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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郑华影

幼儿园手工制作活动中教师的指导
———以中班活动“制作小汽车”为例

手工活动是幼儿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直
接的用双手或简单的操作工具, 对具有可塑性的各种
形态(点状、线状、面状、块状)的物质材料进行加工、改
造,制作出占有一定空间的,可视、可触摸的多种艺术
形象的一种教育活动。手工活动包括纸工(折纸、撕纸、
剪纸),泥工(泥塑、泥绘),自然物废旧物品成型(粘贴、
布艺、自制玩具)等,此次制作小汽车的活动是一次自
然废弃物品成型的活动。
一、中班手工制作活动过程说明
（一）导入阶段

此次制作活动是一次教研活动, 在幼儿园音乐厅
进行。除了从中班随机挑选的 8名幼儿(4个男生,4个
女生)之外,还有一位对小汽车制作活动进行讲解指导
的 W老师和参与教研观察的几名研究生及幼儿园老
师。在活动开始之前,W老师先让几名幼儿进行自我介
绍,以此来减轻幼儿与教师、环境之间的陌生感。W老
师在自我介绍结束后,向小朋友们抛出了一个问题：今
天我们要做什么活动,请小朋友猜猜看？老师让幼儿观
察了放在桌子上的材料和工具, 有卡纸、A4纸、 压舌
板、吸管、尺子、瓶盖、勾线笔、胶水、剪刀、双面胶、裁纸
刀和放置在地上的一些硬纸盒子。在观察的过程中,W
老师简单讲解了各种工具的使用和操作, 特别是裁纸
刀的安全使用； 紧接着让幼儿观察各种汽车的结构特
征,有救护车、警车、消防车、挖土机等；最后让小朋友
回到原来的位置, 说说老师预留的问题———今天要做

什么？幼儿回答出了今天的主题———制作小汽车,老师
让幼儿闭上眼睛想一想自己今天的计划,并说出来。
（二）制作过程

活动开始时,8名幼儿自行结成小组或者个别进
行活动。笔者选择观察的对象是单独活动的 3名女孩,
她们要进行的是设计性风格的小汽车制作。 她们拿来
卡纸用勾线笔将自己要制作的小汽车的形状画下来,
然后用剪刀把它剪下来。在此过程中,3个女孩出现了
很多问题,如：画小汽车时线条的流畅性,剪小汽车时
使用剪刀的方法以及剪出来的轮廓的吻合性, 如何使

小汽车站立起来(即立体小汽车)等问题。笔者在这 3
个女孩子身上看到了茫然和想要寻求帮助的眼光时,
想着要写出一些指导性的东西。
（三）结束后的讨论

在这次将近 1个小时的制作小汽车活动中, 除了
3个小女孩个别制作没有完成外, 另两个小组的科学
性风格的小汽车制作也没有完成。W老师让幼儿说一
说自己在制作小汽车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两个小
组的成员都很踊跃地发言,说出自己的问题。如：使用
胶水或是双面胶更可以使小汽车的轮子粘合住； 使用
尺子帮助量小汽车的尺寸,方便裁剪；使用裁纸刀很困
难等问题。唯独 3个小女孩什么也没有说,大概是小女
孩觉察到了自己的制作风格和另外两组的不一样,或
许是自己没有完成作品而产生的沮丧心情。 笔者看在
眼里, 更坚定了认为教师在手工制作活动中进行适宜
指导对幼儿发展十分重要的认识。
二、教师指导的方式
教师对幼儿发起的求助或是老师主动提供的指

导,一般包括三种方式。
（一）言语指导

这是以语言为主要手段,间或带有目光、表情、姿
势对幼儿手工教学活动进行指导, 主要包括讲解和提
问。如：小汽车制作活动中,A小女孩已经画下小汽车
的模型,但是并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时候老师走
过来,告诉她要把这个小汽车的模型剪下来,这是教师
以语言为主要手段的指导。
（二）动作指导

这是教师以动作为主要手段, 还可能同时伴有表
情、目光、姿势等。如：B小女孩剪小汽车轮廓时一直剪
得不够顺畅,超出了所画小汽车的轮廓范围,老师观察
到这个现象就走过来拿起她的剪刀,示范给小女孩看,
协助小女孩进行操作。
（三）复合指导

这是一种语言和动作相结合的指导方式, 运用语
言同时伴随范例式的动作操作。如：C小女孩已经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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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小汽车模型剪下来, 但是接着她并不知道要做什
么,W老师就走到她的身边,弯下腰对她轻声说：“你只
是有小汽车的样子是不行的, 你想想平常我们看到的
小汽车都是怎么样的啊,是不是可以跑,可以站立起来
的啊？ 你动脑筋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立起
来？”(边说边用两只手拿着小汽车的前后, 把它支起
来)小女孩顿时明白了,于是拿来一个硬纸盒把小汽车
模型贴到上面,使它站立,这就是老师运用语言指导和
动作相结合的方式讲解操作、示范提示。
三、对工具和材料的投放
首先,笔者想先说明一下工具使用的安全性问题。

裁纸刀对中班幼儿是有一定难度性的, 尽管在活动前
教师已经示范裁纸刀的使用方法。 有幼儿就提出了：
“老师,我害怕这个东西。”在另一个一男一女幼儿组成
的小组里, 他们是用硬立体纸盒拼接成立体小汽车的
样子,在这个过程中,所使用到的硬纸盒有一些多余的
部分,需要裁去,由于过于坚硬,幼儿不得不放弃剪刀
而使用裁纸刀这个相对锋利的工具。 在使用时旁边观
察的老师后来说觉得胆战心惊, 因为幼儿操作时好几
次裁纸刀都离自己的身体很近。 后来W老师走过来,
帮助这组幼儿削去纸盒多余的部分。 这就涉及到了工
具的投放的适宜性与安全性的问题,在教研讨论部分,
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裁纸刀的危险性问题, 认为下次活
动中,应该把这个工具剔除。
还有对于剪刀的使用, 首先也是注意安全性的问

题,其次是如何使用的问题。一些幼儿可能由于前期经
验不是很充分,所以在剪的过程中,屡次出现把直线剪
得曲曲折折。遇到需要转弯的地方,幼儿往往把握不了
尺度,一会儿调整剪刀的位置,一会儿调整纸的位置,
都不是很流畅。在这里,教师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对
于使用剪刀不太熟练的幼儿, 应该一步一步有梯度性
的进行,先是剪最简单的直线,能力强的幼儿可以剪细
线条, 能力稍弱的幼儿可以剪粗线条； 接着是剪正方
形、长方形、三角形、梯形等一些直线条的图形；然后是
剪一些波浪形的形状。这样难度层次一点点升高,对于
幼儿顺利掌握使用剪刀的技能会有帮助。
关于材料的投放,对于中班的幼儿来说,使用完全

开放的活动方式以及低结构化的材料进行操作是有一

定的难度的。活动结束后,8名幼儿几乎都没有能完成
自己的作品。我认为中班幼儿在精细动作、手的灵活性
程度以及思维能力方面都低于大班幼儿, 应该适当为
中班幼儿提供稍高结构的材料以及一些半成品的材

料,这样适于中班幼儿的操作,也可以调动幼儿更大的
兴趣。
四、操作活动的经验与计划性
在这次制作小汽车的活动中, 很明显男孩和女孩

的工作风格是不一样的。在同一场域下,女孩子倾向于
画出来然后剪下来, 男孩子是要把所制作的车轮车厢
拼接起来,这里很大部分是幼儿经验的多与少的问题。
男生通常喜欢玩一些操作类的汽车、飞机等玩具,见过
的相对来说较多, 女孩更倾向于画画、 折纸这类的活
动。所以老师在活动开始时应该做安排得更细致一些,
比如： 多留一些时间供幼儿观察汽车的种类、 外形特
征、功能以及构造,这样幼儿有了小汽车的整体轮廓与
特征,制作起来就了然于胸了。在这次活动中,以小组
进行制作的幼儿很令人意外的就是都在汽车尾部安装

了排气管, 这是跟平常的经验与细心观察有密切关系
的。
在制作小汽车的活动中, 很明显 3个小女孩往往

是做了这一步而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做什么, 这也与经
验有很大关系。 不太熟悉小汽车的孩子思维肯定受到
局限,教师应该在正式活动前,组织幼儿园分享小汽车
的经验,增强手工活动的计划性与目的性,知道每一步
都该怎样去做,而不是在活动过程中观望,茫然。
五、指导的适宜性
在手工制作的过程中,老师的帮助应该是怎样的,

是幼儿拿着东西主动提出来让老师的帮助, 还是老师
走过来直接帮助。 我想这个问题是针对不同个性的幼
儿来说的,一些主动、性格外向的幼儿很可能就主动提
出来让老师帮助自己；另一些胆怯、内向的幼儿很可能
在遇到问题的情况下不会主动找老师进行指导, 而是
被动等待老师过来帮助自己。 我想教师可以进行必要
的观察和等待,让幼儿尽可能尝试错误,尝试错误是幼
儿认知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尝试错误可以为幼儿
有计划、有目的解决问题提供基础和条件,幼儿在尝试
错误中可以明确活动的目的,丰富解决问题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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