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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中环创手工作品教学法研究 
张雪梅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24000） 

摘要：在展开环创手工教学时，幼师要从孩子们的实际情况出发，设计的教学任务和采取的教学模式都要科学合理。这样的背

景下，幼儿就手工制作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模式才会慢慢建立认识，思维也会逐渐灵活，大家可以在不断探究的背景下感受到手工制

作的乐趣。要合理把控环创手工难易度，将生活元素和教学进行结合，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注重教学方法和技巧的选择。本

文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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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创手工教学具备很重要的实践意义，不仅是幼教的一种典型

构成，也是锻炼幼儿智能与思维能力，强化幼儿动手训练的一种方

法。在展开环创手工教学时，幼师要从孩子们的实际情况出发，设

计的教学任务和采取的教学模式都要科学合理。这样的背景下，幼

儿就手工制作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模式才会慢慢建立认识，思维也会

逐渐灵活，大家可以在不断探究的背景下感受到手工制作的乐趣。

这才是一种良好的教学积淀，在这种积极愉快的氛围下，幼儿不仅

就环创手工课程的参与兴趣更高，大家也会慢慢做出一些优质的手

工作品，这才是环创手工课程教学要取得的良好效果。 

一、环创手工教学的意义分析 

1. 激发幼儿思维创新 

环创手工教学有很多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基于环境改造和

美化为出发点展开的各种手工制作，这可以让幼儿的思维得到极大

的发挥，大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能够在这些手工制作中得到体

现，创新思维也可以收到良好激发。在具体的手工作品的制作中，

幼儿会通过发散思维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锻炼自己的主动思考能

力，然后通过自己操作，制作出自己想要的手工，或者是完成教师

让制作的物品。这一过程能够让孩子充分的发挥想象，让大家思维

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有很好的表达。此外，手工制作本身就有一定的

开放化色彩，幼儿可以对提供的材料和工具展开多样化利用，能够

产生很多新颖有趣的作品。合理的展开手工作品教学不仅能够培养

幼儿参与的兴趣，这也是让大家的思维创新能够良好发挥的教学过

程。这些都是幼教阶段要着重发展幼儿具备的思维能力，合理的展

开环创手工作品教学会很好的促进这些教学目标的达成。 

2. 培养幼儿动手能力 

环创手工制作有较大的开放化色彩，幼儿可以制作的作品无论

在类型还是功用上都各不相同。这可以让大家展开丰富多样的动手

探究，对于锻炼提升幼儿的动手实践能力能够起到很好的推动效

果。现在的孩子在家里都是娇生惯养，尤其是隔代照顾，让当下的

孩子严重缺乏主动动手能力。在幼儿园开设手工制作课程让孩子体

会到自己完成任务的兴奋感，从而从小培养孩子独立完成任务的优

秀品质，将来自己长大后也能够独立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从而

有效的减少对家庭的依赖，让幼儿养成良好的习惯。不仅如此，环

创手工制作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因此，幼儿可以做各种探索与尝

试，动手能力的锻炼也会非常充分。这样才能够让幼儿更加喜爱手

工制作课程，能够加强幼儿动手能力的培养与锻炼。 

二、环创手工作品教学有效策略 

1. 合理把控环创手工难易度 

首先，幼师要合理把控手工作品教学的难易程度，设计的教学

目标和具体的教学任务要从幼儿的实际水平出发。以环境创设为主

题展开的手工制作在形态上可以非常多元，不同的制作任务在难易

程度上差别也很大。在进行手工制作的课程中，幼师一定要把握好

难易度，因为如果制作任务太难就会打击孩子的积极性，如果太过

容易，又让孩子们早早的完成制作，不能够充分锻炼自己的主动思

考能力。幼师可以首先确立明确的手工制作主题，在这个背景下充

分参考幼儿的认知水平和动手能力，然后灵活设计手工制作的内容

和要求，让幼儿加以尝试。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幼师还可以结合

幼儿的完成情况合理进行制作任务的调整。比如，设计的手工任务

幼儿如果普遍难以完成，或者完成的障碍很大，幼师就可以将任务

进行拆分，降低其难度。如果手工作业相对简单，很多孩子很快就

完成了制作任务，幼师则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更复杂的任务让大

家尝试与探索。这会让设计的制作活动更贴合幼儿的实际水平，起

到的训练效果也更为直观。 

比如，在以国庆节为活动主题，让幼儿根据这个主题设计环境

创设手工时，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展开，对于老师提供的各种

素材和工具也不知道可以如何使用。看到孩子们遇到了较大的瓶

颈，这是幼师可以及时进行指导。首先，老师要让大家对于环境装

点的主题非常清楚，要让大家认识到国庆节的含义，在这个基础上

幼儿的思维才会更加灵活，也会慢慢想到一些相应的手工制作的切

入点。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思维慢慢变得活跃，也能够找到一

些制作的切入点。就这样，手工课程逐渐变得生动有趣，大家也能

够感受到活动的乐趣，这才是一种更好的手工制作的教学方法。 

2. 将生活元素和教学进行结合 

环创手工作品的教学中，老师应当更多的从幼儿熟悉的事物出

发，让幼儿可以多利用各种生活化元素与色彩来进行手工制作。首

先，手工课用到的各种材料和工具可以来源于生活，老师可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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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从生活中搜寻一些基础的手工材料，比如，将家里不用的碎布

或者是一些闲置的物品带到课堂上，用于手工作品的制作。不仅如

此，在考虑做什么作品时幼师也可以激发大家从生活中找灵感。这

会让幼儿进行手工制作时思维更加宽泛，也能够更好的找到各种切

入点。这样才能够促进教学效果的达成，让环创手工作品教学取得

更好的质量。 

将生活化元素引入环创手工课程可以发挥很好的教学辅助效

果。首先，通过制作一些生活中接触的事物，能够有效提高孩子们

的认知度，扩展孩子的认知面。在开设手工制作课程时，教师要积

极的进行引导，但是不要过分束缚孩子的思维。比如说，让幼儿园

孩子画鸡蛋，不能够规定孩子必须画成圆形或者是椭圆形，要让孩

子通过自己的认识画出鸡蛋的形状，才能够起到培养和开发思维的

作用。幼师还可以鼓励孩子们平时对于生活有细致观察，甚至可以

激发他们的一些思考，并且将这些要素和环创手工教学相结合。比

如，在制作一个特定的手工作品时，可以首先让大家思考在生活中

看到的这类物品是怎样的形态，结合幼儿头脑中的印象将这些内容

很好的呈现出来。幼师还可以鼓励孩子适当进行思维发散与创新，

不仅可以依照生活中的观察，也可以进行一些创新设计，让制作出

来的手工作品更有新意。这样的训练过程不仅能够起到良好的能力

培养效果，这也会让幼儿更喜爱动手过程，能够起到很好的教学推

动效果。 

3. 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在环创手工作品教学时，为了让教学的针对性更强，并且加强

学生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幼师可以合理利用一些教学辅助

工具。比如，在给孩子们将具体的手工制作任务，介绍相应的学习

主题时，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作为辅助。幼师可以给大家呈现事先

准备的课件，将各种生动有趣的画面和短视频呈现在大家面前。孩

子们看到这些内容后不仅会非常兴奋，大家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会

受到良好激发。这样的教学结合不仅可以让幼儿快速抓住手工作品

的主题，也能够让大家的思维活跃起来，让大家产生一些制作灵感。

这会形成一个良好的教学开端，可以让幼儿在环创手工作品的制作

中有更好的发挥。 

为了更充分的吸引孩子的兴趣，教师要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的

教学辅助设备，通过为孩子提供图像、声音、画面为一体的生动画

面，才能够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尤其是幼儿园的孩子还比较的小，

管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教师能够运用多彩的画面和丰富

的影像资料调动孩子的学习热情，并且利用这些生动直观的呈现辅

助手工制作任务的完成。这会起到很好的教学推动效果，会让幼儿

思维的发散性更强，能够做出各种生动有趣且具备想象力的作品，

这才是我们起到收获的教学成果。 

4. 注重教学方法和技巧的选择 

在环创手工作品教学时，教师应当采取合适的教学指导方法，

要充分从环创手工的特点出发，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实施策略。在

教学方法和技巧的选择上，教师要充分参考幼儿的认知水平和理解

能力，并且要了解幼儿的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选择的教学方法最

好易于幼儿理解与吸收，并且可以起到生动直观的对于幼儿的指导

效果。同时，设计的教学模式要生动有趣，并且要善于营造轻松愉

快的整体课堂气氛，让幼儿产生更强烈的学习参与热情。此外，为

了让幼儿动手能力的锻炼更充分，幼师可以确立非常明确的环境创

设主题，并且给大家就这个主题任务做细致深入的讲解，在这个基

础上让幼儿可以更好的理解手工制作的要求。这些都会起到良好的

教学实践效果，不仅能够打造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也能够对于幼

儿的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展开综合训练，是一种很值得尝试的教学

实施方式。 

在具体的手工课程的指导上，教师可以给孩子一定的提示，但

是也不能千篇一律，规定孩子必须要制作出特定的样子，这样才能

够激发孩子的创新思维，让大家展开自己的想象，培养幼儿动手探

究的好习惯。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教师不能够帮助孩子完成手工制

作，这样会让孩子产生依赖，或者是逃避责任，起不到应有的教学

作用。环境创设手工制作课程应当具备更好的开放化色彩，要给幼

儿提供更大的探究空间，让他们就环境的装点和打造有更充分的意

识。这样，幼儿在进行动手创作时才会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

大家动手的针对性更强，制作出的手工作品也会有更好的创意表

达。有效的教学方法和引导模式会让幼儿在环创手工制作中更好的

找到方法与路径，能够让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有更好的激发，

这才是应当取得的积极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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