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剧主题区域活动：奇趣西游记
江苏省江阴市实验幼儿园夏静燕

2016年是猴年，在开学初“猴年说猴”的说新闻活

动中，有个孩子展示了一张孙悟空的图片，这个泥塑

风格的孙悟空形象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他们要求在

美工区里用超轻黏土来制作孙悟空，于是美工区诞生

了一个个美猴王。伴随着对美猴王的痴迷，孩子们逐

渐在美工区玩出了唐僧、沙和尚、猪八戒和妖精的泥

工创意，他们开始要求听西游记故事，并自主带来西

游记绘本进行阅读。渐渐地，一些故事情节在课间、

游戏时从孩子的口中“蹦”出来。结合幼儿园戏剧月

的开展，“西游记”戏剧主题也随之产生了，相关的角

色、情节在益智区、科学区、建构区、阅读区等区域中

诞生和发展，区域中的奇趣西游之旅开始啦!

“奇趣西游记”戏剧主题区域活动，适合的年龄段

为5-6岁。

益智区：西游奇遇记

核心经验

1．理解“一、卜、t、j，”的含义，能根据方位图上箭

头提示判断方位并行进。

2．通过人物与宝物的匹配，感知平面和立体的方

位转换。

3．能与同伴相互协商与合作，共同解决游戏中的

问题。

活动准备

1．两种颜色的地垫各18块，尺寸为15厘米x15厘

米，其中l块地垫上贴有脚印图案表示起点，其余35

块地垫上贴有可放置卡片的透明薄膜卡槽(5厘米×8

厘米透明塑封纸，三边用胶带封住，留一边可插图

片)；废旧纸箱制作的格子间(横6格，竖6格，供摆放

神仙、妖怪的宝物图)。

36块地垫

2．西游记中的神仙和妖怪人物图卡35张，固定在

积木上的神仙、妖怪的宝物图35份。

3．方位图卡，提示卡(人物、宝物对应图)，地垫人

物答案卡，立体屏风式游戏步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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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说明

1．摆放场地：两人合作铺地垫(两种颜色间隔，横6

块，竖6圭51／：)，确定好起点(有脚印的地垫就是起点)，摆

放好游戏步骤图和立体格子间。

2．选择一张方位图卡，拿好这张方位图上的人物

图卡，从起点出发，根据方位图上箭头提示，一个箭头

走一步，直至走到箭头结束，把这张人物图卡插到所

到地垫上的透明薄膜卡槽内。

3．所有人物图都摆放到地垫上后，幼儿可以拿出

“地垫人物答案卡”查看是否答对。

4．找出“宝物提示卡”，按照人物相对应的宝物提

示，把固定在积木上的宝物图按照地垫上相应人物的

方位放到格子问相应的格子内。

5．35个立体宝物图都放完，游戏完成。

活动指导

1．根据箭头行走时，提醒幼儿脸朝同一个方向前

行、后退，或向左、向右。

2．根据地垫人物在立体格子问摆放相应宝物图

时，引导幼儿按照一定的顺序摆放，如从第一横排到

第二横排，再到第三横排，依次往后摆；也可以从第一
竖排到第二竖排，再到第三竖排，依次往后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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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导幼儿借助“地垫人物答案卡”，以对应匹配

的方式查验宝物图摆放对不对。

4．游戏中，两位幼儿根据方位图行走时会碰到同

一张地垫，可能会出现互不相让的情况，教师要注意

引导幼儿相互谦让，相互合作。

益智区：智闯十八关

核心经验

1．通过摆放不同的关卡，了解西游记故事情节，探

索自制棋的多种玩法。

2．愿意与他人合作、协商游戏。

活动准备

1．将底部贴上魔术贴的方块积木和椭圆形故事情

节图(如石猴出世，一面写“石猴出世”四个字，一面是

石猴出世的插画)连接，制成18个关卡。游戏进展至

后期，在椭圆形故事情节图上可增加表示前进的“+”

号和表示后退的“一”号。

2．自制一条从起点到终点的绿色路线，上面用橙

色小点装饰。在需要放置关卡的位置用魔术贴贴好
标识。

3．用创意泥制成师徒四人棋子，用空白的椭圆形

自制关卡。

4．用“游戏宝典”(游戏人数、游戏玩法等)来进行

游戏提示。

玩法说明

玩法一：教师事先按照故事情节摆放好18个关

卡，幼儿(最多可4人)同时从起点出发，抛骰子玩游

戏，抛到几点就走几步，看谁先到。

玩法二：等幼儿熟悉走棋规则和18个关卡先后顺

序后，关卡可由幼儿合作摆放。同时，在关卡一面增
加“+”或“一”号，如“+3”表示前进三步，“一2”表示后

退两步，增加游戏趣味性。

玩法三：幼儿可根据西游记原著中的81难，在空

白关卡纸上绘制新的关卡情节图，以增加关卡或替换

原有关卡的方式，合作按故事情节摆放关卡玩游戏。

活动指导

1．在阅读区提供西游记的图画书供幼儿翻阅，了
解西游记故事情节。

2．幼儿自己摆放关卡时，教师可以在关卡上按照

情节先后，标识数字进行提示，等幼儿能基本掌握顺

序后再把数字拿掉。

3．引导幼儿利用猜拳游戏决定起点的先后顺序。

科学区：穿越流沙河

核心经验

1．能和同伴合作，动手动脑，初步探索气压的奥秘。
2．能用提供的图片符号进行记录。

活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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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小和材质不同的箩筐4个，唐僧师徒四人的

泥工形象各一个。

2．大、小两种气球各若干个，脚踩式、手压式的打

气设备各一个，透明胶带，剪刀，夹子。

3．两根下端固定了夹子的塑料管，一根串着吸管
的线绳，将线绳两头绑在固定杆的上端。

4．记录板(上面贴

有魔术贴)，带有魔术

贴、可操作的记录图

(师徒四人的图片、箩

筐图片、大小标记图、

打“X”和打“、／”图)。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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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记录图 记录板

玩法说明

1．幼儿借助小椅子固定塑料管，拉好串着吸管的

线绳。

2启由选择大小气球、打气设备，给气球充足气，用

夹子夹住气球口，用透明胶带把气球固定在吸管上。

3．选择穿越流沙河的人物(可选一个，也可选多

个)，将人物放进自选的箩筐，用胶带把箩筐固定在气

球底部。

4．把气球移至固定杆的一端后，放开气球夹子，气

球会在压力作用下往前快速滑动，带着箩筐和人物一

起滑到另一头，完成“穿越流沙河”的游戏。

5．回忆游戏过程，在记录板上记录，如把谁运过

河?用的哪种箩筐?用的大气球还是小气球?成功

与否?

活动指导

1．游戏中要用透明胶带来固定，这个环节需要

同伴的协助才能很好地完成，教师可对两人的合作

用语言进行提示，如“你能不能帮他扶好气球”等。

2．可提供一些有关气压原理的图画书，供幼儿拓

展阅读。

3．游戏时，并不是每次气球都能从一头滑至另一

头，教师要关注幼儿情绪，及时鼓励。

语言区：三打白骨精

核心经验

1．通过摆弄自制人偶，或回忆或创编讲述故事。

2．能有序、连贯、清楚地讲述。

活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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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自制简易舞台(两个纸盒一个横放一个竖

放，用颜料画上场景)，三打白骨精故事人偶(将幼儿

的泥工作品固定在圆柱形积木上)，录音故事。

后期：用废旧纸盒自制箱式舞台(上面和左右两

侧都开有长条形的凹槽)，带有魔术贴的人物和若干

根小木棒，兵器及各类妖怪，可替换的场景(如代表第
几回合的旗帜、纸制的小山小花小草等)。

厢式舞台(内部) 厢式舞台(外部)

玩法说明

初期：

1．倾听录音故事，随着故事情节和对话摆弄人偶。

2．幼儿能自己讲述故事情节后，可不用录音提示，

自由回忆或创编故事情节，摆弄人偶。

后期：

1．选择场景，如第一回合旗帜、小山摆放在箱式舞

台内。

2．在人物盒和兵器盒内选择人物或兵器，把带有

魔术贴的小棒从盒子上部(或两侧)伸进箱内，粘贴上

人物或兵器，边操纵木棒边讲述(创编)故事。

活动指导

1．不要急于把两种舞台形式同时呈现，有难度递

进的舞台呈现更利于促进孩子连贯、清楚地讲述。

2．可请幼儿扮演小观众进入区域，通过互动方式

激励孩子更好地演绎。

3．鼓励多人同时在小舞台分角色讲述故事。

生活区：八戒寻宝记

核心经验

1．锻炼开锁和解结、打结的生活技能。

2．体验找到宝藏的成功感。

活动准备

1．用线绳悬挂成帘子，帘子上系有很多小段的绳子。

打结方法示意图

2．各种锁和

钥匙(钥匙连接

在绳子上且数

量大于锁的数

量)。

3．自制宝盒

若干，里面放有
不断变化的“宝

贝”(可以是小

玩具、小文具，也可以是小糖果等)；打结方法示意图。

玩法说明

1．在线帘上寻找钥匙，解开绳结取下钥匙。

2．用钥匙尝试开宝盒，找到宝贝。

3．找到所有宝盒的宝贝，相匹配的锁和钥匙要放

入锁盒中，其他的钥匙重新系到帘子上。
活动指导

1．在匹配相应的钥匙和锁时，可引导幼儿寻找一

定的方法，如锁头固定一个，不断更换钥匙来尝试，或

者用一把钥匙不断地尝试开不同的锁头。

2．设定打结和解结的难易度，引导幼儿根据自己

的能力选择。如打结可分为一道结和蝴蝶结，相应地

解结可分为解一道结和解蝴蝶结。

建构区：冲过火焰山

核心经验

1．能根据戏剧情节，尝试用积木、废旧纸盒有目的
地搭建。

2．体验合作游戏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废1日纸盒若干，原木积木，各种形状的轨道，圆
木球。

2．三关关卡提示图，分别为：第一关大峡谷，第二

关赤火洞，第三关火焰峰。

玩法说明

初期玩法：(1)寻找可设计成火焰山的纸盒，如红

色喜糖盒，堆成各种形状的火焰山。(2)用轨道架在火

焰山上，放上圆木球，尝试让木球从一头滚至另一头

(冲过火焰山)。

玩法升级：幼儿根据三种关卡的提示，用下沉式、

深入式、斜坡式三种不同的方式搭建“谷、洞、峰”。

活动指导

1．两种玩法难易度不同，为方便幼儿相互模仿学

习，可提供两个区域场地供幼儿建构。

2．可在区域活动的评价阶段，鼓励幼儿自己讲述

搭建的方法和遇到的问题，其他幼儿进行答疑，引导

幼儿相互学习，有目的地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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