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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主题背景下的活动区是指以主题为背景，以活动材料和

活动类型为依据，将活动室空间划分成的不同区域。《纲要》

指出：“指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手

工艺品，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或开展其他活动。”可再生废品，

是指生活中常用的、可再生的、安全又卫生的废品，富有生

活气息，易感知、易得，易操作。

我们每天将大量可再生废品扔进垃圾桶时，扔掉的也许

还有孩子的环保意识。“可再生废品大变身”主题活动，既

符合时代需求，又能满足大班幼儿不断发展的兴趣和能力

需求。

活动区中，材料是幼儿探索和学习的桥梁、建构知识的

依托。材料是否丰富、适宜，能否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层次

幼儿的兴趣需求以实现教育目标，值得深究。下面结合大班

“可再生废品大变身”主题活动，浅谈大班主题背景下的活

动区材料投放 [1]。

2 具体做法
为充分实现主题活动的价值，笔者从材料投放入手，激

发幼儿对生活中可再生废品的兴趣，引导幼儿发现其价值。

同时，鼓励幼儿通过合作共同发挥创造力，动手动脑变废为

宝。在操作过程中，培养创新意识、提升审美能力、增强环

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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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多途径收集活动材料，分类整理可再生废品
材料是活动的中介。《新纲要》提出：“提供丰富的可

操作材料，为每个幼儿运用多种器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提

供活动的条件。”在“可再生废品大变身”主题明确后，笔

者利用晨间谈话、图书区阅读、家园共育等途径引导幼儿认

识“可再生废品”，鼓励幼儿和家长共同收集幼儿感兴趣的、

安全卫生的可再生废品。

在充分认识可再生废品内涵、了解其特性后，引导幼儿

根据可再生废品的材料材质及操作价值进行分类，鼓励幼儿

利用收集来的盒子分类存放，并为其绘制卡片。

2.2 创设与主题相适应的活动区
为支持主题活动顺利开展，根据幼儿的兴趣需要，笔者

打破原有活动区，新建“可再生废品回收站”“可再生废品

加工厂”；重组“科学益智乐园”“建筑工地”，并投入了

大量符合活动区目标、满足幼儿活动需求的材料。

新建“可再生废品回收站”。当可再生废品收集到一定

量后，幼儿集中整理，创设回收站，对可再生废品分盒、分

层摆放。

新建“可再生废品加工厂”，纸杯、纸盘、纸芯筒等操

作性强且数量丰富的可再生废品被幼儿从回收站运到工厂，

并动手动脑变废为宝。

重组“科学益智乐园”。将特点明显的可再生废品投放

于此，丰富幼儿的认知。同时，投放幼儿自制游戏材料，如

自制天平、自制迷宫等，为游戏活动提供物质支持。

重组“建筑工地”。投放薯片筒、酸奶杯、纸芯筒等做

连接用。同时，投放利用可再生废品自制的小河、花、树、

房子等，丰富工地材料。

同时，在活动区位置安排上我也进行了精心设计。“可

再生废品回收站”设在进门后第一个活动区，方便幼儿将收

集来的可再生废品分类整理、存放。“回收站”对面较大的

区域设为“可再生废品加工厂”，近半数幼儿可在此进行加

工活动，最大程度满足幼儿动手操作的需求。“科学益智乐

园”被设置在加工厂对面、靠近回收站的地方。这里环境相

对安静，适宜幼儿进行科学益智游戏；同时，因为靠近回收

站，便于幼儿拿取排序材料。而“建筑工地”，因需要大面

积空地，被布置在睡眠室，幼儿在搭建前充分构思，将所需

材料从回收站、加工厂中获得。搭建过程中任何需求可直接

到工厂下单定做。各个活动区借助位置的巧妙设计形成有机

整体 [2]。

2.3 根据幼儿游戏情况，生成新的活动区
活动进行一段时间后，大量作品导致活动室环境混乱。

于是，幼儿自发讨论，决定二度加工成品，用其装饰活动室。

对于余下的其他作品，幼儿还提议：“我们可以开个商店！”

大家共同商讨后确定商店名字——娃娃百货商店。随后，门

面设计、货架摆放、货品供应都有序进行，配套投放的收银

台、取款机以及钱币，增强了角色游戏的真实性。“1元区”“2

元区”“5 元区”的划分无形中渗透了计算、分类等内容，

引导幼儿在游戏和生活中学习数学、利用数学。

3 实践感悟
陈鹤琴先生有言：“小孩子玩，很少空着手玩。必须有

许多玩具的东西来帮助才能玩得起来……，玩固然重要，玩

具更为重要。”如此说明，材料是主题活动发挥价值的强大

物质支持。皮亚杰提出“儿童的智慧源于操作”，儿童是在

操作、摆弄材料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的。要想高质

量地实现主题背景下活动区的价值，就必须从材料入手，深

入剖析。

3.1 材料源于幼儿生活，易得且为幼儿悉知
《纲要》明确指出：指导幼儿利用身边的资源来进行学

习。可再生废品源于幼儿生活，是幼儿熟悉、易得的。大班

幼儿经验不断积累、能力不断提升，他们有能力、有兴趣主

动了解、收集整理身边的可再生废品。

3.2 材料应以幼儿兴趣需要为切入点
幼儿可以在兴趣的驱使下专心的进行某种活动。活动区

活动最大的优势莫过于能为兴趣不同、能力各异的幼儿提供

丰富多变、适于发展的活动环境。要把握幼儿的兴趣，有针

对性地投放材料，提升幼儿游戏专注力，优化游戏价值。

3.3 材料应具有目的性
活动区活动是在主题活动的指导下，教师有目的地引导

幼儿开展的系列活动。将教育目标隐于材料中，是活动区活

动的重要特点。“可再生废品大变身”主题活动目标之一就

是增强幼儿的环保意识。有目的投放材料，为幼儿提升环保

意识提供了物质条件。纸杯、纸盘、毛线等生活中常见的材

料，有很高的装饰和使用价值，符合环保目标，凸显了材料

的目的性。

3.4 材料应具有层次性
《新纲要》指出：尊重幼儿在发展水平、能力、经验、

学习方式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因人施教，努力使每一个幼儿

都能获得满足和成功。材料的投放不仅要考虑幼儿的整体发

展，也考虑幼儿的不同能力，提供有层次性的材料。大班幼

儿动手能力增强，思维敏捷，低结构的、“半成品”式样的

活动材料更符合其年龄特点。

我们在“加工厂”投放了许多套餐式的材料盒。盒中放

着成品及制作模板，盒身贴着制作步骤，能力稍弱幼儿可以

按模板复制，能力较强幼儿可以按图示制作，并在此基础上

创新，每位小工人都能通过力所能及的操作，体验到变废为

宝带来的乐趣。

3.5 材料应具有灵活性
诚然，材料决不能一成不变，要灵活的根据教育目标及

幼儿的发展需求，按照由浅入深、从易到难的顺序，定期不

定期地进行调整、补充，要注重熟悉材料与新奇材料之间的

平衡。还通过各个活动区材料的重组，拓宽材料有限的使用



49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空间和玩法，促发更加丰富的游戏行为 [3]。

4 结语
废品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可再生废品的回收利

用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途径。合理利用可再生废品，具有

十分重要的教育价值。在“可再生废品大变身”主题活动中，

幼儿在熟悉的材料和废旧的新奇材料之间碰撞出火花，动手

动脑，变废为宝，并延伸到各个活动区，趣化了活动区活动，

使得合作意识、操作能力、创造能力审美水平都获得提升，

并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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