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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巧用“废品”在手工制作中培养幼儿的创造性 
◆王丽娜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沙江中心幼儿园） 

 
摘要：手工制作是一种创造性活动，通过适合幼儿的学习形式培养其脑

筋、敢于探索、想象、动手的综合。手工制作一种创新性的教学手段，

尤其是巧用“废品”开展的手工制作，需要教师积极研究，大胆尝试，
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提高其创造性。本文论述了在手工制作中培养幼

儿创造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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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创造性来自于生活潜移默化的培养，对于幼儿的教
学，不能过于死板，避免扼杀幼儿的天性和潜力。作为一种安全
性高、具有趣味性和教育意义的活动，手工制作对学生的想象力、
创造力的发展都具体较大作用，教师应引导幼儿将废品应用于手
工制作中，进一步优化教学效果。 

一、改善教学环境，营造创造氛围 
在一定程度上，环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教学资源，能够帮助

幼儿降低紧张感，使其全身心地融入学习中。有利的教学环境能
够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建立起良好的学习意识，影响学生的学习
行为。手工制作需要的相关材料较多，教师应在空间、设施、活
动材料等方面应做好安排，有计划地进行投放，定期更换破损器
材，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发挥环境的渲染、烘托作用[1]。特别
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废品开展手工制作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废
物利用形成的手工品摆放在教师中，让学生感受到其精美，建立
起“变废为宝”的意识。 

例如，教师可以用手工制作的作品装饰班级，在门窗贴上“小
猫”、“小熊”等剪纸作品。创建班级的创意手工区，提供相关图
书和简易的废旧物品材料，将手工制作转变为一种日常活动，方
便学生在课间等空余时间进行创作。教师可以在窗台等处摆放手
工品，诸如紫菜干和海带干制成的花团、用鱼骨头支撑的挂坠等。
在学习环境的营造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提出意见，组织学生共
同布置，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潜力。 

二、丰富教学内容，广泛收集材料 
每个幼儿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受环境影响，其发展水平和

速度也是有差异的。教师在进行手工制作的教学时，应从幼儿的
实际情况出发，尊重不同学生的差异化发展，尊重不同幼儿的喜
好，按照实际情况设计教学内容和难度，满足不同幼儿的学习需
求。手工制作中利用废品，既及要求制作人具备一定的创造能力，
更要求材料多种多样，可被利用。因此教师有必要引导幼儿在生
活中进行材料积累，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一方面，教师要充实
教学内容，广泛应用各种素材，拓宽学生的思路，鼓励幼儿延伸
想象力，大胆创作[2]。另一方面，教师更要使教学内容贴合幼儿
的生活实践，可以引入更多具有当地特色的教学材料，激发学生
的创作热情。 

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欣赏牛奶盒制成的汽车、易拉罐制成
的火箭、绒线制成的毛绒娃娃等，也可以利用多媒体呈现出更多
变废为宝的视频，在将其作为指导教程的同时，进行拓展提问，
让孩子们讨论还可以利用哪些材料。教师要鼓励幼儿在生活中积
累手工制作的材料，去饭店吃饭时，可以将螃蟹壳带回来，去海
边游玩多收集一些贝壳，将材料清洗、消毒后，放入专门的箱子
中保存起来，方便手工制作时利用。 

三、组织实践活动，进行游戏教学 
幼儿的天性就是玩耍，手工制作教学可以利用游戏来增加课

堂的趣味性，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游戏教学是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的表现，在游戏中，学生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获得更大的
想象空间和创作机会。游戏教学可以活跃学生的思维，集中学生
的注意力，使手工制作取得更好的效果[3]。手工制作本身具有游
戏性质，利用游戏教学形式能够最大化的彰显手工制作活动的趣
味性，激发幼儿的兴趣。教师可以创设一定的情景，让幼儿代入
角色，在情境中建立起游戏兴趣，并建立起创作的意识，通过更
为直接的游戏体验来提升自身的动手实践欲望，提高幼儿的参与

性。 
例如，在组织学生利用废旧布料、塑料袋、废纸等材料制作

服装和饰品时，教师可以举办一场“舞会”，告诉小朋友，他们
是小王子和小公主，要利用材料制作参加舞会的衣服和装饰，将
自己装扮起来。这样一来，幼儿可以在“办家家酒”的游戏中产
生创作的动力，可以利用塑料袋做裙子、可以利用彩纸做帽子、
可以利用硬纸板做眼镜，从而极大锻炼了创新能力和动手实践能
力。 

四、强化交流合作，建立成功信心 
幼儿需要鼓励，教师应利用手工制作强化其自信心和荣誉

感，激励其不断进步。首先，教师可以组织集体活动，增加师生
之间、小朋友之间的互动。其次，幼儿完成作品之后，教师应适
时进行总结，在作品的颜色、整洁度、布局等方面进行指导，提
升学生的审美水平和制作水平，从而使其在肯定中建立起手工制
作的满足感和自信心[4]。另外，教师应组织评价，在自我评价的
基础上开展互评，鼓励学生相互提出意见，让学生在评价过程中
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学习其他小朋友的长处。这一环节既能培
养学生合作、审视自我等优秀品质，更能增加学生之间的沟通，
互促互助，实现共同进步。 

例如，教师可以组织“海底世界”的主题创作活动，让学生
利用海蛎壳、鱼骨头、螃蟹壳等进行手工制作。教师可与学生构
建海底世界的蓝图，进而教师要为幼儿分工，每一个孩子负责一
项内容，包括用贝壳搭建房屋、用螃蟹壳制作海底飞船、用鱼骨
制作障碍物等。合作完成大作品，能够让幼儿在相互交流和配合
中形成思维的碰撞，给予其更多思考的机会，充分发挥其想象力
与创造力，将更多“废品”变成创作灵感。 

结束语 
手工制作既具有丰富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教育教学意义，针

对不同的教育目标可以制定不同的手工制作教学内容。总之，教
师应不断尝试，注重积累，增加教学经验，改变教学方法，引导
幼儿有效利用“废品”，将其转化为艺术创作，感受到学习的乐
趣，从而通过手工制作实现幼儿的快乐学习、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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