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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儿童日常生活中精细运动技能的培养策略。精细运动技能对于儿童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日

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分析了精细运动技能及其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性。列举了常见的涉及精细运动技能的日常

活动，并深入分析了这些活动中技能的具体体现。为了帮助家长和教育者更有效地培养孩子的精细运动技能，提出了一系

列基于日常活动的培养策略，并详细描述了每一策略的实施方法。探讨了家长和教育者在培养过程中的角色，强调了他们

为孩子提供恰当的材料、环境和引导的重要性。本文旨在为家长和教育者提供实用的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在日常生活中

培养儿童的精细运动技能。

【关键词】：幼儿教育；儿童技能培养；精细运动技能

引言引言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现代儿童日常生活中的互动

方式和活动内容逐渐发生了变化。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精细运动技能对于儿童的成长和发展都持续起到了关键性

的作用。这些技能不仅关乎到孩子的物理发展，还与认知、

社交以及情感发展密切相关。培养儿童的精细运动技能可

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和参与日常生活中的多种活动，从

而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常常会参与各种需要精细手部动

作的活动，如系鞋带、涂色、搭积木等。这些看似简单的任务，

实际上对于儿童来说都是对其精细运动技能的锻炼和应用。

然而，在快节奏的生活和日益增长的屏幕时间影响下，我

们是否充分利用了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宝贵机会，帮助孩子

培养他们的精细运动技能呢？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策略有

效地培养儿童的精细运动技能。我们将从定义精细运动技

能的重要性开始，进一步分析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并

提出一系列基于日常活动的培养策略。希望通过这一研究，

为家长和教育者提供一套实用的指导原则，帮助他们更好

地陪伴孩子成长，使孩子在玩中学、在生活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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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精细运动技能定义

精细运动技能，又被称为细小运动技能或精细肌肉技

能，主要指的是使用小的肌肉群，特别是手和手指，来完

成具体的任务或动作的能力。这类技能涉及到的动作既可

以是简单的，如捡起一支铅笔，也可以是复杂的，如穿针

引线或绘制细节丰富的图画。

1.2 影响因素

生物学因素：基因和生理结构会影响精细运动技能的

发展。例如，某些遗传疾病可能导致神经或肌肉功能受损，

从而影响精细运动技能的培养。

环境因素：家庭和社会环境在儿童的发展中起到关键

作用。如果孩子经常有机会进行手部活动，如塑造黏土或

拼插玩具，他们的精细运动技能会得到更好的培养。

教育和训练：专门的指导和练习可以显著提高精细运

动技能。例如，绘画、手工艺和乐器演奏课程都可以锻炼

儿童的这一技能。

心理和情感因素：孩子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健康也会影

响他们的动作协调性和专注力，进而影响到精细运动技能

的表现。

1.3 儿童发展中的作用

精细运动技能在儿童的成长和发展中占据了举足轻重

的地位。以下是其主要的作用：

学习能力：书写、绘图和手工活动都要求孩子具备良

好的精细运动技能。这些技能有助于儿童在学校中获得成

功，尤其在艺术和手工艺课程中。

生活自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任务，如系鞋带、扣纽

扣或切食物，都需要精细运动技能。培养这些技能可以帮

助孩子培养独立性。

社交与情感发展：通过与其他儿童共同参与需要精细

运动技能的活动，孩子可以学习团队合作、分享和等待。

此外，成功完成任务还可以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认知发展：练习精细运动技能活动时，孩子的大脑得

到了锻炼，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观察力、分析能力和问题解

决能力。

总之，精细运动技能不仅对儿童的物理发展至关重要，

还与他们的认知、情感和社交发展密切相关。为此，应当

重视其在儿童日常生活和教育中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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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常见的日常生活活动

吃饭：使用筷子、刀叉或其他餐具，切食物以及涂抹

如黄油或果酱的动作。

穿衣：系鞋带、扣纽扣、拉拉链、挽袖子或调整衣物。

卫生习惯：刷牙、梳头、裁剪指甲以及洗手的手部搓揉。

书写与绘画：握笔、涂色、画线以及书写字母和数字。

玩玩具：操作积木、拼图、拼插玩具、串珠子或操作

动作玩偶。

手工活动：折纸、缝制、粘贴、剪切或制作各种工艺品。

家务：摆放餐具、折叠衣物、清洁或整理物品。

操作数码设备：使用触摸屏、按键盘、滚动鼠标或连

接电子配件。

2.2 精细运动技能在这些活动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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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眼协调：许多日常活动都要求手部动作和眼睛的观

察紧密协调，例如在涂色或绘画时，孩子们需要确保笔触

落在正确的地方。

手指灵活性：系鞋带或扣纽扣时，孩子们必须使用他

们的手指进行一系列复杂、灵活的动作。

力度控制：当孩子们折纸、握笔或使用筷子时，他们

需要掌握适当的力度，既不能太大以免破坏物品，也不能

太小以免无法完成任务。

双手协同工作：许多任务，如穿鞋带或操作玩具，需

要双手协同工作。

细节关注：在手工活动或玩拼图时，孩子们需要对细

节给予高度关注，以确保准确并完成目标。

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这些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大量

的机会来锻炼和发展他们的精细运动技能。通过这些常见

的活动，孩子们不仅能够提高他们的身体协调性和手部灵

活性，还能增强对任务的专注和对细节的关注。

33 培养策略概览培养策略概览

3.1 基于日常活动的培养方法的优势

基于日常活动的培养方法意味着孩子在不知不觉中锻

炼精细运动技能，而无需额外花费时间和精力参加专门的

训练课程。日常生活充满了机会，孩子可以在各种场合和

时间反复练习和应用精细运动技能。这种方法帮助孩子们

理解和体验精细运动技能在真实生活中的应用，从而增强

其学习的意义和动机。日常活动往往涉及家庭成员的参与，

这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了共同参与和互动的机会，加强了亲

子关系。

3.2 培养的总体目标与策略框架

表 1 儿童精细运动技能培养的总体目标与策略框架表

目标 策略

提高手眼协调能力
利用拼图和绘画活动

鼓励日常生活中的手工制作

增强细致的操作技巧
学习握笔的正确方式

通过摆盘和家务活动练习精细技能

培养空间观念与构造能力
利用积木和拼图活动

自然环境中的探索和制作小工艺品

提高数字工具操作能力与认知
与智能设备的互动学习

利用特定教育软件进行学习

鼓励创意与创新能力
鼓励孩子进行手工制作

利用自然材料进行创作

目标：提高儿童的手部灵活性和协调性。加强儿童的

手眼协调和细节关注能力。培养儿童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效

能感，使他们能够独立完成更多的日常任务。通过日常活

动加深儿童对精细运动技能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的理解。

策略框架：

日常任务中的引导：识别日常生活中涉及精细运动技

能的活动，并引导孩子参与。例如，在家务活动中，鼓励

孩子帮助摆放餐具或折叠衣物。

提供恰当的工具和资源：为孩子提供能够锻炼其精细

运动技能的玩具和工具，如拼图、积木、手工材料等。

设置挑战与激励：根据孩子的能力设置不同难度的任

务，并给予适当的奖励和鼓励，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动力。

定期反馈与评估：观察并记录孩子在完成日常活动中

的表现，提供正面的反馈，同时识别需要进一步培养的领域。

家庭与学校的合作：与教育者和学校合作，确保孩子

在家庭和学校两个环境中都得到相应的指导和支持。

通过这一策略框架，如表 1 所示，我们可以确保儿童

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充足的精细运动技能的培养机会，同时

也为家长和教育者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指导方法。

44 具体培养策略分析具体培养策略分析

4.1 日常生活中的家务活动

做饭：让孩子参与简单的食材准备，如洗菜、搅拌面

糊等。教育孩子使用各种厨具，如勺子、刀具（在成人监督下）

等，增强其手部协调能力。

摆盘：鼓励孩子参与餐具的摆放，培养他们的空间观

念和对称感。通过不同形式的食物摆盘，激发孩子的创造性。

折叠衣服：教孩子正确的衣物折叠方法，培养他们的

细节关注和持久性。设定小挑战，如谁能折得最快、最整

齐等，增强孩子的参与度。

4.2 玩具与游戏

拼图：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选择适当难度的拼图。

通过拼图锻炼孩子的空间认知、耐心和细节观察。

积木：鼓励孩子自由搭建，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提供指导，使孩子能够按图纸搭建，增强其遵循指导的能力。

手工制作：提供各种材料，如纸张、胶水、颜料等，

鼓励孩子进行创作。教孩子不同的手工技巧，如折纸、编织、

塑造等。

4.3 自然环境中的探索活动

爬山：培养孩子的体能和耐力，同时锻炼他们的手部

力量和协调性。教导孩子安全技巧，如正确抓握、避免滑

倒等。

捡贝壳、石头：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和对细节的关注。

鼓励孩子对所找到的物品进行分类和描述，增强其观察和

分类能力。

制作小工艺品：使用自然材料，如树叶、枝条、石头等，

进行手工制作。培养孩子的创造性和对自然的欣赏。

4.4 书写与绘画

握笔的正确方式：教孩子正确的握笔姿势，确保他们

在写字或画画时能够更好地控制笔。定期检查和纠正他们

的握笔习惯。

细致的涂色：提供涂色书和绘画工具，鼓励孩子在涂

色时注意不超出线条。通过涂色活动培养孩子的耐心和细

致。



3

临床医学研究：2023 年 5 卷 11期 
ISSN: 2705-0939(Print); 2705-0475 (Online)

4.5 使用数码工具

孩子与智能设备的互动：选择适当的教育应用，鼓励

孩子通过触摸屏操作来锻炼其精细运动技能。设定合理的

使用时间，确保孩子的眼睛健康和全面发展。

特定的教育软件：选择与精细运动技能培养相关的软

件，如绘画、手工制作或动手操作的游戏。与孩子一同参与，

提供指导和支持。定期评估和选择软件，确保它们都是具

有教育意义和适合孩子年龄的。

精细运动技能的培养不仅仅是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的

必需，还能为他们的整体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有效

且多样化的培养策略，我们不仅可以帮助孩子们提高这些

技能，还可以确保他们在乐趣中学习，培养出积极的学习

态度。从家务活动到数码工具的互动，每一个环节都为孩

子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学习机学习机会。

55 家长与教师的角色家长与教师的角色

5.1 提供恰当的材料和环境

选择合适的材料：根据孩子的年龄、兴趣和技能水平

为其选择合适的玩具和工具，如拼图、积木、绘画用品等。

为孩子提供多种材料，鼓励他们自由探索和创作。

5.2 监督与引导

安全监督：在孩子进行某些需要使用工具或可能存在

危险的活动时，始终保持监督，确保他们的安全。教授孩

子如何正确且安全地使用工具和材料。

技能引导：观察孩子的操作，提供必要的技巧和指导。

在孩子遇到困难时给予鼓励和支持，帮助他们克服挑战。

为孩子设置小目标和挑战，鼓励他们步步为营，达到更高

的技能水平。

5.3 激发孩子的兴趣和参与度

了解孩子的兴趣：与孩子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在哪些

活动中感到最有兴趣和满足。根据孩子的喜好，为他们提

供相关的材料和活动机会。

提供正向反馈：当孩子在某一技能或活动中取得进展

时，给予他们正向的反馈和表扬。通过奖励或小奖品来鼓

励孩子的努力和成果。

与孩子共同参与：家长和教育者可以直接参与孩子的

活动，与他们一同学习和玩耍。共同参与可以增强孩子的

参与度，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

家长和教师在培养儿童精细运动技能中起到桥梁的作

用，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源、指导和支持，帮助孩子充分发

挥其潜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通过与孩子建立良好的

互动和合作关系，可以确保培养过程既有趣又有效。

66 结束语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儿童的教育和成长不再仅仅局限于

课堂。每一个日常细节，每一个家庭时刻，都可以成为孩

子们学习和成长的宝贵机会。精细运动技能，作为儿童发

展的基础组成部分，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培养。家长和

教育者应作为孩子的合作伙伴，引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发

现学习的乐趣，发掘自己的潜能。

本文通过对精细运动技能的探讨，希望为家长和教育

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让他们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为

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机会的学习环境。真正的教育不仅仅是

教授知识，更是培养孩子的观察、思考和实践能力，让他

们在生活中自如地运用所学，勇敢面对未来的挑战。

最后，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关爱和引导下，健康、

快乐地成长，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点亮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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