏。 在材料投放中，教师首先要从小班幼儿的

实际入手，让材料 不 仅 符 合 幼 儿 的 认 知 水 平，也 具 有 一 定 的

挑 战 性，让 幼 儿 在 困 难 中 主 动 探 索 ，在 探 索 中 集 中 注 意 力 。
例如在手工区，教师以“筷 子 的 妙 用”为 主 题，为 幼 儿 投 放 了

大 量 方 便 筷、彩 纸、颜 料、胶 水 等，鼓 励 幼 儿 发 挥 想 象 力 ，动

手创作有趣的手工作品。 筷子的使用是司空见惯的，而利用

这些常见 的 材 料， 加 上 幼 儿 天 马 行 空 的 想 象 就 能 够 形 成 一

个个有趣 的 手 工 制 品， 其 中 蕴 含 的 创 造 力 是 吸 引 幼 儿 的 关

键，也是幼儿专注 力 培 养 的 良 好 契 机。 其 次，提 供 丰 富 多 元

的启发性材料，幼 儿 的 想 象 力 丰 富，对 游 戏 过 程 有 着 强 烈 的

创造力，教师应该 从 幼 儿 的 多 元 化 需 求 入 手，投 放 不 同 类 型

的游戏材料，为幼 儿 的 自 主 游 戏 提 供 更 广 阔 的 空 间，进 而 吸

引幼儿在自主选择、合 作 互 动、实 践 挑 战 的 过 程 中 强 化 专 注

力的培养。
三、控制游戏活动环节，稳定幼儿的专注力

教师作为教学主导的角色， 对幼儿专注力的培养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幼儿注意力高度集中时不予打扰；在幼儿

专注度不够时及时提醒；在幼儿陷入游戏困境时及时点拨；在

幼儿专注能力提升时给予表扬。 这些教学行为能更好地协调

师生关系，为小班幼儿专注力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在区域

游戏实践中，教师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扮演好教学主导角色：第

一，注意观察，及时指导。小班幼儿对教师的依赖性较强，但是

教师为培养幼儿的专注力， 应引导幼儿在游戏中逐渐形成独

立思考，避免过度介入对幼儿的干扰，鼓励幼儿归纳与发表自

己的观点，并在观察幼儿行为表现的基础上，摸清其注意力不

集中的原因，进而做出针对 性 指 导；第 二，依 托 游 戏，加 强 引

导。在区域游戏中，教师可针对单位区域特点投放全新的活动

内容，如在建构区域中，为幼儿设置了小区停车场的地图，鼓

励幼儿通过思考，突破思维局限，将小车停在合适的位置，进

而强化幼儿空间思维，并引导幼儿思考更多的可能性，提高其

参与游戏的专注度。
总之，区域空间是幼儿园环境设计的重要环节，而区域活

动也是培养幼儿专注力的重要手段。在幼儿教育中，教师应重

视游戏的作用，做好区域环境的构建，优化游戏材料的投放，
注重游戏过程的设计，让小班幼儿能够在兴趣的引导下，更加

专注于游戏过程，进而促进幼儿身心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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