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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民间玩具探析及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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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理工大学工业设计系  辽宁沈阳  110159） 

 
摘要：在东北地区，嘎拉哈游戏是一项童叟皆知，备受大众喜爱的游戏。

它曾经在广大东北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酒足饭饱后，人们总

是会聚集一起玩嘎拉哈，享受着嘎拉哈带来的乐趣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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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及众多家长对于儿童教育逐
渐重视，儿童玩具已有的的教育价值也在日益成为家长关注点所
在。玩具是娱乐性与教育性的完美结合,它让广大少年儿童在潜
移默化中学到了新的知识。家长在为孩子选购玩具时,大都会将
“益智”作为选择玩具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科技的发展,经济
的全球化,玩具产业的不断更新换代，为各位家长提供了更多可
供选择的玩具。中国传统益智玩具如孔明锁、七巧板,九连环等
都各特色。但是面对当今玩具市场的现状与需求,中国传统益智
玩具应在保留自身传统文化内涵与智力开发的优势的同时,与时
俱进。而东北地区作为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遗留下许多传
统民间玩具，因此我们团队对东北传统玩具进行研究及再创新设
计。 

就当前的玩具产品的市场来看，中国传统玩具的现状不容乐
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玩具的冲击，传统玩具的市场
一点点被压榨，生存空间十分堪忧。传统玩具因此开始降低成本，
但是同时带来的是质量的降低，传统玩具设计过于古板，无法吸
引消费者，因此传统玩具在走下坡路，针对此类问题提出几点一
件： 

（一）突出情感化建设 
情感化就是当使用者使用产品时能够体会到此产品表达出

的感情，并在之后可以意犹未尽。感情化设计也是包装产品的一
种方法使产品更加丰富，利用情感打动人。 

（二）加强个性化设计 
个性，个性亦称“人格”。指个人的精神面貌或心理面貌。

个性（人格）一词来自拉丁文“persona”，原指演员所戴的“面
具”，后来引申为人物、角色及其内心的特征或心理面貌。在心
理学中个性与人格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的玩具个性化设计
十分笼统，涉及以下几点：设计理论的更新，增加现代化设备，
传承传统文化等。针对中国传统玩具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传统玩
具与新兴科技相互结合. 

（三）在传统玩具上注入现代化设计 
21 世纪科技发展迅速，创新就是设计的灵魂所在，传统玩

具设计也是如此。创新点不仅要在材料、外观等方面，创新玩具
的玩法也是十分重要的。将玩具的玩法设计成消费者通俗易懂并
且有一定意义。从理论上来讲，玩具现阶段不仅仅有娱乐功能，
并且含有早教、开发智力、普及科普知识、净化心灵等诸多作用，
并且开发空间十分宽广。中国传统玩具大多数都是纯手工制作，
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新兴生产方式被用于玩具产业。 

（四）传承  
只有中国传统玩具跟上了时代的潮流才会被更多人认可，现

阶段科技发展迅速，特别是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发展迅速，
智能玩具也成为大众选择最多的。中国传统玩具所包含的传统知
识、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民族精神是其他玩具不可
能比拟的，我们要把先进的技术、现代的科技、中华民族的民族
精神融入到中国传统玩具中，只有这样中国传统玩具才能适应现
代市场，才能满足消费者，增加消费人群，让中国传统玩具发扬
光大。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关于东北玩具的文献资料极少。
东北中国近代发展不可忽略的一部分，玩具作为孩子成长中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对东北的传统玩具给予重视，不应让这
些传统玩具逐渐销声匿迹，应该努力将这些文化传承下去。目前
我国的玩具厂商大都面临着知识产权问题，没有自己的品牌，将
自己的很多商机拱手让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玩具有着极其

强烈的民族元素和文化内涵的，造成了这部分市场的空缺。这种
以制造为主的模式，使得我国玩具生产企业利润极低。 

如今人们生活形式上的变化并不代表着我们要在玩具设计
中对民间玩具的丢弃，相反，民间玩具给现代玩具的设计提供了
十分重要的立足点和更加广阔的思维构想，在进行着现代玩具设
计的同时。手工玩具悠久的历史中也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进化的过程。许多经典的
设计形式和文化标志，正在被重新审视并且被非常广泛地使用于
现代玩具中。研究民间玩具外形特点的意义并不是要去对传统艺
术、文化符号的简单继承与使用，现代玩具的设计不一定都要按
传统的审美标准去进行，而是在调查和研究传统形象的基础上，
逐步改造、变化和再设计民间玩具的过程，目的是让民间玩具成
为我们进行设计的一个新的出发点和创新点，这种设计的观点也
许就是中国人的一种习俗，也可能是对民间玩具最具代表意义的
图样、从而使设计师们找到二者的共通相似之处，以更符合现代
的审美意识来规划、调整设计。 

在东北地区，嘎拉哈游戏是一项童叟皆知，备受大众喜爱的
游戏。它曾经在广大东北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酒足饭
饱后，人们总是会聚集一起玩嘎拉哈，享受着嘎拉哈带来的乐趣
时光。 

最开始玩嘎拉哈游戏的多为狩猎民族，因此兽骨块与儿童们
的生活密不可分，易唤起儿童的好奇心和注意力，激发儿童去的
感受、观察、体会、记忆思考和联想等，倍受儿童们的喜爱。在
进行嘎拉哈预习的过程当中，儿童通过自己的肌肉运动情况感知
和认识活动，了解到身边物体的性质、特征、用途等。在认识到
各个独立物体的特性的同时也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各个物体之间
的联系以及相互作用。 

儿童相聚在一起玩嘎拉哈时，首先把各自的嘎拉哈撤在一
起，先计数出来嘎拉哈的总数，然后平均给每个游戏伙伴，这个
过程就需要儿童进行计算；在游戏过程中，每个人每次抓到几个
嘎拉哈和进行游戏的次序都要记下来，才能够保证游戏的顺利开
展。在游戏结束的时候，儿童还要去对自己的嘎拉哈数量进行计
算，来决定定胜负。在弹、抓、扔、接的过程中，儿童学锻炼出
了眼疾手快的行为，这很利于儿童智力的开发。其次，嘎拉哈游
戏锻炼儿童敏锐的观察力，促进其感知觉的发展。            

在进行游戏之前，儿童通常需要对参加人数、游戏规则、分
组任务等一系列活动进行规划与考虑，不断地提出问题并能够解
决问题，从而使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同时多人进行的游戏，
还能提高儿童的交际与表达能力，在进行游戏的同时，也对于儿
童的言语能力进行了开发与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