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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儿童早期发展进程中，0—3岁是奠定基础的黄金

时期。此阶段儿童的身体机能、认知水平、情感表达、

社会交往能力处于快速发展与初步构建阶段。手工活动

作为融合动手操作、创意表达和感知体验的活动形式，

对0—3岁儿童全面发展至关重要。例如简单的撕纸活动

能锻炼儿童手部肌肉力量与灵活性，强化手眼协调；触

摸不同质地的材料能引导儿童直观认知物体属性，丰富

对世界的认知。但现阶段部分手工活动设计未充分考量

儿童身心特点，材料选择也存在安全与适宜性问题。因

此教师需要深入探究0—3岁儿童手工活动设计环节，以

保障此阶段的手工活动设计不断完善。

一、0—3岁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分析

（一）0—1岁婴儿期

1. 身体发展情况

此时期婴儿的大肌肉动作从最初的无意识乱动逐渐

发展到能抬头、翻身、坐立，手部小肌肉动作也开始萌

芽，从最初的抓握反射逐步发展为有意识地抓握物体 [1]。

例如 2— 3 个月大的婴儿开始尝试用手去触碰悬挂在眼前

的玩具，但动作较为笨拙；成长至 6— 7 个月，婴儿能较

为准确地抓住自己感兴趣的物品，手部力量和控制能力

有所增强。

2. 认知发展

婴儿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为感知与知觉，对周围环

境中的声音、光线、颜色等刺激极为敏感，并开始通过

口腔探索物体，会将拿到的东西放入口中。在认知方面，

婴儿开始逐渐区分熟悉与陌生的人和事物，对熟悉的面

孔和声音表现出偏好。例如 3— 4 个月的婴儿能辨别母亲

的声音，听到母亲的声音会表现出愉悦的情绪。

3. 情感与社会交往发展

婴儿从出生起即可通过哭声来表达需求，随着月龄

增长开始出现不同的情绪反应，如高兴、愤怒、恐惧等，

对主要照顾者产生强烈的依恋情感，通过微笑、眼神交

流等方式与成人进行互动。例如 5— 6 个月的婴儿看到熟

悉的照顾者会露出灿烂的笑容，主动伸手求抱。

（二）1—2岁幼儿前期

1. 身体发展

幼儿的大肌肉动作进一步发展，能独立行走，逐渐

学会跑、跳、攀爬等动作，身体的平衡能力和协调性不

断提高。手部小肌肉动作更加精细，用拇指和食指捏取

细小物品，开始尝试自己拿勺子吃饭、握笔涂鸦等。例

如 15— 18 个月的幼儿能较为稳定地握住蜡笔，在纸上画

出简单的线条。

2. 认知发展

此阶段幼儿的语言能力迅速发展，开始理解简单的

词汇和句子，能用简单的词语表达自身需求和想法，对

周围事物的好奇心增强，乐于探索各种物品，通过观察、

触摸、摆弄等动作探索物体的特征和功能 [2]。例如幼儿

会反复开关抽屉，观察抽屉里的物品，探索抽屉的开合

方式。

3. 情感与社会交往发展

幼儿开始表现出自我意识，能区分自己和他人，对

自己的物品有了占有意识。在与他人交往中逐渐学会模

仿成人的行为，喜欢与同伴一起玩耍，但还不懂得如何

分享和合作，常常会出现争抢玩具的现象。例如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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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8— 24 个月的幼儿可能会因为争夺同一个玩具而发

生冲突。

（三）2—3岁幼儿期

1. 身体发展

幼儿的大肌肉动作更熟练，跑、跳、投掷等动作更

加协调，能灵活地上下楼梯。手部小肌肉动作进一步完

善，能完成较为复杂的精细动作，如扣扣子、系鞋带、

使用剪刀等。例如 2— 3 岁的幼儿能用剪刀剪出简单的

形状，剪得虽不够整齐，但已经具备了初步的使用工具

能力。

2. 认知发展

幼儿的思维开始从直观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

渡，能理解简单的因果关系和分类概念。语言表达能力

显著提高，能用完整的句子讲述自身经历和想法，词汇

量不断丰富。此阶段的幼儿对故事、儿歌等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想象力也开始发展，会通过角色扮演等游戏来

表达自己的想象。例如幼儿会模仿医生给娃娃看病，在

游戏中展现自己对医院场景的理解。

3. 情感与社会交往发展

幼儿的情感更加丰富，开始展现出自尊心、羞愧感

等高级情感体验。在社会交往方面，逐渐学会与同伴分

享、合作，能遵守简单的游戏规则，乐于参与集体活动
[3]，在与同伴的互动中，社会交往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例如在搭建积木的游戏中，幼儿会和同伴商量如何搭建，

互相传递积木，共同完成搭建任务。

二、手工活动对0—3岁儿童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促进身体发展

手工活动涵盖了抓、捏、撕、剪、粘贴等各种动作，

能有针对性地锻炼 0— 3 岁儿童的手部小肌肉群，增强手

部肌肉力量和灵活性。同时在进行手工活动时，儿童需

要身体各部位的协调配合，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发展大肌

肉动作并提升身体平衡能力。例如在使用剪刀剪纸的过

程中，儿童需要用手握住剪刀，控制剪刀的开合力度和

方向，同时眼睛要观察纸张的裁剪位置，手臂要配合手

部动作移动，一系列动作能全面锻炼儿童的手眼协调能

力、手部精细动作能力及身体的协调性。

（二）推动认知发展

手工活动为 0— 3 岁儿童提供了丰富的感知材料和实

践机会。儿童在接触和操作纸张、布料、塑料等各种材

料的过程中，能直观地感受物体的形状、颜色、质地、

大小等属性，加深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此外，手工活动

往往需要按照一定步骤和顺序进行，有助于培养儿童逻

辑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例如在制作简单的纸飞机

时，儿童需要先将纸张对折，再完成裁剪、折叠等步骤，

在此过程中，儿童将逐渐理解各个步骤之间的先后关系，

明确通过调整操作来达到预期的效果的方法。

（三）助力情感发展

在完成一件手工作品后，儿童将产生强烈的成就感

和自信心，此类积极的情感体验有助于儿童建立良好的

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 [4]。同时手工活动过程中，儿童可

自由地表达自身情感和想法，通过作品展现内心的情绪，

起到情感宣泄和调节的作用。例如一名 2 岁左右的幼儿

在心情愉悦时，可能会用彩色的画笔在纸上画出鲜艳的

图案；而当该幼儿感到难过时，可能会选择用黑色的笔

画出一些不规则的线条，利用绘画表达自身情绪。

（四）提升社会交往发展

在集体手工活动中，0— 3 岁儿童有机会与同伴、教

师或家长充分互动交流。可在活动中分享手工材料、交

流创作思路、互相欣赏和评价作品，在此过程中，儿童

将逐渐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培养合作意识和团队精

神。例如在幼儿园组织的手工活动中，全体幼儿将共同

合作完成一个大型的手工拼图，在合作过程中互帮互助，

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从而提升社会交往能力。

三、0—3岁儿童手工活动设计原则

（一）安全性原则

由于 0— 3 岁儿童年龄较小，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与安

全意识，因此手工活动材料的选择必须确保安全无毒。

例如避免使用含有重金属、有害物质的颜料、胶水等材

料；手工工具如剪刀、刀具等应选择适合儿童年龄的安

全款式，选取刀刃较钝且有防护装置的刀具。同时需要

提前检查活动场地的安全性，清除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

确保儿童在活动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二）适宜性原则

手工活动的设计需要充分考虑 0— 3 岁儿童不同年龄

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能力水平。对于 0— 1 岁的婴儿，活

动应简单直观，以感知体验为主，如提供不同质地的布

料引导婴儿触摸与抓握；1— 2 岁的幼儿则可开展简单的

手工操作活动，如撕纸、粘贴等；2— 3 岁的幼儿可尝试

稍微复杂的手工项目，如使用剪刀剪纸、制作简单的立

体手工等。活动的难度要适中，既不能过于简单让儿童

觉得无聊，也不能过于困难使儿童产生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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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趣味性原则

为吸引 0— 3 岁儿童积极参与手工活动，活动设计要

充满趣味性。可从活动主题、材料选择 [5]、表现形式等

方面入手，激发儿童的兴趣。例如选择儿童熟悉和喜爱

的动物、植物、卡通形象等作为活动主题；使用色彩鲜

艳、形状奇特、具备特殊质地或气味的材料，如闪光纸、

毛绒球、有香味的彩泥等；采用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如

绘画、手工制作、拼贴、拓印等，引导儿童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享受手工创作的乐趣。

（四）开放性原则

手工活动应给予 0— 3 岁儿童充分的自主创作空间，

鼓励儿童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活动设计不应过于拘泥

于固定的模式和步骤，而是提供基础材料和引导，鼓励

儿童根据自身想法和创意自由发挥。例如在手工活动中，

教师或家长可仅给出大致主题，如“我的家”，再鼓励儿

童自己选择材料，设计和制作自己心目中的家，每个儿

童的作品都可能各不相同，以此充分激发儿童的创新思

维和个性发展。

四、0—3岁不同年龄段儿童手工活动设计实例

（一）0—1岁婴儿手工活动设计

针对此阶段的婴儿，可设计“感知触摸袋”的手工

活动，旨在通过触摸不同质地的物品刺激婴儿的触觉发

展，提高感知能力。活动前先准备一个干净的布袋，在

布袋中放入不同质地的物品，如柔软的毛巾、光滑的塑

料球、粗糙的砂纸、毛茸茸的玩具等。活动开始后将触

摸袋展示给婴儿，引导婴儿伸手去触摸袋子里的物品，

鼓励婴儿用手去感受物品的质地、形状等特征。在婴儿

触摸的过程中，家长或教师可用语言描述物品的特点，

如“这是软软的毛巾，摸起来很舒服”“这是硬硬的塑料

球，圆圆的”等，促进婴儿建立触觉与语言之间的联系。

（二）1—2岁幼儿手工活动设计

针对 1— 2 岁幼儿，可设计一项“彩色纸球粘贴画”

的手工活动。活动目标定位于锻炼幼儿手部精细动作能

力，提高手眼协调能力，认识颜色等。活动开始前，需

要准备各种颜色的彩色纸、胶水、画有简单图案轮廓

（如花朵、太阳、房子等）的纸张、剪刀（可由成人操

作）。活动过程中，先由成人将彩色纸剪成小碎片，幼儿

用手将纸碎片揉成一个个小纸球。再由幼儿选择自己喜

欢的颜色纸球，用胶水将纸球粘贴在画有图案轮廓的纸

张上，填充图案。在粘贴过程中同时引导幼儿说出所使

用纸球的颜色，如“我用红色的纸球贴在花朵上”，巩固

幼儿对颜色的认知。

（三）2—3岁幼儿手工活动设计

针对 2— 3 岁幼儿，可设计“纸杯小动物”的手工活

动。活动目标为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提高幼儿对废旧物品的再利用意识。准备的主要活动材

料为一次性纸杯、彩色卡纸、剪刀、胶水、彩笔等。活

动开始后，先引导幼儿观察一次性纸杯的形状，启发幼

儿思考如何将纸杯变成小动物。幼儿根据自身想象用彩

色卡纸剪出小动物的耳朵、眼睛、嘴巴、尾巴等部位，

并用彩笔进行装饰。此后将剪好的部件用胶水粘贴在纸

杯上，制作出自己喜欢的小动物，如小兔子、小狗、小

猫等。在制作过程中，重点鼓励幼儿与同伴交流自己的

创意和制作方法，分享制作的乐趣。

结语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以0—3岁儿童身心发展特点

为出发点，分析了手工活动对此阶段幼儿全面发展的价

值，并总结出相应设计原则与方法，针对各阶段幼儿的

手工活动提出了对应组织策略。在未来手工活动中，相

关教育工作者与幼儿家长应不断探索更多新元素并融

入手工活动，如利用AR技术展示手工成品的虚拟场景

等。同时也需要关注幼儿个体差异，为不同发展水平和

兴趣的儿童定制活动；加强长期跟踪评估，持续优化设

计方案，助力0—3岁儿童通过手工活动实现健康、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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