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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区域活动中评价共享环节的策略探究
赵佳丽

雄安容和海棠幼儿园，河北省雄安新区，070001；

摘要：本文深入探讨了幼儿园区域活动中评价共享环节存在的问题以及有效的实施策略。本研究通过把区域活动

中的评价共享环节分为幼儿分享和教师评价两个维度，从活动前的教师自评、过程中的对幼儿的评价以及活动后

教师和幼儿的共同分享三个方面探索有效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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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区域活动是幼儿园一日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幼儿园

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是落

实幼儿在游戏活动中成长的重要途径。区域活动不仅能

满足幼儿的兴趣和需求，还能促进幼儿的认知、情感、

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发展。但是在实际幼儿园的区域活动

中，评价共享环节往往被忽视或实施不当，存在教师分

享评价形式化、分享氛围不浓厚、幼儿参与性低等问题，

影响了区域游戏的质量。

1 概念界定

区域活动：区域活动是幼儿在活动区进行以自由游

戏为主要特征的活动，是幼儿在园一日活动的主要形式。

是根据幼儿发展需求和主题教育目标创设立体化育人

环境，即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有效运用集体、分组

和个别相结合的活动形式，组织幼儿进行自主选择、合

作交往、探索发现的学习、生活和游戏活动。

评价共享：本论述中的评价共享指的是在整个区域

活动过程教师的评价行为以及幼儿的分享行为，具体包

括活动前的教师自我评价、活动中对幼儿发起的适时评

价及活动后以幼儿为主体发起的分享活动。

2 分享评价环节存在的问题

2.1分享发起者和分享主体多为教师，忽视幼

儿需求

在评价共享环节，教师能有意识组织幼儿进行评价

共享，评价共享主体多为教师，是站在承认角度审视的

幼儿作品，有的幼儿虽然作品做的比较好，但是幼儿可

能更想分享做此作品背后的原因，但是教师发起的，

“你能为我们分享你的作品吗”引导语忽视幼儿的分

享需求。

2.2 分享内容片面，流于形式主义

无论是在区域游戏过程中还是区域游戏之后，教师

关注的较多的是幼儿的秩序、安全和作品本身，教师发

起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幼儿进了哪个区玩？玩了什么？

和谁一起玩的这种简单无效的问题，我们建议教师可以

在区域游戏过程中对幼儿作品、行为规则，态度品质方

面也适时给予关注，并对这些内容也给予适当的分享评

价。

2.3 分享氛围不浓厚，幼儿表达欲望低

分享时机和氛围对整个分享过程至关重要，很多教

师利用区域活动结束后的分享时间对违反秩序、破坏玩

具等不好的行为进行批评，严肃的语言让现场氛围低压，

导致幼儿的分享欲望降低。另一种现象则是教师形式化

的组织分享环节，在座的幼儿注意力分散，没有倾听的

兴趣。这些现象都是教师没有足够意识到分享评价环节

的价值导致的，只停留在形式化的走完评价共享环节的

流程，而忽视其实际效果。

2.4 教师评价忽视对自身的评价

传统意义上的教师评价认为仅仅教师对幼儿的评

价，忽视对自身的评价，教师作为幼儿游戏的支持者、

引导者，应注重对自身的评价，总的来说，是对区域活

动开始前自身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幼儿游戏的支持者的

思考和评价。

2.5 教师的语言评价不够具体

区域游戏过程中，教师对幼儿的评价语言太过范范，

不够具体，比如“你真棒”、“你做的真快”等不能推

动游戏深度发展的无效评价，同时，非语言评价行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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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缺失现象。

3 幼儿分享策略探究

3.1 尊重幼儿的分享意愿，提高幼儿参与积极性

区域游戏评价分享活动是区域活动的重要一环，教

师想要充分利用这一环节让幼儿获得更多的知识经验，

于是在行动前评价分享活动内容的选择会忽视幼儿感

兴趣的内容，从单一的教师认为有价值有教育意义的角

度直接开启话题，以讲授的方式直接传授幼儿经验和规

则，使得幼儿与教师关注的内容错位，幼儿参与度低，

评价分享活动流于表面化并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价值。

我们建议将教师的“你能为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作品吗”

换成“你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吗”这种提问。教师要

遵循幼儿的分享意愿，对胆怯、迷茫的幼儿教师可以根

据自己观察到的有价值的信息进行引导，让分享环节真

正做到以幼儿为主体。

3.2 灵活运用分享策略，促进幼儿参与有效性

根据不同区域的游戏性质有针对性地选择分享策

略。在建构区分享活动中，就可以邀请幼儿带着作品或

者实地参观的进行分享；在角色游戏分享活动中，教师

可以采用提前拍摄的图片和视频、利用情景讲述和角色

反串等方法展开分享；在科学区分享活动中，教师可以

先让幼儿绘画出活动过程和有趣的事情，通过绘画分享

或者演示等方法进行分享。不同的分享活动有不同受用

的策略，教师要在观察、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分享效果最

佳的分享策略。

3.3 适度调整一日生活制度，规范落实分享时间

《幼儿园工作章程》补充道“一日活动应该动静交

替”，都强调了幼儿一日活动制度合理安排的必要性。

提升区域活动分享环节的质量 依赖于一日活动合理的

时间安排，所以，幼儿园和教师要合理、灵活地安排和

组织幼儿的一日生活。很多园所区域时间定在下午，距

离离园的时间比较接近，因此在最后的分享环节往往比

较急促，匆匆结束，原因是下午起床环节和吃加餐环节

比较拖拉，浪费大量时间，有效的区域游戏时间短，加

之教师在收区前没给幼儿收区提醒，因此幼儿玩的不尽

兴，最后的分享环节也提不起兴趣。

因此，我们提出在起床环节合理教师分工，在幼儿

吃加餐的过程中，教师给幼儿梳头发，提高起床环节效

率，严格规范进区的制度，在收区前十分钟给幼儿一个

收区音乐提示，让幼儿心理有所准备，给后续的分享评

价留出时间。

4 教师评价策略探究

4.1 活动前的教师自评

在区域游戏开始前，教师应问自己这样三个问题：

1）是否让幼儿在进区前做了进区计划？2）是否为游戏

提供了游戏的一切支持？3）幼儿是否知道接下来会有

分享展示环节？

1）在区域游戏开始前，让幼儿明确区域游戏计划，

带着想法和目的进区，增强幼儿此环节可以在上一次区

域游戏结束后的评价共享环节让幼儿对自己的活动做

出下一步计划，可以用计划图的形式表征记录，这样会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知道进哪个区，或者进区后无所事

事的情况出现。

2）做幼儿区域游戏的支持者。教师尽可能为幼儿

提供下次游戏需要的材料、场地、工具等，如有的幼儿

想要办一场演唱会，教师应询问幼儿需要什么帮助，根

据幼儿自己的计划，如需要一个合适的场地、音响、话

筒等工具，教师应尽可能满足。

3）告知幼儿区域游戏结束后，会提供分享展示环

节，可以将自己的作品或感受等进行分享与展示，激发

幼儿的游戏兴趣，提高幼儿完成作品的专注力，促进游

戏深度发展。

4.2 活动中对幼儿的评价

1）正确运用语言评价，关注非语言评价

在区域游戏进行时，有些幼儿会迫不及待地将自己

作品进行展示，“老师，你看我做的这个作品”，此时

教师的评价对幼儿来说至关重要，教师要认真对待，不

能简单评价“真不错”、“继续加油”等敷衍话语，对

幼儿发起的评价诉求要做到评价感情真挚、评价语言具

体且有启发性，且重视非语言评价，如赞赏的眼神、拍

拍幼儿肩膀、为幼儿树大拇指、鼓掌等，促进幼儿进一

步探索。

2）善提开放性问题

教师的提问不要过于凸显老师的主观意图，要减少

教师的隐性主导，多提一些开放性问题，促进幼儿在分

享过程中打开思路。

3）活动后的共同分享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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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积极的心理环境是教师和幼儿互动的桥梁。

教师的情绪、语言、表情都对幼儿的积极性造成影响，

幼儿是游戏的主人，同时也是游戏分享的主角。

①营造温馨积极的环境。区域游戏结束后，教师首

先要营造一个温馨、轻松的环境，有利于评价共享环节

的进行。在幼儿停止游戏进行材料收纳时可以通过播放

舒缓的音乐，此时教师要以轻快的语调、温暖的笑脸等

积极神态为下一步的评价分享环节做环境准备。

②提供分享工具，丰富分享载体。教师还应提供分

享工具，丰富评价载体为幼儿的分享行为做进一步物质

支持。如提供话筒、舞台，让评价分享环节有仪式感，

半环绕式座位排列顾及到每一位幼儿。把幼儿在活动时

的照片、视频及时上传屏幕，丰富幼儿分享载体。

③分享内容充实全面

有一些教师在区域游戏快结束时，选取每个区域完

成度最好的作品给幼儿进行分享，这种重结果、轻过程

的评价行为是我们不提倡的，区域游戏过程中，幼儿表

现出来的帮助他人、团结合作、良好秩序、新奇想法等

都是我们需要评价的行为。

④擅用连接词汇

分享评价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幼儿采取不同的策略。

能说的幼儿，教师只需重复幼儿的话，针对不会说的幼

儿，教师要帮助幼儿描述活动过程，针对说不清楚的幼

儿，教师要采用重构的策略，描述和重复会给孩子心理

增加肯定，重构会给幼儿增加总结的机会，得到新的经

验。

5 结语

为了更好地发挥区域活动过程中评价共享环节的

作用，教师需要转变观念，提高对此环节重要性的认识，

提高评价能力，做幼儿游戏的支持者，引导者，培养幼

儿的表达能力和评价意识，合理安排时间，确保评价共

享的顺利进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幼儿园区域游

戏的教育价值，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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