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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学前教育这一个阶段对幼儿的身心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也明确指出

学前教育工作中一定要注重对幼儿玩教具制作技能方面的培养。本文主要结合幼儿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以及相关的教育要求，结合幼儿的身心健康发育特点，从学前教育专业玩教具设计与制作技能培养的重要

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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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前教育专业培养中，培养学生的玩教具设计与制

作技能，可以提高学前教育学生的综合素养，也是学前教
育专业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目前幼儿的整个发展信息
反馈中来看，玩教具在教育活动中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
对于幼儿的智力开发，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等多方面能力
的提升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为了
进一步落实幼儿教育指导纲要，就需要结合目前学前教育
的改革与创新，结合幼儿教学的特点，针对幼儿玩教具的
教学工作进行探讨与深入分析。 

1  幼儿玩教具制作的现状分析 

目前，从学前教育工作开展来说，越来越多的教育工
作者认识到幼儿玩教具制作技能培养的重要性，但从实践
教学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不同教育理念和实施方法异同等
问题。首先，目前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充裕，对于大部分的
家庭来说，如果孩子有喜欢的玩具，想要买玩具，家长朋
友们都会花钱给孩子购买各种各样的玩具，满足孩子的基
本需求。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父母，认识到玩具对于自己孩
子发展的促进作用之后，就会盲目购买不同类型的玩具，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量的玩具。当幼儿身边的玩具数量多
了之后，幼儿就不会珍惜玩具，在玩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
缺胳膊少腿的破坏性现象，这对于幼儿的整体行为意识培
养来说都不是有利现象。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目前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人
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很大一部分的年轻父母都会忙于自
己的工作，很少有时间能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于是会通
过给孩子购买玩具的方式，让孩子自己娱乐自己，这就缺
少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导致孩子仅仅是停留在玩玩具
的层面，缺乏更多心灵语言上的情感交流。这些玩具的教
育方式，已经脱离了玩具教育的初衷，这些购买而来的玩
具也不符合自制玩具的相关教育理念，对幼儿的动手能
力、思考能力、智力能力等多方面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教育
效果，这是目前玩具方面的社会现状。 

2  幼儿玩教具制作的重要教育意义 

幼儿教育自制玩具主要是通过利用各种废旧的材料

进行人工的创造以及再加工，使这一类的材料可以成为幼
儿的玩教具，这对于幼儿园的学前教育工作开展来说有着
重要的意义。由于幼儿年龄较小，自制玩具的过程主要通
过老师的引导与协助，通过将各种废旧材料进行再创造，
将这一类的材料制作成幼儿的自制玩具，这样的过程对于
幼儿的动手能力以及思考能力培养来说有着促进的作用。
特别是对于一部分比较忙碌的父母来说，通过自制玩具的
方式，可以使幼儿的身心健康得到全面发展，这也可以使
幼儿与自己父母的相处时间更长。家长朋友们可以在幼儿
自制玩具的过程中，引导幼儿一步步改良玩具。 

幼儿在自制玩具这一个创造加工的过程关系中，提
升了幼儿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同时在自制玩具的过程
中，需要通过幼儿想象，尝试改进不同的方式，提高幼
儿的综合素质，这也是目前教育的一个重要改革的方向。
自制玩具需要丰富的生活经验作为基础，要求幼儿在平
时的生活中多注意观察自己身边的事物，提高自我的观
察能力。玩教具的功能可以在幼儿玩耍的过程中提高幼
儿的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幼儿在任何活动中，
都可以看作是玩的过程，也可以看做是探索世界的过程，
玩教具作为一个媒介的作用，在幼儿玩耍的过程中，让
幼儿掌握玩教具本身的特点，包含大小、颜色、软硬、
光滑、粗糙等不同的特性，熟悉自己周围的环境，提高
社会认知的能力，这就是自制玩教具对于幼儿综合教育
的实践意义。 

3  学前教育专业玩教具制作技能培养的方式 

3.1  自制玩具应该与时俱进，做好创新 
在学前教育这一个阶段中，为了进一步加强幼儿制作

玩具的能力，从不同的实践角度进行创新，教师应当总结
教学的经验，其中，玩教具设计制作的与时俱进性要在教
学工作中开展，这是时代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在玩教
具设计制作的材料选择上应该与现代技术结合，随着时代
教育的不断发展，教师针对学前教育做出的教学创新以及
改革也存在不同的区别。例如，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学前
教育阶段中，人们流行制作衣服，会剩下大量的衣服边角
料，这些边角料可以在学前教育中通过自制玩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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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制作出一系列的布艺作品，满足当时教学需求。但
从今天的教育发展来看，人们对于学生的自制玩具教育要
求不断改变，相关的教育理念也存在变化，生活质量不断
提升，因此在现今的幼儿园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迫切需
要学前教育工作者注重自制玩具的材料属性和设计方法，
这需要提升教育教学中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 

从目前幼儿园的空间墙饰来看，开始出现大量的新型
材料，在价格上、环保上以及性能上都趋于优化。学前教
育专业在前期专业培养上要注重材料市场前沿性问题。学
前教育专业的专业培养中需要紧跟时代教育的发展趋势，
做好这方面的创新教学工作，提高教学的效果，使整个教
学课堂与时俱进，灵活多样。 

3.2  自制玩具应该灵活多样，因地制宜 
在幼儿自制玩具的设计制作中，教师应该关注不同地

区的玩具制作特色，因地制宜地进行教学工作的创新与改
革，客观选择幼儿自制玩具的材料，结合幼儿身边的社会
环境，做好这方面的教学与创新。根据不同地域相关文化
的特色特点，开展不同乡土材料的玩教具制作教学，例如，
在沿海地区可以选择鹅卵石、贝壳等不同的原材料，进行
自制玩具的教学，如何用这些自然的材料进行玩具的设
计，做好玩教具的创新，这也是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
重点关注的相关内容。在农村地区可以选择当地的农作
物，农产品制作玩具，这是一个地域特色的创新方向。 

例如，在秋天丰收的季节中，教师可以结合秋天丰收
的种子，用不同种子的颜色，指导幼儿拼贴五颜六色的贴
画，这就是一种因地制宜的自制玩具教学的模式。当然，
教师和幼儿在整个自制玩教具活动开展的过程中，需要按
照不同的层次表现出自制玩教具的特殊意义，在农村条件
允许的区域，可以自制一些不同的原材料及工具，如独轮
车、民间剪纸、民间游戏、饮食等等，非物质文化也是玩
教具设计的一项主要内容，如皮影戏、地方节庆等；例如，
小时候玩的游戏“东南西北”可以借鉴剪纸艺术、纸艺粘
贴等方法进行分解组合设计，同时与狐假虎威故事结合，
进行角色表演；如图 1（东南西北的原型）、图 2（在原型
进行添加粘贴的作品）、图 3（在原型上进行改创的作品） 

图 1  “东西南北”原型  图 2 老虎     图 3 狐狸 
玩教具设计制作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保持因

地制宜的态度，从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进行学前教育教育
教学的创新与改革，落实到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工作中。 

3.3  玩教具制作应该具有包容性 

玩教具设计制作应该具有包容性，结合不同的学科，
不同的教育理念，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例如，学前教育

课程教学中关于健康类玩教具的设计与制作、语言类玩教
具的设计与制作、科学、生活、艺术玩教具的设计与制作

等这些内容所涵盖的学科就各不相同，我们需要用从不同
的角度进行理解和运用，在健康类玩教具中体育活动和精

细活动成为主要内容，借助跑、跳、投、掷、钻、爬、抓、
握等内容，从生理学角度让孩子训练大小肌肉的灵活性；

在语言类玩教具中，我们设计相关角色进行场景环境设
计，在拟态环境和真实再现中让幼儿训练语言的协调性和

思维拓展能力；在科学玩教具设计制作中，运用力学、物
理学、化学等内容进行设计制作，让幼儿在玩中感受科学，

在操作中探知科学；在艺术类玩教具中提升幼儿的美育知
识，在生活中感知美好。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可结合学生生活中常见的相关原
材料。例如，针对袜子这一个生活中的必需品，如何通过

袜子制作相关的玩具，这就是一种创新的教学理念。袜子
这一系列的生活必需品随处可见，学生可以利用不同的生

活必需品，制作一些小的玩偶，这一系列的材料相对来说
价格比较低，适合学生使用以及动手操作。在布艺玩教具

制作课程中，教师应该重点关注学生的创新以及动手操作
能力，因为目前存在部分学生娇生惯养，自己的生活受到

父母过多的照顾，就不会注重自己动手能力的提升，再加
上教科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都靠近传统民间工艺和学生

的实际动手能力连接不太紧密，因此教师在教学中没有很
好的方法去引导学生动手操作与实践。整个幼儿园教学活

动，玩教具的制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教师可以亲手
制作幼儿活动的玩教具，也可以与幼儿一起完成设计与制

作，也可以结合不同的材料，让幼儿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
进行设计制作，由此提高幼儿的动手能力，以便达到相应

的教育目标。 

4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玩教具制作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幼儿
的动手实践操作能力。教师应该结合幼儿的身心发育健康

特点，从不同的角度融入玩教具制作技能的教学模式，提
高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在不同玩教具制作活动中，给

幼儿进行相关指导，提高幼儿的实践动手能力，满足现代
幼儿教育环境的综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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