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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材料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应用探索
杨姝婷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日之星幼儿园，上海 浦东新区 200137）

摘要：生活化材料具有安全、容易获取、可塑性强等优势，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应用较为普遍，为教师构建教学模式带来了无限可能。

教师可以利用这种“低结构性材料”，将幼儿园教育与实际生活延伸，构建出更为符合幼儿参与兴趣、生活经验的游戏模式，促进幼儿

想象思维、操作能力、创造意识的发展。故而，文章首先对生活化材料进行概述，分析生活化材料的选择方式，而后以“变废为宝”主

题游戏为例，探讨生活化材料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应用，旨在为教师投放游戏材料、创新教育模式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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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园教育中运用生活化材料，组织幼儿结合一定主题和

生活材料开展游戏活动，有助于丰富游戏内容、创新游戏方式，

能够为幼儿带来良好游戏体验。如何通过投放生活化材料推进幼

儿园教育模式创新，优化游戏情境创设、游戏道具制作、游戏工

具开发的方式，引导幼儿通过游戏活动提升各方面认知与能力，

实现身心全面发展，已然成为幼儿园教育改革中需要深入研究的

问题。教师需要结合幼儿身心发展水平，在生活化材料应用方面

进行更多有益探索，以助推幼儿园教育创新发展。

一、生活化材料概述

在幼儿园教育中，生活化材料一般是指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经

常接触到，并能够进行二次开发利用的物品，比如旧布料、塑料

瓶、纸盒等都属于该范畴。这些物品通常被视为“垃圾”处理掉，

但是它们在幼儿园教育领域却能够转化为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学

习工具，为教师构建教学模式带来新的可能。相较于其他材料，

此类材料的再利用一方面能够促进绿色发展理念在幼儿园教育的

渗透，另一方面可以为解决幼儿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兼顾实

用和经济的新解决方案。在幼儿教育中，生活化材料具有多重使

用价值，教师对这些日常物品进行重新设计、整合，融入教学过程，

有助于拓展教学资源的开发深度与广度。生活化材料相对容易获

取，获取成本较低，其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应用是减少教育投入的

有效路径。而且，此类材料可塑性强、种类多样，能够激发幼儿

创造力、探索欲，促使他们在动手改造材料、创作作品的过程中

学习到艺术、科学知识，理解物品的转化性与多功能性。

二、生活化材料的选择

教师筛选生活化材料运用于幼儿园教育时，应安全性作为首

要评价指标，保证其与幼儿所处年龄段相适应。教师可以选择一

些不易碎、无尖锐边缘、无毒材料运用到日常教学中，以免幼儿

在使用过程中受到意外伤害，并剔除那些化学稳定性差，可能释

放有害化学物质或者气体的材料。比如，一些合成材料、塑料在

日晒或者高温条件下可能释放双酚 A、甲醛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此类材料被排除在外。其次，教师选择生活化材料应用于幼儿园

教育时，还要考虑环保问题，遵循可持续性的原则，优先选择可

生物降解、可再利用、可回收的材料。如此，不但能够减少教学

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担，而且能够将绿色发展理念根植幼儿内心，

从小培养他们形成环保意识。比如，木材、纸制品等可生物降解、

可再生，且安全性相对较高的物品均可以作为游戏材料投放的首

选，教师可以通过投放此类游戏材料引导幼儿了解其环保特性，

感知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重要性。最后，在进行选材的过程中，

教师还应综合考量环保性、教育潜力、易用性、成本、来源等因素，

并制定出量化指标，评估各种材料的效益与适用性，以促进教学

材料的进一步优化。

三、生活材料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应用路径

在幼儿园游戏教学中，生活材料的应用较为广泛，且应用方

式相对灵活，为教师丰富游戏内容、创新游戏形式，激发幼儿活

动兴趣、想象力，培养幼儿动手能力提供了重要支持。文章以“变

废为宝”主题游戏为例，具体探讨生活材料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应

用路径。

实例片段一：

在“变废为宝”主题游戏教学开始之前，教师可以结合微课

视频向幼儿呈现趣味性的游戏道具，调动幼儿对生活化材料的探

究兴趣，引导他们了解这些材料在游戏活动中的作用。在幼儿对

生活化材料建立一定认知之后，教师可以为幼儿布置材料收集任

务，并邀请家长参与其中。这需要教师与家长联系，对“变废为宝”

游戏主题，以及材料收集要求进行说明，指导家长科学有效地参

与教学，辅助幼儿收集材料，并在收集过程中对相关材料进行讲解，

增强幼儿对材料的认知。比如，有的家长指导幼儿对快递箱进行

收集、整理，启发幼儿将它们转变成“大型积木”，有的家长指

导幼儿改造硬纸板，尝试用其设计出“跳舞毯”。这些有趣的创意，

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幼儿收集生活化材料的兴趣，也为后续的主题

游戏活动带来更多新内容。

调整反思：

引导幼儿认识、理解生活材料，了解它们的实际用处，是保

证生活材料应用效果，促进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但是，

幼儿受到高结构性材料的影响，对生活材料这种低结构性材料的

认知普遍处于较浅的层次，往往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对其进行应用。

所以，在将生活材料应用于在幼儿园教育中时，教师可以从生活

材料收集这一环节入手优化教学模式，引导幼儿认识生活材料，

了解它们的功能，帮助其为后续游戏活动做准备。在此过程中，

离不开家庭教育的支持，教师需要争取家长的支持、理解，引导

他们参与其中，为幼儿提供相应帮助。

实例片段二：

围绕“变废为宝”这一主题，幼儿在家长帮助下认识并收

集到奶粉桶、纸壳板、泡沫箱、易拉罐、塑料瓶等生活化材料，

品类较为繁多，为了进一步加强幼儿对它们的认识，引导幼儿

对其进行合理分类。教师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幼儿思考这

些被收集起来的生活材料都有哪些特点和应用优势，可以应用

在哪些游戏活动中。在这一环节，教师要注意启发幼儿，为他

们提供思维框架，比如一边展示泡沫板，让幼儿对其进行观察、

操作、触摸，一边介绍它易折断，比较脆弱，能够搓出像雪花

一样的泡沫球，可以应用到美术活动中。随着幼儿对各种生活

化材料的了解逐渐深入，材料平台被逐渐搭建起来，幼儿游戏

活动思路也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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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反思：

在组织幼儿完成生活化材料收集，并引导幼儿对其建立一定

了解之后，教师带领幼儿深入分析材料材质、特点、实际用途，

对它们进行分类，以之为基础激发幼儿想象，启发他们根据材料

提出更多创意和设计思路，继而构建出别样的材料平台。

实例片段三：

一方面，教师要结合游戏特点引导幼儿精选生活化材料。游

戏主题“变废为宝”开放性较强，而且幼儿的思维天马行空，十

分丰富，他们选择的游戏项目各不相同，需要的材料也具有较大

差异性。结合这一特点，教师要采用个性化教育引导方式，教导

幼儿结合游戏需要学习如何正确处理、应用生活化材料，将自己

的创意和设想转化成实物。比如，有的幼儿受到游戏材料的启发，

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合作支起“小吃摊位”，并充当大厨、服务员

等角色招揽客人，此时教师可以提醒幼儿，“大厨们怎么没穿围

裙呀？这样可是容易弄脏衣服的！”在教师的提醒下，幼儿会结

合现有材料思考“围裙”的制作方式，并意识到在厨房劳动时佩

戴围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教师要注意引导幼儿根据游戏主题

对现有生活化材料进行改造。例如，有的幼儿尝试将奶粉罐应用

到“踩高跷”游戏中，教师可以引导他们使用布条、松紧绳、麻

绳等材料对奶粉罐进行固定，增加其稳定性，并提示幼儿在体育

游戏活动中将安全放在第一位；有的幼儿发现塑料瓶与保龄球运

动中的木瓶比较相似，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将其与小球、泡沫板进

行组合，设计出保龄球运动场景。

调整反思：

在“变废为宝”游戏中，教师要充分发挥生活化材料品类多样、

可塑性强的特点，引导幼儿灵活运用这些材料，充分发挥想象力

构思出不同的游戏项目。这需要教师随时关注幼儿在游戏中的表

现，结合收集到到教学信息为幼儿提供指导，促进这些生活化材

料教育价值的有效发挥。

实例片段四：

在引导幼儿参与生活化材料收集与改造的基础上，教师调整

教学视角，引导幼儿围绕一些特殊的游戏项目进一步发掘材料新

价值。

1. 在区域游戏中投入生活材料

针对小班幼儿发展特点，教师将“变废为宝”主题游戏与“娃

娃家”区域游戏进行结合，并将生活场景巧妙融入其中，以提升

幼儿的自我服务意识与能力。首先，教师在开始游戏时让幼儿扮

演“娃娃的长辈”的角色，并询问他们“娃娃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我们需要如何照顾他们呀？”这样的询问可以促使幼儿将自身代

入到“娃娃的长辈”角色，结合生活经验说出娃娃们需要换衣服、

吃饭、上学、睡觉等。其次，教师引导幼儿结合娃娃们一天的活

动内容构建“区域游戏环境”，并为游戏区域中的各个功能区配

置相应的道具。比如，娃娃们起床后需要换衣服，衣服需要放在

衣柜里，教师可以引导幼儿用纸盒为娃娃们制作衣柜；娃娃们的

活动区域需要打扫，教师可以引导幼儿用棉签制作出拖把，打扫

地面卫生；一些食物需要放在冰箱储存，教师可以引导幼儿用泡

沫箱制作出冰箱。在开动脑筋为布置游戏区域，并照顾娃娃们的

过程中，幼儿可以积累生活常识，提升生活自主能力与自我照顾

意识。接下来的优秀中，教师还可以鼓励幼儿，融入书店情境、

奶茶店情境、超市情境等不同生活情境，丰富他们的游戏体验，

将游戏活动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更为广泛地联系在一起。

调整反思：

在幼儿一日生活中，区域游戏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幼儿

丰富生活经验、提升动手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在“变废为宝”

主题游戏中，教师可以依托特定游戏区域，引导幼儿独立完成相

应游戏项目，引导他们从游戏活动中的汲取经验、知识，锻炼技能。

为达成这一教学目标，教师需要结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生活化

游戏材料构建多样化教学情境，促使幼儿结合情境策划游戏内容，

思考生活化材料的应用价值，促进幼儿发散思维。

2. 结合领域课程完成游戏项目

幼儿园语言领域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依托绘本设计“角色扮

演”游戏，引导幼儿通过生活化材料布置游戏场景，设计角色所

用的服饰、道具，促使幼儿语言素养、阅读兴趣、社交能力、艺

术审美能力得到快速发展。一方面，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分析故事

人物性格、喜好，用塑料袋、废旧衣物、硬纸板等生活化材料为

他们设计服装、饰品。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引导幼儿结合绘本对

故事场景的描述布置游戏场景，比如绘本中讲述的关于种植的故

事，可以引导幼儿将纸杯、纸板、笔芯等生活化材料制作成水桶、

围栏、指示牌等物，营造出农田场景。以此类推，在社会、健康、

艺术等领域教学都可以与“变废为宝”主题游戏进行结合，形成

新的游戏项目，为幼儿发掘生活化材料新价值提供新情境。这些

游戏对于幼儿而言具有一定难度和挑战性，他们需要结合已有经

验、发挥想象力，尝试对生活化材料进行改造、组合，创新应用，

最终找到实现设想最优的方式。这样的游戏体验，有助于幼儿培

养创新思维、动手能力，能够促使他们在遇到困难或者问题时灵

活地思考、充分地发掘自身潜力。

调整反思：

幼儿园教育分为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个领域，

它们之间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同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在幼

儿综合素养培养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教师可以结合“课程

游戏化”理念，幼儿园教育的五个领域与“变废为宝”主题游戏

进行结合，以针对性、系统化培养幼儿各方面能力和素养。通过

这种方式，教师可以打造出更契合幼儿兴趣与需求的领域课程，

引导进一步发掘材料新价值，达到“寓教于乐”“寓玩于学”的

教学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生活化材料在幼儿园教育中是较为实用、普遍游

戏材料，具有安全、容易获取、可塑性强等多方面优势，能够为

教师丰富游戏内容、创新游戏方式带来更多可能。为了使幼儿获

得良好游戏体验，教师要重视生活化材料应用，选择符合使用需

求的部分投入到游戏活动中，引导幼儿通过参与生活材料收集、

材料平台搭建、材料改造与应用、材料新价值挖掘等环节提升各

方面认知与能力，继而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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