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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自制玩教具的价值与问题探析 
李双玲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 昆明 651701）

摘要：自制玩教具在幼儿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能够寓教于乐，能够满足幼儿的游戏需求，能够辅助幼儿园教师组织教学活动，

促进幼儿全面发展。鉴于此，文章将分析幼儿园自制玩教具的价值，如今幼儿园自制玩教具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分析破解幼儿园

自制玩教具难题的路径策略，目的是最大程度发挥幼儿园自制玩教具的功用，为幼儿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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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工作规程》（2016）第三十六条指出： “幼儿园应

当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制玩教具。”《幼儿园玩教具配备目录》

在说明中的第五条指出： “提倡幼儿园参照本目录的内容，就地

取材，利用各种无毒、安全卫生的自然安全和废旧材料自制玩教

具。”幼儿园应该遵循文件要求，贯彻落实文件精神，配备幼儿

园玩教具，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提升幼儿在园内学习效果。

一、幼儿园自制玩教具的价值

（一）为幼儿游戏创造条件

自制玩教具不同于使用金钱购买的产品，兴起原因在于顺应

幼儿园勤俭、节约的主张，减轻幼儿园额外购买玩具的负担。如今，

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幼儿园教学手段日益丰富，

不可忽视的是仍然有一部分幼儿园无法为幼儿提供种类多、数量

足的玩具。尽管玩具不是幼儿生活的必需品，但玩具是幼儿游戏

和学习的基本物质条件。游戏和玩具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幼儿

园教师应该承担起责任，就地取材，为幼儿游戏和学习创造条件，

弥补幼儿园资源的不足，顺应幼儿成长特点，促进幼儿身心健康

发展。

（二）有利于幼儿的学习和发展

陈鹤琴先生提出，“玩具不是仅仅供儿童玩笑的，快乐的，

实在含有科学游戏的性质。”正如陈先生所言，玩具不仅能够使

幼儿愉悦身心、激发幼儿学习兴趣，而且刺激幼儿触觉、视觉等

感官发展，使幼儿在接受概念等抽象知识时候，能够借助可操作的、

直观的形象，因此玩具适宜作为幼儿园学习的课本。幼儿园教师

展开游戏活动和课堂教学时，有些玩具无法从商业市场中购买，

因幼儿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带领学生自制玩教具，弥补市场不足，

促进幼儿的学习和发展。

（三）有助于传承传统文化

在有趣好玩的玩具中，学生可以潜移默化地受到传统文化的

熏陶和感染。幼儿园自制玩教具不仅是学生的玩具，也是文化传

承的手段和工具。自制玩教具不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形成的自然产

品，而是凝结着人类社会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例如，洋娃娃、

钢铁侠、蜘蛛侠等系列的玩具，从形象到背后的概念都带有西方

价值观，儿童在玩玩具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白人的审美观。玩具

应该反映人类文化多样化，承载起文化传承的功能。具体而言，

自制玩教具创意可以取材于传统节日、民间游戏等，反映我国中

华民族古老的生活习俗，例如，春节的灯笼，中秋的兔儿爷等等。

（四）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技能之一是，根据幼儿日常游戏的需要和

课堂教学工作的需要，带领幼儿一起自制玩教具，发挥自制玩教

具的作用，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不仅课本是幼儿园教师展开课

堂的教学素材，玩具也是幼儿园教育的素材，幼儿园教师应该将

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钻研自制玩教具的可能性，发挥自制

玩教具的巨大价值。建议幼儿园教师自制玩教具不是让幼儿园教

师僵化地制作玩教具，将其视为任务和形式，而是鼓励教师根据

幼儿的实际水平和性格特点，向幼儿提供感兴趣的材料，引导幼

儿制作、使用玩教具，同时，教师注意幼儿的问题、兴趣，进行

交流互动，促进幼儿健康成长，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二、幼儿园自制玩教具的问题

（一）教师积极性不高

自制玩教具在幼儿园教育中扮演关键角色，正确认识自制玩

教具的价值和问题，有助于开展其他相关工作。幼儿园教师是幼

儿活动的组织者，是幼儿教学的引导者，一定程度上决定幼儿园

教学质量。当下，很多幼儿园教师认识到自制玩教具对组织教学

活动的意义，对幼儿身心成长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具体应用过程中，

教师为了省时省力，较少组织自制玩教具的活动，甚至小部分幼

儿园教师在领导要求下制作玩教具，没有主动制作玩教具，缺乏

主动性。同时，幼儿园领导比较看重玩教具的结果，而对于如何

制作玩教具、玩教具如何实际运用、如何将玩教具和教学活动有

机结合到一起，缺乏有效的管理。

（二）幼儿参与不高

当下，很多幼儿园教师独自完成幼儿玩教具，没用发动儿童、

协同家长。探索背后原因，可能因为时间限制，可能因为教师追

求完美，而幼儿年龄下，动手能力不足，自制玩教具容易出现结

构失衡、外观不好看等缺点，无法达到教师要求。总之，很多教

师独自完成玩教具，幼儿只能看到成品，没有参与制作玩教具的

具体过程，没有形成对玩教具的具体认知，导致玩教具的教育功

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耗时耗力且应用性不高

当下，很多幼儿园教师制作玩教具是从样式、材料等几方面

考虑，较少考虑如何将玩教具和实际教学活动、学生兴趣爱好相

结合，导致教师花费时间和精力制作玩教具之后使用频率并不高，

大多面临摆在讲台上观赏的命运。幼儿没有参与到制作过程，缺

乏对玩教具的认知，不知道如何将玩教具和日常生活、学习结合

起来，只是停留在浅层次的观察层面。

三、解决幼儿园自制玩教具难题的路径策略

（一）培训教师，举办自制玩教具比赛

即使幼儿园日常教学活动，配备一定的玩具作为教育辅助手

段，但是远远不够，教师还需要动手来满足教学需求。自制玩教

具的质量有较强主观性，教师教育理念不同、动手能力不同、专

业知识不同、对教学主题和幼儿兴趣看法不同，相应地会影响教

师自制玩教具的质量。如果教师被动地制作玩教具，缺乏主动性、

对自制玩教具认知不全面、相关材料准备不充分、形式主义，那

么会影响教师自制玩教具的质量。为提高教师自制玩教具水平，

做出符合教学主题、幼儿感兴趣的玩教具，保证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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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应该培训教师，增强教师自制玩教具意识，丰富教师玩教

具方面专业知识，提高教师自制玩教具能力，最大程度发挥玩教

具价值。对此，幼儿园可以举办幼儿园自制玩教具比赛，“走出去”

和“引进来”相结合，邀请幼儿园自制玩教具相关的专家学者、

优秀教师来园内，和园内教师充分研讨、交流，促进幼儿园自制

玩教具质量的发展。例如，2023 年 3 月，广东省发布自制玩教具

评选活动的获奖名次，该活动旨在促进幼儿教师专业技能发展，

激发幼儿的教师的创新创造能力。活动中，幼儿园教师精益求精，

不断打磨作品，涌现出众多高质量玩教具作品。获省一等奖艺术

类作品的玩转竹筛子，创意来源于民间工具，本是用来过滤或者

晾晒物品的，作品增加功能，在竹筛子底部以及两侧打孔等，加

工之后可操作性更强，方便清洁和消毒。作品以编织为切入点，

使幼儿在编、夹等游戏中锻炼手部肌肉，促进幼儿精细能力，发

展幼儿身体灵活性，而且幼儿在合作中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中华民族的智慧、传统编织品的艺术美。

（二）鼓励幼儿，培养制作玩教具习惯

为破解幼儿参与不高难题，幼儿园教师在自制玩教具时，可

以将幼儿纳入制作玩教具过程，这样，幼儿不是单纯的玩教具的

观察者、被动的使用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对玩教具有清楚的

认知。与教师、家长制作的玩教具相比，幼儿亲自参与的玩教具，

更容易收获幼儿感情，培养幼儿爱惜玩教具的意识。第一，在玩

教具构思方面，教师引导、启发学生将日常生活学习经验、观察

到的玩具科学技术、玩教具实用性等方面加入玩教具设计中，鼓

励学生进行大胆想象，支持学生通过书籍和实地考察搜集信息，

引导学生画出玩具设计图，涵盖外形、材料等。第二，在选择材

料方面，教师购买新材料或者收集旧材料，保证材料安全和环保，

尽可能提供学生丰富的材料、充足的工具，鼓励儿童发挥奇思妙

想，大胆选择材料。第三，在制作成品阶段，教师尊重幼儿，提

供学生充足的时间、开放的空间，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支持幼

儿制作成品或者和幼儿合作制作成品，将图纸图案变为现实，激

发幼儿创新创造欲望。第四，在调整完善方面，教师可以组织幼

儿从实用性、美观性等角度进行研究，投入游戏，进行角色扮演，

用实际生活背景为幼儿自制玩教具赋能，将自制玩教具和实际生

活相结合，培养幼儿创新性思维。例如，教师为学生提供制作灯

笼的材料，和学生合作，制作灯笼提手、灯笼结构、灯笼穗等。

通过剪、贴、画等方法装饰灯笼，学生培养动手能力和艺术思维。

通过在灯笼中放入灯，让幼儿欣赏，教师引导学生了解元宵节放

花灯的习俗。教师在灯笼中放入简单的谜语，鼓励幼儿发动小脑

筋猜谜语，使幼儿萌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三）家长参与，拓宽玩教具获取途径

幼儿园自制玩教具具有丰富的价值，不仅幼儿园教师应该在

制作玩教具过程中纳入学生，尊重幼儿主观能动性，家长也应该

参与进来，拓宽自制玩教具获取途径。幼儿园可以发挥自身功能，

挖掘周边自制玩教具资源，动员幼儿家长或者周边社区人员参与

到幼儿园自制玩教具中来，不仅能够集思广益，丰富自制玩教具

的类型、内容，而且能够促进家长和幼儿园联系，促进幼儿园和

社区之间互动。具体而言，幼儿园可以寻找幼儿园教学内容与社

区文化之间的契合点，组织自制玩教具主题活动，教师、家长、

幼儿共同思考创意、动手操作，进行展示，鼓励更多人员参与。

尤其家长和幼儿之间合作进行玩教具的过程能够增强亲子关系，

营造温馨、和谐、欢快的家庭氛围。亲子之间沟通互动频率增强，

家长能够进一步了解幼儿，感知幼儿心理世界，了解幼儿行为背

后的原因，有助于亲子关系进一步发展。例如，父母给孩子讲解

晚间故事的时候，父母准备材料，孩子根据故事情境，拼贴出自

己心中的角色形象，或者孩子和父母合作创新玩具材料，还原幼

儿内心世界的形象，在过程中，亲子合作能力提升，亲子沟通交

往机会增多，家长发挥起作为幼儿第一教师的作用，承担起自己

的教育责任，促进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提升幼儿想象力和

观察力的发展。

（四）避免浪费，玩教具做与用相结合

为破解幼儿园教师花费时间和精力制作玩教具，应用频率不

高难题，幼儿园教师应该注重自制玩教具的使用，避免玩教具成

为只是可供观看的装饰性物品，发挥玩教具作用，激发幼儿探索

学习发展的兴趣，为幼儿主动学习创作条件。为此，第一，幼儿

园自制玩教具注重可探索性，近几年，教师在制作玩教具过程中

已经有引导儿童动手操作的意识，越发重视玩教具中儿童动手操

作，然而，幼儿可能在动手操作几步之后就放在一边，因此幼儿

园自制玩教具还需要进步，注重可探索性，激发幼儿在动手操作

中的兴趣，鼓励幼儿能够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第二，幼儿园

自制玩教具是辅助幼儿进行游戏，促进幼儿学习和成长的，需要

幼儿园教师将做与用相结合，避免为了做玩具而做玩具。幼儿园

管理层面需要转变观念，将幼儿园自制玩教具和幼儿园教学活动

相结合，不应该增添幼儿园教师的额外教学压力，也不应该花费

时间、金钱制作精美的展览品。例如，幼儿园教师和幼儿一起制

作“风力”玩具，通过扇扇子让底部气球上升，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保留多个进风口，这样多名学生可以合作扇风，增加玩具的可

探索性，培养幼儿合作交流的能力，同时，幼儿园教师可以播放

视频，让幼儿观看以往农村如何使用风箱做饭，激发幼儿的好奇心，

赋予有趣的玩具以生活的背景，不仅可以丰富幼儿眼界，使幼儿

了解老一辈人的生活方式，同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幼儿对玩具的

兴趣，使幼儿将玩教具的实际生活相联系，学习更有意义。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自制玩教具在幼儿教育中发挥重大作用，作为幼

儿教育的辅助手段和工具，能够为幼儿创造游戏条件，使幼儿在

学中获得学习和成长，同时还有助于传承传统文化，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目前，自制玩教具还存在教师积极性不高、幼儿参与度

不高、教师花费时间精力制作然而应用频率不高的问题，希望通

过培训教师，举办自制玩教具比赛；鼓励幼儿，培养制作玩教具

的习惯；家长参与，拓宽玩教具获取途径；避免浪费，提高玩教

具应用频率，充分发挥自制玩教具“寓教于乐”的作用，为幼儿

学习和成长提供物质条件和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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