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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玩教具设计课程存在教学内容陈旧、实训模式传统、教学形式单一等诸多突出问题，亟待改革。民间

玩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通过以传统文化为载体的多重课程目标构建，重整以民间玩具为源起的玩教

具课程资源，建立以实践为基础运用为追求的工作坊实训模式，倡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学-研-赛”三位一体的创

新教学方式，构建师、生、幼、园多维一体的教学评价，从而使民间玩具与玩教具设计课程深度融合，实现“文化自信”大背景下

的有效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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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Reform of Toys and Teaching Aids Design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Based on Folk Toys

CHEN Xia-xian
（First School of Preschool Education，Nantong Normal College，Nantong 226001，China）

Abstract:Due to many notable problems in toys and teaching aids design curriculum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a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level，such as outdated teaching content，traditional training mode and single teaching form，urgent reform is urgently needed.
Folk toys are an important part i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this paper reorganizes the curriculum resources of folk toy
teaching aids through multiple curriculum objectives based on traditional culture，establishes a practice-based workshop training mod⁃
el for application，advocates a student-centered，teacher-led“learning-research-competition”trinity of innovative teaching form，

and builds a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ed teaching evaluation of teachers，students，children，and schools. This paper helps to inte⁃
grate the folk toys with toys and teaching aids design curriculum deeply，and achieves the effective curriculum reform unde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Key words: folk toys; higher vocational preschool education; toys and teaching aids design; curriculum reform

一、提出问题

民间玩具指民间专供儿童玩耍游戏的器具，

它种类丰富，集民间美学、实用价值与地域文化

为一体，不仅能反映当地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

活中形成的民风民俗，还是当地儿童文化发展的

鲜活写照，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玩教具设计课程是各大高职院校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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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核心课程，它集造型设计、手工制作、教育

实践为一体，主要是以纸、泥、布以及竹、木等各

类材料，设计制作符合儿童年龄、心理发展以及

适合儿童教育教学活动、游戏开展使用的玩具和

教具。

当前国家大力倡导“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

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

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1］教育部提出

“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

材体系”［2］，《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

指出教师要“带幼儿观看或共同参与传统民间艺

术和地方民俗文化活动，如皮影戏、剪纸和捏面

人等”［3］48。江苏省于2021年11月出台的《江苏省

职业院校教材管理细则》明确提出“高职教育要

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4］。

在新时代背景下，用人单位对本课程的职前

培养和需求具有了更高的要求。如通过对南通

市区10所公办幼儿园、5所民办幼儿园、8家托幼

机构及南通县区10所乡村幼儿园进行本课程的

职前培养需求调研（调研情况如图1），发现文化

素养与专业技能的融合，尤其是幼教单位对传统

文化和课程教学相结合的需求显得迫切。以上

调研虽然只是本地区课程教学和人才需求情况

的调查样本，不能体现全社会的整体情况，但可

以看出社会对教师的技能及人文素养融合需求

迫切。

无论是因此，从国家政策引领、课程本身的

发展，亦或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看，由民间玩

具为主线引领的玩教具设计课程教学改革显得

迫切又紧急。它将打破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传统

课程思维，切实贯彻中共中央美育精神，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于

教师而言，将拓展课程的研究视角，丰富教学资

源空间，促进民间玩具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

也为教师研究课程思政找准方向；于学生而言，

将指引他们在课程学习的同时找到传统文化归

属，引领学生在职前践行“工匠精神”，增强文化

自信，同时更利于职后将民间玩具融入幼儿园岗

位教学；对其终端受众儿童而言，能以合理的形

式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植根于他们心中，使其在玩

乐体验中完成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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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用人单位对“玩教具设计”课程职前需求调查情况

二、课程教学现状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调研

本课程的教学现状，对江苏省内各地级市5所高

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三年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计每校发放问卷100份，共回收问卷496份，

（调查数据如图2）。此外，还对这5所高职院校从

事玩教具设计课程教学的15名教师进行一对一

线上深度访谈。通过切实的问卷数据调研了解

目前“文化自信”大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玩教具

设计”课程在教学内容、实训模式、评价模式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学生对课程的总体满意度偏低，

突出存在的问题主如下。

（一）教学目标定位不准确

教学目标是指课程教学要实现的具体目标，

教学目标的达成从知识、能力、情感、素养等多个

角度对应支撑毕业要求，是确定教学内容、教学

形式、实训模式、评价机制的基础。通过访谈调

研，了解到目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玩教具设计”

课程的目标定位不够准确，还是设定在技能课的

教学目标上，重点在“学会制作……”，教师在教

学中更多关注学生是不是掌握了制作方法，能不

能制作出相应的内容，更强调技法、技能，对传统

文化的渗透理解、创新思维的开发以及对实践应

用的深入引导等目标显得非常薄弱，或者是没

有。即便是有学生制作得再好，仍然只能是模

仿，并不能适应岗位应用的创新。可见在目前政

策的引领下，教师还缺乏对课程教学目标的进一

步深入思考和定位，并没有从课程文化内涵和幼

教岗位实践等职业需求的角度准确定位课程目

标。学生通过课程单元学习，获得什么，这个单

元的内容如何与幼教岗位对接？此类问题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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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定位的基础，目标定位的不准确导致课

程教学出现瓶颈。

（二）课程内容与岗位需求脱节

高职教育“要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但是，通过调查和访谈发现目前玩教具设

计课程内容或是单纯以材料划分或是以领域用

途划分。如以材料划分的像纸制玩教具、泥工玩

教具、布艺玩教具、废旧材料玩教具等，像泥工就

是各种泥（陶泥、黏土、超轻土等）的技法制作。

或是以领域用途划分，有社会领域玩教具（娃娃

家、理发店、水果店等）、健康领域玩教具（走跑

类、跳跃类、抛掷类等）、语言领域玩教具（头饰、

胸饰、面具等）、艺术领域玩教具（乐器、印章等）、

科学领域玩教具（不倒翁、小电话等）。课程教学

内容相对比较陈旧，有些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的

要求；其次，纯粹的技法教学，单纯的教会怎么

做，课程内容缺少传统文化的支撑与涵养，与幼

教岗位的职业期待有距离，导致学生在入职初期

难以适应岗位需求。

（三）实训模式传统，多模仿少创意

实训是指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与毕业要求，对

学生进行职业技术应用能力训练的教学过程。

实训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能将课程内容与岗位

实践紧密融合，能在毕业后直接进入职业状态。

通过访谈了解到5所高职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都

建有校内实训室，课程的实训模式多为校内实训

室技能训练，教师布置单一实训任务，学生完成

任务，则为达成实训目标。调研中发现并没有学

校建立校外课程实训场所，由此传统的实训模式

带来的还是单一任务式的课程作业。从而产生

实训阶段多模仿、少创意，难以做到学生学习成

果的拓展。

（四）教学方式单一，缺乏主动探索

目前“玩教具设计”课程多以传统的单一课

堂教学模式为主，教师固守以掌握知识内容和手

工技能教学为主的单一教学方式，单向的知识传

输难以调动学生主动学习与探索的积极性。教

师授课结束、学生作业完成则视为完成教学，每

节课由教师讲授制作技能、材料的运用、制作的

方法等，都是“教师教学生做”的单一教学方式，

而缺乏对传统的探寻，文化的理解，创新的设计，

更缺少课后的深入研学。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基本处于被动接收的状态，仅仅是掌握方法，

鲜少有学生对此课程的某个内容感兴趣，并能深

入探究，更缺乏在幼儿园岗位实践中传统文化以

及玩教具融合的能力。使得“玩教具设计”课程

的教学与职业需求中对课程的期待相违背。

（五）评价机制模糊

调研了解到课程评价大多以教师的主观单一

评价为主，评价内容为平时作业加考试作业，均布

置相关的制作内容，以作业的平均分作为平时成

绩。最后的考核也由教师布置一个主题完成玩教

具的制作，作为期末考核的成绩认定。作业的评

价由教师主观进行，评价的标准注重技法的掌握，

作品的外观以及制作的精细程度占主要评分标

准，随意性很大，而对学习过程、传统文化的运用

以及岗位实践几乎没有涉及。由此产生的结果是

学生重外观轻体验，重结果轻过程，从而导致学生

过分追求作业的美观度，而忽视传统文化的创新

运用以及岗位实用性。不少学生，尤其是一部分

极具创意思维的学生对“玩教具设计”课程产生了

厌倦感，并逐渐失去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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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玩教具设计”课程学生调查情况

三、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基于高职院校的课程教学现状以及职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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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学需求的数据调研，尝试探索以民间玩具为

主线贯穿的课程改革策略，将从教学目标、教学

内容、实训模式、教学方式以及评价标准等五个

方面展开。

（一）改革教学目标，实现以传统文化为载体

的多重课程目标构建

玩教具设计课程的教学目标应以提升审美

和人文素养为基础，结合课程本身的特点、要求

和性质，以及专业发展趋势及未来职后的岗位需

求，构建具有传统文化引领，切实贯彻中共中央

美育精神的课程理想，将从知识、能力、思政、素

养四个维度构建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玩教具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锻炼是实

现玩教具设计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目

标确立为理论以及技能方法的掌握，包括民间玩

具的历史、工艺、风格等；能力目标包括基于民间

玩具学习后的玩教具设计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

评述能力、自主探究能力以及胜任幼教岗位教学

的实践能力；素养目标设定为艺术素养和专业素

养，是本课程教学目标改革的核心内容，从民间玩

具中汲取养分，在玩教具设计课程中培养学生的

艺术素养，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

审美观、职业观和价值观，进一步加深专业认识，

增强专业情感，形成良好的适用于工作实际的专

业素养；同时提炼思政目标，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

解，渗透大国工匠精神，引领文化自信，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建立文化自信，这是践行“立德树人”的

重要方式。以纸艺玩教具为例，通过课程改革，将

课程目标确定如图3所示。

了解扬州剪纸、旬邑彩贴剪纸、蔚
县染色剪纸的历史、工艺特色、艺术风
格。通过拓展了解各地风格迥异的剪
纸艺术以及极具特色的纸塑玩具类型。

掌握剪纸、剪贴、纸雕的基本制作
技法，并能多样创作，提升评述能力、动
手能力、审美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树立工匠精神，进一步提升对传统
文化的认知情感，增强民族自豪感，厚
植文化自信。

了解并感受纸艺玩具在幼儿园教
学活动、环境创设中的运用，增强职业
认知、提高职业素养，实现价值引领。

知识
目标

能力
目标

思政
目标

素养
目标

图3 纸艺玩具单元课程教学目标

以上，基于民间玩具的玩教具设计课程教学

目标的改革，将以传统文化引领，以多个维度推

进知识、能力、思政、素养的深度融合，形成全程

美育格局。

（二）改革教学内容，实现以民间玩具为源起

的玩教具课程资源重整

改革现有教学内容，实现以民间玩具为源起的

玩教具课程资源重整，一方面由原来单纯的技能教

学加入传统文化的渗透，与优秀的民间玩具融合，

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相应教学项目的历史发展与

当地文化的联系，以此寻找到玩教具设计的文化源

头，呈现有根的教学。另一方面是加强融合后的创

新设计及其在儿童群体中的实践运用。

首先是融合。民间玩具的设计应面向儿童，

集传统文化、民间习俗、地域特色和群众审美一

体，其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独特的儿童视角、民

间的造物智慧、传统文化归属以及其中体现的思

政内涵都是值得挖掘的教学内容［5］，这正是我们

原先玩教具设计课程中最缺失的一角。在玩教

具设计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中，面对课程资源重

整，应找到与民间玩具相契合的项目，再进行归

类整合。课程资源重整的前提是两者的融合，以

相关类型民间玩具的纵向历史发展和横向不同

地域表现的探寻为设计认知前提，从该项目挖掘

的教育价值为玩教具设计前期的教育基础，再展

开后续的创新设计作为课程改革的最终归属。

其次是创新。包括归类整合后的创新设计

及其在儿童群体的实践运用。内容改革基本思

路应是：民间玩具探寻——创新设计——岗位实

践。首先包括材料的创新，由民间玩具项目入

手，探索与之相关的、更适合儿童体验和操作的

新型材料；其次是表现形式的创新，从造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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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案以及玩具用途等多方面实现创新；再次

是题材内容的创新，突出更贴近新时代的儿童、

适应时代发展的题材创新；最后则是儿童群体的

实践探索，将课程内容回归于岗位应用，如投放

幼儿园游戏、创设特色区域工坊、布置幼教环境

等。

以泥玩具为例，可以从惠山泥人切入口开

始，横向整合山东高密泥叫虎、白鹿原泥叫叫、浚

县泥咕咕等，了解其历史发展和文化内涵，解析

地域差异体现的材质以及艺术表现的迥然不同，

最关键的还要分析其制作工艺，模制和捏塑、不

同的发声原理等。这些探寻都是后续创新设计

的前期教育内容。如泥玩具单元的捏塑教学选

用创新材料石塑黏土，自然风干后坚硬轻巧且呈

现白色，与惠山泥人彩绘前以白粉打底颜色一

致，且不影响捏塑体验。除此还有色彩丰富制作

更便捷的轻黏土。在表现形式的内容上，结合五

大领域和区域创设，设计泥人故事场景，用于语

言区；设计泥人套棋，用于益智区；设计能唱歌的

小泥人，投放科学区等。

综上，以民间玩具为源起的玩教具设计课程

内容改革，将传统的“工匠”教学提升到以传统文

化浸润的体验与创新教学，可以打破一贯的技法

模仿，拓展思路，多角度实现创新。

（三）改革实训模式，实现以实践应用为追求

的工作坊实训模式

改革现有的实训教学，以工作坊模式开展实

训教学，使学生将已掌握的幼教理论知识与实践

技能有机结合，在实训中将理论与技能内化为自

身能力与素养。实训教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校

内实训，以技能为基础创意为追求的工作坊实训

模式；二是岗位实训，将工作坊落实到幼儿园，实

现课程教学与岗位实践的融合。

首先是校内实训。在完成课程单元知识内

容教授的基础上，由教师设立以实践目标为导

向的多个实训项目，目的在夯实技能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进一步深入探究，最终形成一系列以

民间玩具为源头的创新玩教具设计成果。以南

京皮影为例，可以探索体验民间皮影的雕刻、着

色、组装以及皮影表演特色之后，设立多项实训

任务，如与皮影的创新制作有关，以南京皮影元

素为基础的创新题材、创新材料的皮影设计，如

与科学领域玩具制作有关，像剪影剧场、活动人

偶玩具设计等；或是与幼教区域环境创设结合，

完成一整套皮影主题的区域布置方案及配套区

域玩具投放等。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组成多个

虚拟工作小组，开展讨论、设计及制作、模拟等

一系列活动，并以工作小组为单位完成实训成

果交流和展示。

其次是岗位实训。在校内实训的基础上，由

团队小组与幼儿园对接，定期建设幼儿园实践工

作坊，如以幼儿园“影戏工坊”为例，以皮影为主

题布置墙饰、吊饰以及各个区域，包括“皮影工

厂”、“皮影创意坊”、“皮影剧场”等，在工坊中设

计多种适合幼儿开展皮影制作的游戏活动，如剪

皮影、画皮影、做皮影等；将校内实训中设计制作

的多种创新材料皮影玩具投放工坊，同时开展幼

儿皮影表演活动等。

综上，工作坊实训模式的改革将促进教师

对民间玩具与玩教具设计课程的进一步深入

融合研究，从而提升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建

设；另一方面将促进学生形成以点带面，以点

深入的整体学习状态，从而形成各自小组的研

究方向。

（四）改革教学方式，实现“学—研—赛”三位

一体的创新教学

改革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教学方式，构建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学—研—赛”三位一

体的创新教学方法［6］。

为了使学生更深入地掌握所学内容，并能

将课程内容进一步内化为自身素养，并使学生

更积极地加入到研究学习中，课程教学由课堂

拓展到了社会实践、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和各级各类的比赛中。教学团队在课

堂教学之余积极指导学生申报与本课程相关

的“大创”项目，如“非遗传承视角下江苏民间

传统玩具的创新设计与制作”、“基于民间泥人

元素的软陶玩具设计与制作”、“星星竹火，可

以燎原”等等，做到人人参与，力争有成果。在

这些项目的申报、实施、研究等过程中，教师全

程参与指导，通过这些项目，学生对课程知识

有了更深、更广的理解，课堂内容做到了进一

步拓展，同时也有了各自对玩教具、民间玩具

更深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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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课程团队积极辅导学生参加各级各

类的比赛，并获得了喜人的成绩。近三年硕果

累累，如获得全国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技能大

赛一等奖，指导立项省级“大创”项目十余项，

指导学生多件作品在省级杂志整版发表，原创

绘本获得市级优秀奖等。

以上教学模式的改革，实现了课内和课外

的混合教学，凸显以学生为本、能力本位，深化

教学相长，从而实现学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研

究、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求索的转变，不仅提

高课堂集中教学效果，并且实现了学与用的结

合，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传授与岗位应用脱节的

问题，学生对民间玩具与幼教玩教具的融合与

创新的理解更深入，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

爱及研究的热情更高涨。

（五）改革教学评价，实现师、生、幼、园多维

一体的评价模式

1. 评价内容由单纯注重技能延伸到传统文

化-理论+设计+制作-实践应用的全面综合

除了期末考试外，在整个评价体系中融入了

教与学、学与用的全过程，从课前到课中到课后，

课前包括借助平台预习情况，主要是民间玩具的

探寻等，突出传统文化的学习；课中包括课堂学

习表现、小组成果汇报和小组学习情况等，主要

突出理论学习、设计制作；课后包括校内创意集

市、校外实训反馈等，主要突出实践应用。

2.评价主体由教师独评到师、生、幼、园多维

共评

借助MOOC和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实现

课前、课中、课后的全程跟踪评价，促使学生提升

自主探究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从而提高综合素

养。如课前的预习由课程组创建的MOOC平台

《学民艺、做手工》评价，校内实训情况、作业完

成、课堂讨论、成果汇报以及期末考试由教师评

价；各小组的成果展示以及完成等级由各小组间

评价；小组成员的参与度、任务完成情况由组内

学生评价；定期开展的“创意集市”，由学生自由

组团，通过公众号链接将实训实践中的优秀作

品、创意方案以及创意玩具以展销的形式用推广

集赞，并提供线下体验、售卖活动，由课程组结合

公众号平台数据评价；校外实训工坊中玩教具设

计与制作由园方反馈评价，以幼儿的体验以及实

践工坊的开展情况为评价依据。

3.评价方法由单一的结果评价到过程和结果

结合

其中过程性评价包括课前学习表现、课堂学

习表现、小组成果展示、小组学习情况、创意集市

和校外实训反馈等，占总成绩的80%；总结评价为

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20%。教师与学生评

价结合将透明地展示阶段性学习成果，有效提高

学生积极探索、创新设计、工匠制作、有效应用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占比20%的组间和教师的共同

评价以及占比15%的组内评价突出学生在评价过

程中的主体性。

以上多维一体化的科学评价体系（详见表1），

将本课程的教学评价从单纯的技能评价延伸到
表1“玩教具设计”课程评价体系表

“玩教具设计”课程评价

评价类型

过程评价

总结评价

评价项目

课前学习表现

课堂学习表现

小组成果展示

小组学习情况

创意集市

校外实训反馈

期末考试

评价内容

预习参与度、预习讨论

校内实训、作业完成、课堂讨论、汇报

搜集资料，PPT展示、实训成果汇报

成员参与度、任务完成度

作品集赞、售卖欢迎度

玩教具设计投放、幼儿体验

主题玩教具设计

占比%

5

20

20

15

10

10

20

评价主体/工具

MOOC平台

教师

组间、教师

组内同伴

学院课程组、微信公众号平台

幼儿园教师、幼儿

教师

了知识与技能、技能与素养、创意与应用的融合，

进一步体现了评价的多元化及公平性，能激励学

生更多地参与到玩教具设计与实践中。

四、小结

民间玩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玩教具设计课程是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核

心课程，两者的最终受益对象都是幼儿。基于民

间玩具的高职学前专业玩教具设计课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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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遗传承、师生发展、幼儿成长等多方面都具

有积极的意义。通过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实训

模式、教学方式以及教学评价等多方面的改革研

究，有利于实现民间玩具与玩教具课程的深度融

合，构建更高效的玩教具设计课程，有效解决当

前课程中的诸多突出问题，并真正实现“以美育

人、以文化人”，并让他们的文化认同引领着幼儿

的文化观和学习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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