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8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学前教育是教学的一个基础阶段，为了给孩子的成长打好基
础，对于这一阶段的教育需要格外重视。而玩教具则是提升教
学效率与质量的必要工具，能够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激发孩子
的学习兴趣。在社会广泛宣传非遗文化的趋势下，我们需要结
合非遗文化教育这一主题，思考学前教育的玩教具应用，这是
关系到教学发展的课题。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以及意义探讨
依照我国的物质文化遗产法规界定标准来看，非物质文化遗

产主要是指民族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
相关的实物、场所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范围十分广
泛，包括传统美术、书法、音乐形式 、传统体育与游艺、传
统节庆、礼仪等等，涵盖多个领域、包含多种形式。物质文
化遗产是获得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人，国家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或是利用其它帮扶措施，例
如协助宣传等等，促进非物质文化的普及传播，可见国家对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十分重视的。非文化遗产见证着民族的
文化发展，是全民族、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的文化宝藏，其传承
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注，而教学领域则是宣传非遗文化、培养
非遗文化人才的主要阵地。新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渗透，
应当从娃娃开始，学前教育阶段则是开展非遗教育的黄金时期。
在实际开展非遗教育的过程中，对于玩教具的运用，是培养孩
子动手实践能力的必要条件，为了保证教学效果，我们需要从
玩教具这一切入点去思考非遗教育的创新。

2  学前教育中非遗教育开展面临的难关
非遗文化是我国社会千年发展留下的珍贵宝藏，其形式具备

多样化的特征，并且具备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以及价值。非遗
文化融入幼儿活动教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也具有一定的民族性
及地方性，这对幼师的综合素质有相当大的考验，需要深入了
解其文化背景，研究其科学知识，化繁为简，从幼儿的视角出
发，挖掘其趣味性，配合学前教学目标，用简易的工具材料将
之制作出来；愿景很好，但是许多非遗文化技艺的难度很高，所
以部分教师便会认为所有的非遗文化项目都不适宜加入到学前教
学内容中，而不去进行进一步探索，不去深入了解。这说明部分
教师对于非遗文化教学的认知是十分笼统的，这对于非遗文化在
教学当中的融入十分不利。

作为新时期的幼师，在幼儿园弘扬和实践优秀非遗文化是时
代的责任。因此，幼儿教师既要践行中华优秀非遗文化传承发展精
神，又要增强师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出贡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经久不衰；它是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精神命脉，这也是新时期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基于玩教具应用思考学前阶段非遗教育的开展
3.1做好玩教具质量筛选以及使用监管
我国的许多非遗项目教学都是需要借助专门的材料与工具去

完成的，但是许多对于成年人来说无害的东西，对于孩子来说却
蕴含着安全风险。例如制作木板年画所用到的拳刀，孩子在使用
时，如果孩子对于力度的把握不当，便可能因惯性而受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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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玩教具在学前教育当中的应用，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培养孩子学习兴趣的必要条件。而非遗文化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
宝藏，其在学前教育当中的渗透，则是培养孩子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承意识的必要途径。本文基于学前教育中玩教具的应用思考非遗
文化的融合应用，望对这一话题的广泛讨论能够激发教师的教学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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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教师不但要把好质量关，确认拳刀不存在锈蚀、把手处松动等
问题，同时还要手把手引导孩子学习掌握下手的力度与方向等，
在孩子实际操作的时候，应当在旁观察，在发现危险时要第一时
间给出提醒，保护孩子的安全，是教育活动的基本底线。

3.2体现玩教具的趣味性
孩子的兴趣，是其学习的动力，在开展非遗教育时，更要重

视对于趣味性的体现，激发孩子对于非遗项目的兴趣。而在玩教
具上做文章，则是体现非遗教学趣味性的有效手段。例如皮影戏，
是很容易吸引学生的一种艺术形式，而皮影戏最主要的趣味体现
便是在其工具上，教师为了吸引学生，为了让皮影人物与场景更
加有趣，可以选择自主制作，可以将班级当中的孩子们制作成皮
影人物，这回很快吸引孩子的关注，让孩子感到十分有趣。简而
言之，教具的合理运用不但要重视安全，同时也要重视乐趣。

3.3利用玩教具鼓励师生共同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是需要以创新为驱动力的。在保护

文化核心的基础上，传承者要懂得适当创新，将自己的创意以及
情感融入进去，才能够让非遗项目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与活力；
为此教师在引导孩子学习非遗项目时，必须要勇于激励孩子的创
新。如提线木偶，古称“悬丝傀儡”，是中国传统木偶戏的类型之
一；木偶作为戏剧性的表演，出现在汉代，表演时，演员在幕后
一边操纵木偶，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生动有趣的的人偶造型
及可操作性往往最能吸引孩子的喜爱，探究其造型特点，我们可
以用纸筒做身体用麻绳做四肢，在纸筒上粘上头部，用一次性筷
子做成十字架形的操作架，四肢末端绑上鱼线连接操作架，一个
活灵活现的提线玩偶就完成了；我们还能进行造型拓展，把线换
成可弯曲的吸管，用纸杯做玩偶的身体，底部和纸杯上面的两侧
各挖一个孔，再将三根吸管粘贴在一起，左右两根吸管尾部略短
一些，穿过纸杯的底部，左右两根略短的吸管各自穿过身体两侧
的小孔做玩偶的手，最后在绑在一块的吸管上粘贴玩偶的头部，
两条手上粘上手掌，一个上下拉动会打招呼的玩偶的制作好了。
简而言之，非遗的“火焰”，需要以创新为“柴”，才能长久燃烧
下去，幼师与孩子们的共同参与，不仅能锻炼动手、动脑能力，更
能培养出更多非遗文化的传承者。

4  结语
非遗文化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延续至今，对于人类社会的

文化发展一直有着重要影响。而在早期教育中，非遗文化的渗透
却并不深入，这是当前我国学前教育需要警惕的问题。故上文基
于玩教具的应用针对学前阶段非遗教育展开了探讨，望非遗文化
的传承之路能够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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