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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手工活动在幼儿园的重要性 
◆欧阳慧娟 

（杭州市朝晖新村五区幼儿园  浙江杭州  310000） 

 
摘要：学前儿童的手工教育活动与学前儿童的绘画教育一样，同属于艺

术创作范畴，包括泥工，纸工，制作，剪贴是学前儿童美术教育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幼儿利用各种手工材料，在一定的环境背景下或幼儿园

主题活动生成的一种活动，是教师引导幼儿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直接

用手操作简单工具，对各种形态的物质材料进行加工、改造，制作出占

有一定空间的、可视的、可触摸的多种艺术形象的一种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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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工制作活动的意义 
手工活动在幼儿园是比较受幼儿喜欢的一项活动，教师可以

从幼儿的经验、能力、兴趣、需要为出发点，生成手工制作的主
题，确定主题，让幼儿以看一看、摸一摸的方式加强对表象形体
的记忆，激发幼儿对制作的兴趣，培养了幼儿想象的能力。通过
手工活动制作，锻炼了幼儿动手动脑的能力，训练幼儿技能技巧，
眼、手、脑的协调运用能力以及培养幼儿观察、想象和创造思维
等各方面的能力。 

二、手工活动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现状 
学前儿童的手工教育活动与学前儿童的绘画教育一样，同属

于艺术创作范畴，是学前儿童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
在当下的幼儿园教育活动中，手工制作活动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很
好的体现，如在小班每个主题下只有一张或两张的手工制作材
料，平均两个星期轮到一次手工活动而且活动内容过复杂如：制
作小企鹅，它要求是把小企鹅剪下来用胶带粘贴成为一个立体的
企鹅，说起来比较简单，但对于小班的孩子，剪的时候要注意的
点有很多如：要沿边缘线，剪到脚时要注意拐弯把脚留在企鹅的
身体上，胶带要站在粘贴栏等，大部分教育者往往太过注重孩子
完成作品的速度而很少去讲解要注意的地，当孩子把作品呈现在
老师的面前，发现孩子小翅膀贴反了，也只会笑一笑的说你贴反
了，然后顺手把它贴正而已。由于班级生数过多，剪到胶水等工
具不足的情况下教师就会压缩甚至取消了手工教育活动的时间，
使手工制作活动在幼儿园中成了可有可无的兴趣活动，而现有的
手工活动也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手工活动对于幼儿来说是那么的重要，那我们怎样让手工活
动融入到幼儿的生活活动中呢？实施的对策如下： 

一、提供丰富多样的手工材料，调动幼儿制作的积极性 
手工的题材比较多如泥工，纸工，制作，剪贴，由此可见，

可以利用的材料非常的丰富，在巧手制作活动时，教师不仅要为
幼儿提供有层次性的操作材料，而且要为他们提供丰富多样的活
动材料，只有这样幼儿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的选择多种的辅
助材料制作出不同造型的作品了。如：在主题活动中制作《各种
各样的车》，幼儿在制作的时候，我们就提供有硬壳纸、牛奶箱、
纸盒（包括大小、形状不同的纸盒）等材料。并根据幼儿的需求
随提供所需的材料投给幼儿，指导幼儿根据自己的意图选择材
料。 

二、以强带弱，解决巧手制作的问题 
在主题活动的延伸部分会出现巧手制作，往往是为了巩固所

学的内容，这时我们是通过集体活动形式进行，在每次活动之前，
教师讲解活动的重难点，遇到孩子不易理解的部分，我们实行强
帮弱的模式展开活动，或针对某项技能进行小组式的练习或投放
材料至区角中有针对性的采用个别指导等等解决孩子们在制作
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增强自信心。 

三、把创造的余地留给幼儿，激发幼儿的创造性                          
在手工活动中，教师往往是先拿一个自己做好的作品，让幼

儿欣赏，激发幼儿想做手工的欲望，但是我们不能一味的让幼儿
模仿教师的作品进行制作，我们要注重引导幼儿可以尝试利用多
种方式进行制作发挥其想象力大胆去创造。 

1.丰富幼儿生活经验，为幼儿提供创造的源泉。 
由于幼儿年龄较小生活经验和知识经验储备不足，创作内容

单一范围较窄。因此，在巧手制作活动之前教师就应注意帮助幼
儿积累经验，如：在制作《海底宝宝》活动中可以利用视频播放
有关海底世界的动画让幼儿观看，为了巩固海底宝宝的形象，可
以把里面的动物形象挑出来如螃蟹，让幼儿了解螃蟹 突出、
明显的特征是什么，然后通过讨论，螃蟹的大夹子是什么形状的，
它和其他的夹子有什么不一样，再让幼儿通过图片一起讨论螃蟹
的身体和其他的小腿分别需要什么材料这样间接的培养幼儿的
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比较能力，让幼儿积累更多素材，为创造
提供方便 后，引导幼儿进行亲子动手操作看完动画可以让幼儿
把自己喜欢的海底宝宝画下来，加深印象， 后引导幼儿进行实
际操作解决技能问题。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引导幼儿不会局限在
自己的小世界里，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让幼儿养成了对周围事
物观察、探索的习惯。通过观察，让幼儿获得大量的感性认识，
积累更多的经验材料，为日后创造性的活动打好基础。 

2.把创造的余地留给幼儿。 
幼儿掌握了一定的技能，积累了一定的感性经验，经过老师

的启发和指点，幼儿便能插上想象的翅膀，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作
品来。作为教师我们不能教给幼儿制作的方法，应该让幼儿自己
去发挥想象，合作创造作品。例在进行制作蝴蝶的活动中，教师
只讲解粘贴的问题，其他的就由孩子自己去发挥，而不是单一的
只教会幼儿制作蝴蝶。 

3.正确评价幼儿制作的作品 
幼儿肌肉发育不成熟，小手总是不听使唤，因而幼儿的作品

不可能像成人的作品那样技术精湛。因此，教师在评价幼儿的作
品时，要看到即使其制作还不十分完美，但只要构思新颖，有创
造性，材料运用恰当，情思与技巧达到意趣天成，就应该算是佳
作。那种以制作技能技巧水平高低为标准来衡量幼儿的手工作品
水平的做法是不妥的。 

在小结环节，教师要认真把握好评价的环节，根据幼儿的实
际水平，对能力强的幼儿给予肯定，对有进步的幼儿要给予表扬，
对能力较差的幼儿要给予鼓励。这样，使每个幼儿都对自己有信
心，对制作活动有兴趣。新《纲要》对幼儿作品的评价也进行了
较深入的阐述。新《纲要》指出，教师在对手工作品进行评价时，
在注重结果的同时更应注重幼儿的探究过程。因此，教师在评价
幼儿作品时力求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在学习过程中幼儿是否有
明显的探究兴趣。第二，幼儿是否能认真倾听同伴的不同想法，
接纳和吸收同伴的合理意见，修正或完善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有
必要时是否会寻得教师或同伴的帮助。第三，幼儿是否不怕失败，
不断尝试，在创作中幼儿是否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样的教学评价
才能真正促进幼儿能力的提高，发挥评价的教育作用。 

总之，幼儿园巧手制作水平的提高，为幼儿的想象力、思维
力、创造力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教师应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地
引发幼儿参与巧手制作活动的学习动机，使幼儿园的巧手制作活
动能更好地发挥其教育作用，全面提高幼儿园巧手制作活动的质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