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区域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心得体
会(实用5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园区域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心得体会篇一

幼儿很喜欢摆弄和操作物体，对所有的东西也很有好奇心，
这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而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材料能引起
幼儿的探究兴趣。儿童的认知发展是在其不断的与环境的相
互作用获得的。幼儿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
是本性的、具体的、形象的，思维常常需要动作的帮助。物
质环境是幼儿学习探究的刺激物，材料的投放使幼儿在与环
竟中获得经验。

1、材料投放应从幼儿兴趣需要出发。

小班幼儿年龄小，有较强的亲子依恋，尤其是刚入园的孩子，
他们从一个熟悉、安全的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大家庭，不免有
恐惧、胆怯的心理，为了让幼儿更快的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我创设了娃娃家，幼儿特别喜欢娃娃家，因为那里有他们喜
欢的娃娃、各种家具、玩具及舒适的环境，使幼儿满足对家
庭的依恋，找到家的感觉，情感上得到满足。但是一段时间
后幼儿对幼儿园的生活已经适应，玩娃娃家产生了消极的行
为，为此我根据幼儿的需要，在娃娃家主要投放的是一些积
木、奶粉罐子、一些化妆品、梳子等等，幼儿对这些东西感
到很新鲜玩的兴趣也很大，去探索的欲望也很强，特别是有
一次我班的佳诚小朋友发现用罐子叠起来可以叠的很高，他
的这一举动带动了其他小朋友参与的兴趣，在这参与的过程



中他们就会去想如何把它叠的更高而不掉下来，这就萌发了
幼儿探究的兴趣。因此根据这一兴趣，我又创设了一个结构
区，在结构区中我添置了纸板盒以及一些大积木等等，让幼
儿进行垒高，探索哪一种材料可以叠得很高。

2、材料投放应具有教育价值。

幼儿活动是学中玩、玩中学。材料的投放应是有目的性的，
我在手工区中根据本周的主题添置了一些大小不一的石头以
及投放了各种涂色用具，并结合主题中的内容如：给石头宝
宝排排队，让石头宝宝穿上漂亮的红衣服和绿衣服等等，这
样幼儿在涂的过程中也认识了红色、绿色。

幼儿园区域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心得体会篇二

作为孩子的启蒙教育阶段，幼儿园的教育显得十分重要，因
此实现高效地教学和有质量的教学是十分有必要的，我们要
学习他人的有点来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

看了直播之后，我深深地了解到教研是幼儿园不断前进和可
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教师对教育规律的深入研究、专业
成长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感受到了作为教研组长的使命，我
的责任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而搞好教研有两个重要层面：
一是教师层面的，包括教师参与教研活动的态度、广度、深
度，二是教研员层面的，包括教研活动的设计、组织和形式。

如何才能体现教研中教师的主体作用，就像在教学中尊重幼
儿的自主性一样，这让我深思，在这方面我必须加强学习与
实践，怎样才能开展好本学期的年级组教研，让教师们积极
主动地、有准备的参与每一次教研，提高自身教研能力、年
级组教师们的专业能力，最终造福幼儿。

看了张老师的直播，感受颇深。幼儿是活动的主体，而教师
则是作为活动主体的引导作用，教师应该明确自己的教育观，



儿童观。站在幼儿的角度给予引导而不是作为主导存在。

除此之外，教师的学习和成长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一些专业
性的培训，教研也是一种令教师快速成长的方式。所以，改
变教研形式，提高教研质量。对现在老师们已经是起到决定
性的帮助的。

园本教研作为幼儿园中最基本也是最贯彻始终的教研，更应
该对其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和研究。

幼儿园区域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心得体会篇三

3岁是秩序的敏感期，小班幼儿正是这个阶段。从小要培养幼
儿良好的生活品质，有秩序。我在材料摆放时考虑到有序性，
提醒幼儿把东西放回原位。提供材料应是卫生的、安全的。3
岁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差，教师要细心观察，易给幼儿造
成伤害的材料应拿走。可投放牛奶盒子、箱子、干净的瓶、
布、按扣。这些自然物和废旧物幼儿取之不尽，用之不完，
幼儿又能玩出新花样。

2、考虑幼儿年龄特点投放材料

小班幼儿特点好模仿，喜欢游戏。自我的意识还是很强的，
往往在区域活动时因想玩同一个玩具进行争执。为了满足幼
儿探索学习的欲望，我在材料投放时增加数量。如美工区中，
提供多种材料尽量使每位幼儿都能有操作的机会，这样就可
以避免幼儿之间的争执、矛盾。另外，提供的活动材料要游
戏化，要有情景，吸引幼儿去玩。

总之，教师要善于观察幼儿、了解幼儿，为幼儿提供使其主
动探索、主动发现、主动学习的区域材料，创设不同的情景、
条件、场合，给予足够的时间，让幼儿运用他们发现关系，
使幼儿不断巩固、加深扩展自己获得的经验。



幼儿园区域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心得体会篇四

实施情况分析：区域活动是适宜幼儿发展的一种活动形式。
在区域活动中教育者可以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组织幼儿
进行自主选择、合作交往、探索发现。然而，区域活动是否
发挥了它的应有作用关键在于材料，材料是幼儿参与活动的
物质基础。在区域活动中材料的投放既重要又复杂，它的重
要性体现在缺少材料，就会影响区域活动的正常开展；复杂
性体现在既要满足幼儿的兴趣，还要保证达到教育目标。作
为幼教工作者，应怎样科学的投放区域活动材料，以满足不
同层次幼儿的发展需求呢？通过平日的观察和实践我们认为
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方面可根据幼儿能力的不同提供操作难易程度不同的活动
材料，促进幼儿在原有水平上不同程度的提高。教师在投放
材料时要考虑到不同层次的幼儿发展的水平，如果只是投放
了同一层次的材料，只考虑大多数幼儿的发展水平，这样就
会阻碍了一部分能力较强的幼儿的发展。另一方面从材料的
加工程度来讲，可为同一个活动区提供原材料、半成品和成
品。如美工区内，教师可为幼儿提供蛋壳、制作不倒翁的沙
子、石蜡、装饰制作好的不倒翁，这样才有利于幼儿的操作
探索，更大程度地鼓励幼儿的自主学习。

（一）区域活动是在主题目标的指导下，教师有目的地引导
幼儿开展的系列活动。因此，材料投放应具有目标性，要根
据近期的主题目标和幼儿的活动需求及时投放活动材料。

（二）活动区域中应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身心特点投放不
同层次的活动材料，做到有的放矢，具有针对性。同样是结
构区，结合小班幼儿善于模仿的心理特点和小肌肉群不够发
达的生理特点，可为他们提供体积大、重量轻、便于取放、
类别相同的建构材料。而大班幼儿动手能力强，思维敏捷，
在提供建构材料时，则要注重多样性和精密性，以满足他们
的探究和自主发展的需求。



投放区域的材料要有探究性。材料的探究性能引发幼儿动手、
动脑，支持幼儿与活动环境的积极互动，引导幼儿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对客观事物进行动手操作和动脑思考。探究是儿
童在动脑思考基础上的动手操作，是儿童动脑思考和动手操
作交织进行的活动。不能让幼儿开动脑筋思考的动手操作活
动，不能被看作是探究活动。在材料的提供上，应密切注意
材料的探究性。因为只有具有探究性的活动材料才能真正的
引起幼儿的兴趣，使活动具有持久性，也才能起到发展幼儿
思考能力和探索能力的作用。可供分享的经验有效的挖掘周
围可利用的资源，使材料为我所用。

很多教师为投放区域活动材料挖空心思，哪有那么多材料？
其实，不是没有材料，而是我们不善于发现，周围有很多我
们可以拿来做材料的东西。要想充分的利用周围的现成材料，
首先要引导幼儿学会积累材料，让幼儿在活动中发现原来他
们平时用后的饮料瓶、饼干盒等等都是可以拿到区域来做材
料的，这就让幼儿想到了去收集这些材料，活动区的材料不
就充实了吗？不过对这些材料一定要进行严格消毒。第二，
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比如，像豆子、玉米粒、还有花生壳、
小石子等都可用来作为区域活动的材料。只要善于发现、善
于利用，很多材料都可以投放到区域中的。教师要善于观察，
在与幼儿共同的活动中注意观察了解幼儿的兴趣与需要，不
断丰富、调整材料，才有利于幼儿在活动中不断发展。

尚待努力的地方：材料的动态性：材料的提供不能一成不变，
而要根据教育目标和幼儿能力的不断提高及时的调整、补充
材料。如教师发现前阶段备受幼儿喜爱的表演区无人问津了，
通过对幼儿区域活动的观察和了解，发现表演区里的头饰、
道具因投放时间长，有些已不能满足幼儿表演的需求。如果
现有材料已不能满足幼儿的需要了，幼儿对活动就会失去兴
趣。因此，教师一定要及时观察发现活动区材料是否对幼儿
当时的活动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便作出调整或更换材料的
决定。材料的动态性还体现在各平行班之间的互动上，各班
教师应及时沟通、交流幼儿区域活动的情况，做到材料的互



补，资源共享，让材料真正地为幼儿活动服务。

幼儿园区域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心得体会篇五

（一）区域活动是在主题目标的指导下，教师有目的地引导
幼儿开展的系列活动。因此，材料投放应具有目标性，要根
据近期的主题目标和幼儿的活动需求及时投放活动材料。

（二）活动区域中应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身心特点投放不
同层次的活动材料，做到有的放矢，具有针对性。同样是结
构区，结合小班幼儿善于模仿的心理特点和小肌肉群不够发
达的生理特点，可为他们提供体积大、重量轻、便于取放、
类别相同的建构材料。而大班幼儿动手能力强，思维敏捷，
在提供建构材料时，则要注重多样性和精密性，以满足他们
的探究和自主发展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