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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学研究前沿

以实践为导向的学前教育专业手工教学探究

陈文青

（泰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江苏泰州　２２５３００）

摘　要：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手工课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课程，但目前存在着学生美术基本功薄弱、学习缺乏主动性、教

学与幼儿园实践脱节的问题。提高学前教育专业手工教学水准，就要使学生充分认识手工课程的地位与作用，巧妙安排教学

内容，教、学、做一体化，让学生在交流展示作品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荣誉感，并通过实践基地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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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艺术装点着人们的生活，手工活动延续着

民间艺术的传承，而“在信息技术、科学文化和工业

制造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反而失去了许多与环境、

自然物质密切接触的机会，对自然世界的感受和感

悟能力逐渐退化。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为

什么我们及我们孩子的动手能力越来越弱？或许，

在这个时代，手工艺的传承与学习对我们更具有特

殊深刻的意义。”［１］为改变这种状况，在幼儿园阶段

培养孩子的动手操作能力、开展丰富的手工教学活

动已经成了一种趋势。因此，提高幼儿教师的手工

能力就成了当务之急，承担培养幼儿教师任务的高

校学前教育专业必须适应形势，加强手工教学的

研究。

一、手工教学的实践意义

学前儿童动手能力的培养对其身心成长起着重

要作用，在幼儿阶段，选择适当的手工内容，开展手

工制作活动，对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的价

值和意义。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儿童的智慧出在他

的手指头上”［２］。孩子在制作活动中，手脑并用，与

不同的材料互动，使用不同的手工工具，调动多种感

官参与，促进手眼配合，协调发展，这对于全面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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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智力，培养儿童的思维、想象力、创造力具有

深远的意义。

学前儿童的手工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手工技

艺，它更注重造型过程，而非造型的结果。１９世纪

末２０世纪初，手工作为课程在西方国家受到重视。

手工训练作为普通教育的一个要素的思想，最早是

由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约翰·朗克尔在１８７６年提出

来的。他认为：“手工课能够提供所有儿童都需要的

智力训练”［３］。伊丽莎白·皮博迪在《呼吁福禄贝尔

的幼儿园》中极力证明：“幼儿园是一种初级艺术学

校，它可以为工业艺术教育打下一个良好的基

础”［３］。意大利著名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在“儿童之

家”中采用手工训练，让孩子们“用自己的造型艺术

制作各种形状、各种色彩的东西，如各种陶器、水果、

鸡蛋等，５～６岁的孩子已经开始学习使用陶工旋盆

工作了”［３］。她认为“手直接和人的心理相连，不但

与某一个体相关，还与当时、当地的不同生活方式相

关。从历史的角度讲，手的技能和文明的发展紧密

相连。手表达人的思想，每一个文明时代都会诞生

典型的作品。手工技巧的发展与心理的发展同步。

投入智力越多，作品就越精致”［３］。“１９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的欧洲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的日本，对儿童

艺术教育，特别是手工教学的重视，其目的并非造就

艺术家或专业的手工艺人才，而是通过手工教育使

儿童的学习兴趣、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广泛提高和

迁移，使之成为社会要求的、多行业所需要的、具有

创新能力的可造之才。现在看来，其初衷和手工教

育的成效在当今世界的方方面面得以充分显现，其

工业设计的发达及制造业的繁荣无不与此有关”［４］。

可见，重视手工教育是幼儿园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

“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

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５］幼儿教育从业

人员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着幼儿教育的质

量。开展手工课程的教学，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是

幼儿教师应尽的义务。因此，幼儿教师必须具有较

高的手工技能和手工教学水平，担负培养幼儿园师

资任务的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在提高学生的手工能力

上责无旁贷。

二、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手工教学现状分析

手工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既承担

着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技能的任务，同时也

起着培养大学生审美能力、创造能力、自我服务能力

和良好道德品质等的作用。“学前手工是专门研究

学前手工制作特点、造型规律、表现媒材和学前手工

教育的一门学科，是从属于美术学科并具有独特造

型特点和表现手段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不仅具备美

术学的一般性质，更强调造型媒材自身特点的发挥

与利用”［１］。然而，在目前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手工教

学过程中，却存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１．学生美术基本功薄弱。普通高校学前教育专

业的生源具有多元化特点，学生来自教育发达程度

各异的不同地区，入学时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同学入

学前未接受过美术训练，构图、色彩、造型等基本能

力欠缺，在学习手工制作过程中的动手能力较差，制

作工艺粗糙，构思设计不够巧妙，造型缺乏美感。

２．学习缺乏主动性。不少同学对手工课程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不了解手工活动在幼儿园工作中的

意义，认为手工在幼儿园教学中的作用仅在于环境

美化，学不学手工对将来工作作用不大，因而在学习

过程中缺少积极性和主动性，对课程学习采取应付

态度，对教师布置的作业只是“交差事”，缺乏精益求

精的精神。

３．课堂教学与幼儿园实践脱节。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一般较注重利用各种材料开展制作训练，以培

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的制作技能，但忽视了

学前教育专业手工课程的根本目的，未能充分考虑

学生将来从事幼教工作的需要，将手工课程变成了

纯粹的制作实践课，未能将课程内容与幼儿园教学

实践相结合。

三、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手工教学水

平的对策

（一）师生达共识

要让学生学好手工课程，首先要使他们明确手

工活动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激发他们的

学习兴趣和学习欲望。教师在教学中，要通过各种

途径让学生了解手工在幼儿园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了解手工课程的重要性，让学生了解到手工教学是

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实践类基础课程，在学前教育

专业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了解到手工是幼

儿园教师必备的一门专业能力，在今后的幼教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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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手工课

程的热情。

向学生介绍手工的发展史，让他们了解人类早

期典型的手工制品已具有强烈的装饰美感，表现出

手工制品的艺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显著特征。伴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入，物质、精神的进

一步文明，审美意识的逐渐形成，手工产品及其形式

丰富多彩，制作工艺愈发精湛，各种手工技艺日臻成

熟、完善。我国国土广袤、民族众多、资源丰饶，加之

华夏儿女勤勉睿智、心灵手巧，传统的手工艺种类繁

多，技艺精湛，影响深远。像布艺、漆艺、刻绘、编结

等手工艺品，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堪称国之瑰

宝，为世人瞩目。

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和艺术品进行展

示，营造浓厚的艺术氛围，培养学生对各类手工制品

的兴趣，激发学生对手工艺品的热爱之情及学习制

作的欲望；通过展示幼儿园环境图片、带领学生参观

幼儿园，让学生切身感受幼儿园环境在教学中的作

用，对学生进行有关专业技能与职业关系的教育，使

学生认识到作为一名未来的幼儿教师，手工技能是

必备的素质之一。学生对手工课程的目的和意义有

了清醒的认识，开展手工学习就有了目的性和主

动性。

（二）内容巧安排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的

出台后，我国学前教育步入了科学化、优质化的发展

轨道。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教育部颁布实施《教师教育课

程标准（试行）》，幼儿教师面临着标准化、专业化和

科学化发展的新挑战。手工课程的内容安排要适应

新的形势，进一步强调传统性与时代性、基础性与多

样性、幼儿教师职业素养与基本教育技能训练的结

合，体现课程内容的科学性与创新性。

学前教育专业开设手工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

手工基础知识、具备基本手工造型能力，并能运用手

工技能技巧进行相关设计与制作，培养学生的创造

能力和综合设计能力，将来适应幼儿园的工作要求。

因此，为了突出课程的实用性与专业性，就从以下几

个层面确定学前教育专业手工课程的有关内容：一

是为幼儿园环境创设和美化装饰服务，能在班级创

设与主题活动相匹配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能就地取

材，巧妙利用各种废旧物品制作成节日活动、文艺活

动、游戏活动等所用饰物；二是制作直观形象的教玩

具，能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为幼儿提供丰富

的操作材料，确保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形象性；三是

在幼儿园区域游戏环境中，能根据各区域游戏的内

容和目标，制作和投放一些自制的游戏材料。

教学目标的准确定位是确立具体的教学计划和

内容的前提。手工制作课程应选择多种不同类型的

材料，讲授基础的制作方法和制作技巧，让学生自主

设计创造，不断提高制作技能，并能举一反三，学以

致用。学前手工的内容，从外形上来分，主要是平面

造型和立体造型两部分。为了强调课程的实践性，

增加学生制作活动的兴趣，要将制作内容与幼儿园

课程中的主题活动相联系，如在泥塑教学中，结合幼

儿园活动主题“动物世界”，激发学生塑造各种类型

的动物愿望，如森林中的动物、草原上的动物、海洋

中的动物，将作品组成丰富多彩的动物世界，增加了

教学的趣味性。

笔者根据幼儿园教学和环境创设中常用的材料

特点，对手工基础制作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归类（表

１），按阶段开展教学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表１　手工制作内容归类表

类型 平面造型 立体造型

纸造型
剪 （刻）纸、纸 贴

画等
折纸、纸花、纸雕塑等

布造型 布贴画、布嵌画 布挂饰、布制玩具

线造型 毛线贴画
皱纹纸绳制作：纸巾盒、

手包等

泥造型
浮塑：人物类、动物

类、风景类

圆塑：人物类、动物类、

日常生活用品类

自然物

造型

种子贴画、树叶贴

画等

各类水果、蔬菜拼接、雕

刻造型

综合材料

造型

石头画、牙签拼贴

画等

蛋壳画、各类废旧纸盒、

纸杯、瓶盖等制作

（三）教、学、做一体化

手工课程与其他课程相比较，更加注重培养学

生动手操作的能力，在达成各个单元的教学目标时，

也更强调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努力将教、

学、做结合起来，做到一体化。

教：教师在设计教学环节上要突出重点，要考虑

到所教班级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力水平，适当提供与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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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教学内容相关的范例，进行欣赏、分析和交

流，并现场示范。教师通过边示范边讲解，传授了制

作技能以后，要引导学生根据材料的性质进行创作

加工，让自己的作品具有个性，追求“传神”的境界。

如在泥造型单元，教师在示范的过程中讲解泥塑的

团圆、压扁、捏、嵌接等基本技法，然后确定主题，让

学生进行练习。学生练习时教师巡回指导，纠正学

生的方法，展示优秀的学生作品，激发学习兴趣，调

动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不断提高学生的制作

水平。

学：学生学习制作的过程就是主动性发挥的过

程。教学的目的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制作的方法，更

重要的是激发他们创造的意识和愿望，能举一反三，

灵活运用，充分发挥想像力，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

有的学生动手能力薄弱，造型能力缺乏，需要反复实

践和操作才能得到提高和发展。如在剪纸活动中，

教师示范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图案剪法，让学生主

动练习剪出多种纹样的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图案，

并能观察比较，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提升作品的艺

术品位。

做：手工活动的教学成果主要体现在学生作品

效果上，无论使用哪种材料进行制作，只有精工细

作，才能制作出较为成功的作品来。巧用材料、精心

制作是手工制作的基本要求。如蛋壳粘贴画、布贴

画等手工活动，对于每位同学来说难度不大，但要制

作出优秀的、具有较高艺术品味的作品，则需要付出

较多的时间与精力。教师在加强实践训练、培养学

生动手能力的同时，要注重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充

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创造出富有美感的作品。

教、学、做不是截然分开的环节，而是浑然一体

的教学相长的过程。只有教师的正确引导，才能激

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创作出一批又

一批的优秀手工作品。

（四）交流展示促提高

艺术创作是不断实践、不断积累的过程，在此过

程中，要展示自我、建立自信，注重交流与分享，激发

创作的热情和梦想，从而不断提升创作水平。手工

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平面作品，又有立体

作品；既有单一材料，又有综合材料，只要刻苦努力，

总会创作出比较优秀的作品。在教学过程中，通过

自评、互评、老师评推选出优秀作品，定期举行各种

形式的作品交流展示活动，在不同范围内举办作品

展览、将学生优秀作品在学院网站登载等形式展示

优秀作品，让学生获得成就感和荣誉感。这样做，能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热

情，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的创作水平得

到了提高，提升了教学的能效。

（五）实践基地苦练兵

学前教育专业以服务地方的学前教育和社会发

展为落脚点，培养能够把所学的知识技能运用到实

践中、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幼教人才，因此，特别强

调实践性。学前教育专业课程大多是以实践为导向

的，手工课程尤其如此。在教学过程中，要遵循教育

规律，制定技能培养与职业需要合理对接的可持续

发展的培养策略，除了要给学生提供专门的手工制

作室及进行幼儿园环境创设训练的实训室，让他们

按照幼儿园的环境创设要求制作系列教玩具、分游

戏区域进行设计布置之外，还应该加强与幼儿园的

联系，把学生带到幼儿园见习或实习，让他们了解幼

儿园的实际需求，甚至创造机会让他们参与幼儿园

环境创设，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真正能够做到学以致用。

手工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注重培养学生动手制作的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综

合应用能力，提倡“互动式”、“启发式”教学，引导学

生“探索性”、“创新性”学习。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

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巧妙安排教

学内容，采用多种实践形式，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

高学生的能力与水平，为培养未来的合格幼师而不

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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