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小班区域活动计划表的内容 幼儿
园小班区域活动教案(模板6篇)

计划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步骤和时
间安排。什么样的计划才是有效的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
来的计划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幼儿园小班区域活动计划表的内容篇一

1、材料：达布口袋、海棉、砂纸、蜡光纸、小瓶内分别装有
冷、热水。

2、玩法：让幼儿伸手在大口袋里摸一摸，说出自己的感受，
如：软软的是海绵

3、指导：注意引导幼儿用语言表达自己对不同物体的感受。

1、材料：自制珠子若干、细绳

2、玩法：

1）幼儿任意的串珠子。

2）穿珠子是保持正确的姿势。

3、指导：

1）培养幼儿良好的操作习惯，发现木珠掉在地上及时捡起来。

2）注意避免幼儿将珠子放入口、塞进耳、鼻之中。

1、材料：大小不同的镜子若干

2、玩法：认识镜子，知道镜子能照出物体的`样子，能使用



镜子照出自己的面容，说出自己的五官。

幼儿园小班区域活动计划表的内容篇二

小班幼儿年龄小，注意力不集中，但比较喜欢参与区域活动，
能遵守相应的区域规则，在开展“丁娜请客”主题中，我发
现以区域活动的形式开展这个主题，幼儿的学习欲望更强烈，
同时区域活动的开展能给幼儿提供多种平行学习的机会，因
此，我们便把主题活动的内容及本阶段相应的学习活动融合
在区域活动中，(认识小动物及相对应的词语;学习做客与请
客的礼仪;模仿动物的动作和声音;设计小动物的食物、请柬、
动物头饰)把各种知识、技能分解到自理间、数数间、涂鸦间、
娃娃间、音乐间、图书间等区域去实施。

1、遵守区域规则，活动中能认真参与区域活动。

2、继续学习对应、分类及强化幼儿对大小的基本概念。

3、了解请柬的用途和制作过程，感受参与制作的乐趣。

4、学习参与简单的制作活动，加深对动物的了解。

5、明确自己的角色，积极参与角色活动。

6、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喜欢的玩具进行手部训练。

7、积极参与表演，学说短句:“我请你吃xx?”

1、涂鸦间:增设吸管、海绵、包装纸、饼干盒等，引导幼儿
尝试学习制作立体的'动物食物，供幼儿粘贴用的各种辅助材料
(花、草、树、动物图样等)

2、娃娃间:将娃娃家创设成“丁娜家”，增设小动物食物(萝
卜、小鱼、骨头)、小动物头饰，引导幼儿学说短句:我请你



吃xx，复习“请进”、“谢谢”等词语。

3、音乐间:录制小动物音乐、动物头饰，引导幼儿学习用简
单的动作模仿小动物的叫声及动作。

4、自理间:同上

5、数数间:同上

1、以“丁娜请客”的故事谈话引入。

2、引导幼儿自选区域。

3、重点指导:

(1)涂鸦间的幼儿尝试制作简单的动物食物。

(2)指导幼儿进入“丁娜家”后，会运用简单的短句:“我请
你吃xx”及“请进”、“谢谢”等礼貌用语。

幼儿园小班区域活动计划表的内容篇三

喜欢上幼儿园，体验与教师、同伴共同活动的乐趣。

录制“幼儿在园一日生活”的录影或拍摄幼儿园活动的照片。

1、引导幼儿观看录像或照片，说说幼儿园的一日活动。

2、引导幼儿自由交流自己的想法，鼓励幼儿大胆地说出自己
的想法。

方的小圆脸上画笑眯眯的嘴巴。

4、开展“大带小”活动，鼓励幼儿与中大班的.哥哥姐姐一



起听音乐快乐的游戏。

能讲出幼儿园快乐的事情。

开放角色区、建构区、表演区等，投放适宜的活动资料，鼓
励幼儿自

由选择材料开展活动；学唱《找朋友》歌曲。

（1）引导家长经常与孩子说说幼儿园的趣事，激发幼儿高高
兴兴上幼儿园的愿望。

（2）开展家长助教、亲子同乐等活动，丰富幼儿一日活动内
容，体验在幼儿园生活、游戏的快乐。

幼儿园小班区域活动计划表的内容篇四

1、加深对圆形、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的印象。

2、能根据材料的指示进行相应的分类活动。

3、养成认真思考的好习惯。

1、自制4个颜色不一的天线宝宝，并在每一个天线宝宝的肚
子上剪出各种图形。

2、图形饼干若干。

第一层次：根据天线宝宝肚子上口袋的形状，进行饼干分类。

第二层次：根据天线宝宝肚子上口袋的形状和颜色，进行饼
干分类。

指导建议：幼儿在喂娃娃时，教师要引导幼儿说出手中图形
的形状和颜色。



幼儿园小班区域活动计划表的内容篇五

【导语】本站的会员“cz30”为你整理了“幼儿园小班区域活
动总结”范文，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著名的意大利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提出教育的任务是提供给
儿童一个适宜的环境，使其在此环境中发展自身的能力。要
以儿童的主动学习为中心，有效地促进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
本着这样的教育价值观，我们从小班就开始设置了丰富有趣
的区域活动。升入小班后，幼儿在各个方面的能力都有明显
地提高。例如：幼儿的动作更灵活有条理、理解能力增强，
好奇心、求知欲加强，开始学习探索与发现物间的关系，开
始学习合作等等。下面我就本阶段的区域活动情况作一简单
地总结。

一、活动区设置情况

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以及我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开学
初，我们在保留了小班的娃娃家、搭搭玩玩、语言角、自然
角的基础上，新增添了益智区、和美工区。但是经过一段时
间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已经不能满足幼儿幼儿游戏需要。于是
我们对活动室、午睡室、以及室外的走廊和盥洗室进行了统
一的规划和部署，丰富了区域角。我们首先取得家长的支持，
大胆的使用叠床，将午睡室的空间利用起来。在午睡室里我
们布置了娃娃家、小手动一动、以及益智区。我们很快发现
小班时的娃娃家也已经满足不了幼儿的需要，因此我们在娃
娃家里增添了小厨房（在小厨房的位置上我们尽量要它靠近
水源），要幼儿在小厨房里自制点心，感受自制食物的快乐，
我们把它叫“爱心”食物。在“卧室”我们请幼儿根据季节
变化为娃娃选择合适的衣服。这样娃娃家就能很好的满足幼
儿需要，也要他们体验到了自己劳动的快乐和成功感。

在娃娃家边上我们用不同柜子将空间隔开，设置了益智区和



小手动一动，使每个区呈半封闭状态。这样既保证了界限清
晰，又保证了幼儿在游戏中相对独立、不受干扰。在小手动
一动中，老师利用诸暨特产珍珠蚌来做各种有趣的动物植物，
让这个活动显得较有特色。我们还利用各种没有用的东西来
做各种各样的玩具，使废变宝，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会环保。

在活动室里，我们设置了自然科学角、小画家，以及语言俱
乐部。在一开始我们在语言俱乐部里只是单纯的放了各种书
籍，幼儿往往看了一会就没有兴趣了。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
制作了各种各样的手偶和指偶，并搬来木偶台让幼儿来表演
老师在课上讲的.故事，或者是表演幼儿自己从书上看来并熟
悉的故事，这样一来我发现幼儿的兴趣提高了很多，也能先
把书认真地看完，再来表演故事。在小画家中，我们将和幼
儿一起出去秋游时，带回来的苍耳在麻袋上粘贴图画。这一
活动让幼儿觉地自然界的植物也能画画。因此幼儿非常感兴
趣。

我班的盥洗室较大，我们利用这一特点，大胆的在盥洗室里
设置了了沙水区，让幼儿在教室里也能感受水与沙的乐趣。
在活动室的门口的走廊里我们根据空间的特点设置了“家家
乐”购物中心。在整个空间布局的安排上，我们尽量遵循动
静分开，由静到动的顺序，同时，在进区口时，让每个幼儿
用自己的小娃娃做进去卡，区前用一一对应的方式来限制进
区人数。

在活动区的材料投放中，我们在各个区域投放不同的材料。
首先我们要保证材料的安全和卫生。我们在保证一些必备材
料的基础上，根据主题的要求和阶段的目标，及时添加更新、
补充新的材料。

其次，我们要有层次的投放材料。区域活动的材料，是操作
的工具、探索的学具，是幼儿学习的物质基础。例如：在沙
水区，第一层次：引水小实验。第二层次：水力发电机。第
三层次：测量雨量。因为层次的目标不一样，材料的投放也



要随之不同，难度不一。可以充分满足不同发展水平幼儿的
需要，使学习活动真正体现“下能保底，上不封顶的需
求。”

二、幼儿的活动情况

在幼儿活动中，开始我们采取了完全自主的方式，但是游戏
中发现有些幼儿游戏的目的性不明确，不清楚自己想玩什么，
往往是哪里热闹就往哪里窜。常常会出现有的区“人满为
患”，有的区则“门庭冷落”情况。

在活动中，我渐渐的发现幼儿之间的交流增多了，有了合作
的倾向，但有的时候帮别人玩成任务往往会替代帮忙。

大多数幼儿在活动中体现出“喜新厌旧”的情况，大多数幼
儿喜欢新鲜的材料与内容。对第一次玩的东西非常感兴趣，
但一但完成任务，一般就不愿再次操作。因此幼儿在活动中
的持久性显的较差，往往不能坚持。

幼儿幼儿未能完全摆脱自我中心以及对活动的需求日益增强，
幼儿之间会出现争吵。如，抢同一中材料，抢同一样玩具。

孩子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游戏后也有明显的进步：

1、规则意识、交往能力加强了。如在家家乐购物中心，幼儿
能井井有条的进行挑选物品。而且在选好东西以后能到营业
员那里付相应的“钱”。

2、.幼儿知道了废旧物品可以利用，以及垃圾的分类，在日
常生活中幼儿就能主动的将垃圾放到活动室里相对应的垃圾
箱里。

3、木偶表演区丰富了孩子们的语言，交流能力和表演能力。



三、教师的指导

我们认识到教师在区域活动中，自己观察者、指导者、鼓励
者、支持者。教师在指导中要把握好一个“度”，这既是一
个观念问题，有是一个教学技巧和教育艺术问题。因此我们
在活动要“有目的引导，适当引导”。

1、合理制定活动目标

在每月我们坚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教学计划、主题内容
以及上周活动情况，制定合理明确的区域活动目标。

2、观察幼儿，及时合理引导幼儿，师生互动，关系融洽。

针对幼儿没有目的性的盲目选择，我们在尊重幼儿意愿的前
提下，教师会给一些幼儿进区的建议，保证每个区都有孩子
玩，每个孩子都有区可玩。在活动的指导中，教师始终把幼
儿的需求放在首位，尊重孩子的发现，及时为他们增添新的
材料，以平等的身份提出合理的游戏建议。

我们在活动中以间接指导为主。一是靠学具、材料为媒介。
二是靠问题为媒介。当幼儿在活动中，出现学习兴趣减弱时，
我们就作之没问题，引导幼儿去继续探索、去发现。如“也
许还会有秘密呢，再试试看。”“为什么天平会倾斜，反过
来试试”等等，激发幼儿继续探索和学习的欲望。

3、作好评价、提升经验。

我们认真记录每次的活动情况，填写每周两次的观察记录。
着重记录一个区包括幼儿的姓名、提供的材料、孩子们活动
情况。教师的指导及反思。进一步深化活动内容，提升活动
经验。

幼儿园小班区域活动总结怎么写



小班区域活动总结

小班区域活动总结

幼儿园小班区域活动中材料投放

幼儿园小班区域活动计划表的内容篇六

区域游戏是在正确的教育观，儿童观指导下，使儿童的认识
水平、个性品质、社会化能力得到积极主动发展的重要物质
条件。结合主题活动开展自主游戏，为幼儿提供丰富有效的
材料，引导幼儿在自由、宽松的气氛中主动探索、学习。区
域游戏是体现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寓教育于游戏中的最
好形式好之。

本学期，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我班开设了益智区、科学区、
手工区、建筑区、阅读区、表演区、生活区，并给相同的活
动区起不同的名字，如；“淘宝屋”、“想一想”、“试一
试”等，我班坚持每天开展游戏活动，导幼儿动手、动脑，
积极地与材料相互作用，幼儿活动的兴趣很高。

一、“活动区”为幼儿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由于是幼儿自选
活动，所以儿童的意愿、兴趣可以获得最大的满足，他们可
以轻松地投入到自己所喜欢的活动中去。

二、“活动区”内容的设计必须符合每个班儿童的年龄特征，
与教育目标相适应。小班注意加强智力训练，不同的活动内
容都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区，投入相应的材料。每个活动区根
据孩子活动的效果不断补充或更新内容。

三、在活动区的创设中，我们考虑到软硬材料的搭配。如软
材料，建筑区，都铺上了泡沫垫，平均每班投放五十块泡沫
地板块。当幼儿进入建筑区时，真有一种舒服的感觉。硬材



料的投放要科学，美观、合理，富有教育意义，如我班的超
市物品。

四、在活动区的创设中，我们注意了要符合教育性，每个月
的活动重点都在活动区中体现。如要锻炼幼儿肌肉，就
在“活动区”投放一些面粉、橡皮泥等，让幼儿练习小手的
肌肉。

丰富多彩的“活动区”活动在培养幼儿语言交流能力、观察
力、想象力、幼儿动手操作能力、创造力等方面发挥了其它
教育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建筑区”孩子们在小小的区
域内，每天可随心所欲地搭出自己最满意的建筑，如“高层
饭店”、“奇特的动物园”别具一格的“大轮船”。

虽然孩子的游戏水平所提高，但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着问题，
如在手工区活动时，有的孩子会相互模仿，动脑不够；在超
市中，孩子交往性的语言还欠缺；在表演区域中，我们准备
的道具还不能满足每个孩子的需要，因此，在下学期的游戏
开展过程中，我要对这些问题制订出针对性的计划和方案，
让每个孩子在愉快的游戏活动中提高自我，使得我班孩子的
游戏水平上升一个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