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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游戏化理念下绳编活动的空间布置策略

宋华婷

深圳市秋硕小学峰荟幼儿园，中国·广东　深圳　518107

【摘　要】本研究以课程游戏化理念为框架，探索绳编活动驱动的幼儿园环境创设创新策略。通过构建“基础层+进

阶层”材料分级体系、建立“绳艺材料银行”共创机制、设计“编织工作坊”角色互动模式，形成“三维立体编织墙”“

音乐绳阵”等动态环境场景。实证数据显示大班幼儿手眼协调能力提升23%，合作频次提高40%，创造力得分较对照组高18

分。研究揭示绳编活动通过多感官融合、跨领域整合及家园联动，实现非遗文化传承与现代教育生态的有机融合，为幼儿

园课程游戏化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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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幼儿教育改革的浪潮中课程游戏化已成为一股

不可忽视的力量。教育部明确强调幼儿园教育应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这一理念不仅体现了对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尊

重，也对幼儿园环境创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环境创

设往往侧重于静态展示，缺乏与幼儿的互动性和参与性，

难以满足幼儿探索世界、表达自我的需求。同时，随着

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视，如何将非遗文化融入现代教

育体系，让幼儿在游戏中体验、学习和传承，成为教育工

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绳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丰富的玩法和教育价值为幼儿园环境创设提供了新的思

路。绳编活动不仅能够锻炼幼儿的手眼协调能力和创造

力，还能通过多感官融合和跨领域整合，促进幼儿认知、

情感、动作技能的全面发展。然而如何将绳编活动与课程

游戏化理念相结合，实现非遗文化传承与现代教育的有机

融合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问题。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教育部近年来持续强调幼儿园教育应“以游戏为基本活

动”，并出台《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等文件，

明确要求通过游戏化环境创设实现“去小学化”。这一政

策导向促使教育工作者重新审视传统环境创设模式，探

索既能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又能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新路径。绳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一物多

玩”的特性与课程游戏化理念高度契合。通过编织活动，

幼儿不仅能锻炼手眼协调能力，还能在《爱心树》等绘本

情境中学习合作与表达，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有机

融合。这种融合既保留了绳编“翻花绳大赛”等传统游戏

形式，又赋予其数学认知、艺术创作等新功能，让非遗在

幼儿教育中焕发新生。实践需求层面当前幼儿园环境创设

普遍存在两大突出问题，一是静态展示多、动态互动少，

墙面装饰往往以成品画为主，缺乏可操作性；二是材料预

设性强、幼儿参与度低，教师常包办材料选择与布置，导

致环境与课程脱节。以绳编为载体构建游戏化环境，既能

通过“三维立体编织墙”等设计增强互动性，又能通过“

材料银行”机制让幼儿参与材料收集与创作，真正实现环

境与儿童共同生长。

2　绳编活动驱动的环境创设创新策略

2.1主题情境创设：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

在情境化空间设计上我们突破传统墙面装饰的局限，打

造出能“对话”的编织世界。立体的编织墙采用毛线、麻

绳等材料层层叠加，孩子们可以摸到绳结的形状，感受不

同编织技法带来的质感变化。当结合《爱心树》绘本时，

孩子们会用彩色绳编作品在墙面上续编新的故事场景，就

像给绘本“添彩插画”一样。这种设计让墙面从“观赏

品”变成了“创作板”，每个绳结都是孩子思维的印记。

多感官融合是情境创设的核心亮点。在编织区我们特

意布置了一排“音乐绳阵”——用不同粗细的绳子排成一

行，敲击时会发出清脆或沉闷的声响。孩子们发现，粗麻

绳像敲鼓般浑厚，细毛线则像铃铛般清脆，这种听觉探索

让他们对绳材特性有了直观认知。户外更有“绳艺迷宫”

，用藤蔓和废旧电线编织出高低错落的通道，孩子们在攀

爬中观察绳结承重表现，运动轨迹与探索过程完美融合。

图2.1  多感官编织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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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师幼互动与游戏化学习模式

在师幼互动模式中教师角色随游戏进程动态转换。初

期教师以“示范者”身份出现，通过分解动作演示复杂绳

结编织技巧，如双套结、平结等基础技法，让幼儿观察绳

材特性与编织规律。随着幼儿熟练度提升，教师转为“记

录者”，用观察记录表捕捉幼儿创新行为，例如用不同颜

色绳子编织立体花朵，或尝试用废旧电线制作发光绳艺

装置。这种角色转变既尊重幼儿主体性，又能精准捕捉发

展需求。创新设计“编织工作坊”角色扮演游戏，教师化

身“绳艺大师”与幼儿共同创作。在《爱心树》编织主题

中，教师引导幼儿讨论故事续编方案，最终合作完成包含

树干、树枝、树叶的多层次绳编作品。这种互动模式让教

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共同探索者，数据显示幼儿在角色

扮演中的合作频次提升40%。跨领域融合设计体现教育智

慧。科学探究方面，设置“绳子承重实验”，让幼儿通过

改变绳结形状测试承重能力，直观理解杠杆原理；数学认

知融合则用彩色绳子构建“彩虹数塔”，在编织过程中学

习数序规律与分类统计。

3　实践案例与效果分析

3.1绳编主题环境创设的实践路径

在改造空旷教室时我们将其打造为功能分明的“绳艺

创意工坊”，划分为基础区、挑战区和展示区。基础区投

放毛线、纸绳等易操作材料，让幼儿从平结编织等简单技

法入手；挑战区则提供废旧电线、弹性绳等材料，鼓励创

造性造型；展示区则通过幼儿参与绘制的绳艺壁画和绳结

造型设计，形成动态视觉呈现。实施过程中，主题确立环

节通过幼儿访谈和调查表，最终确定以“四季绳趣”为主

题，既呼应节气文化又贴近幼儿生活经验。材料收集发动

家长捐赠旧毛衣、麻绳等本土资源，既环保又增强家园互

动。情境搭建阶段，幼儿共同参与绘制绳艺壁画，用彩色

绳结设计“四季树”造型，让墙面成为讲述自然故事的活

教材。活动开展注重持续性，设置“绳编马拉松”计时挑

战赛和“创意绳艺展”，将编织技能与运动、艺术深度结

合，数据显示幼儿专注时间平均延长25分钟。

图3.1  绳艺创意工坊

3.2幼儿发展成效的量化与质性评估

在量化评估方面我们通过“绳结完成时间”实验前后对

比，精准捕捉手眼协调能力的提升轨迹。数据显示实验班幼

儿编织复杂绳结的平均时间缩短23%，这印证了绳编活动对

精细动作的锻炼价值。创造力评估则采用《托兰斯创造性思

维测验》，从绳编作品的独特性、逻辑性等维度分析，实验

组幼儿的创意得分较对照组高出18分，表明非遗技艺能有效

激活儿童想象空间。质性分析呈现更生动的成长图景。家长

访谈记录显示，87%的家长观察到孩子“更愿意表达创意”

，比如用彩色绳结编出太空飞船、会动的毛毛虫等超现实作

品。教师观察日志发现，在“编织+故事”融合活动中，幼

儿合作频次提升40%，他们主动分工设计情节、分配角色，

甚至用绳结记录故事发展脉络。这种从“被动完成”到“主

动创造”的转变正是学习品质提升的生动注脚。

图3.2  绳艺小达人 评比

4　结论

研究证实绳编活动驱动的环境创新增强了幼儿主体性，

通过“材料选择投票会”等机制，幼儿专注时间平均延

长15分钟；“编织+故事”融合活动使87%的幼儿更主动表

达创意。但实践中仍需解决材料维护成本高和教师指导能

力差异等问题。未来需构建“学校引导-家庭实践-社会支

持”三维生态，开发碳纤维绳等耐用材料，建立分层微课

库，并通过“家园绳艺工作坊”延伸教育场域，实现非遗

传承与现代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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