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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分析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在幼儿园教育中的价值 

张 晶 

山东大学第一幼儿园  山东济南 

【摘要】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由此可见，幼儿时期的行为培养及身心发展在每个人成长

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快速发展、经济迅速增长、竞争越来越大的环境下，幼

儿园教育的被家长和幼儿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而提高动手实践能力是促进幼儿园教育的重要途径。苏霍

姆林斯基曾说过：“儿童的智力在他的手指尖上。”[1]幼儿不仅可以通过动手实践来认识和发现世界，亲自

去体会、感知周围的一切，还能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和动手能力，对幼儿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基于

此，探究分析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在幼儿园教育中的价值。 
【关键词】动手能力；实践能力；能力培养；幼儿园教育；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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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saying goes, "Three-year-old sees old, seven-year-old sees old", it can be seen that 
behavior training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in childhood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veryone's 
growth, especially in today's rapid development ,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increasing 
competitio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improving 
hands-on practice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kindergarten education. Sukhomlinsky once said: "A 
child's intelligence is on the tip of his finger." [1] Young children can not only know and discover the world through 
hands-on practice, experience and perceive everything around them, but also mobilize young children The 
enthusiasm and hands-on ability of children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value of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i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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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迪曾说过：“有知识的人不实践，等于一只

蜜蜂不酿蜜。”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说过：“要想

获得一种见解，首先就需要劳动，自己的劳动，自

己的首创精神，自己的实践。”思维与实践是相对

的一对事物，大脑与动手也是一对相对的事物，动

手实践是通过真正的操作具体事物来感知抽象的事

物，动手实践能力就是这样一种将思维转换为现实

的能力。幼儿园教育中的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就是让

幼儿通过动手来启发抽象的思维，不断刺激大脑神

经，促进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和判断，积极的开发幼

儿的大脑[3]。 

1 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对幼儿自身成长的积极意

义 
1.1 增强幼儿的记忆力、注意力、意志力 
对于电脑来说，cpu 是电脑的核心组成部门，不

仅要总揽全局，也要照顾每个细节局部，而大脑就

好比是电脑的 cpu，在整个人的器官组成中占据主导

地位，控制、支配着人的一切行为举动和情绪波动。

大脑控制人的行为又是通过不断后天的行为学习去

产生应激机制，在幼儿教育中重点培养的便是幼儿

的动手实践能力，这不但能让幼儿通过不同的动作

行为让大脑相匹配的细胞数量增加，而反复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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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实践又可以让记忆细胞数量增加，可以让幼儿

对所学到的知识产生深刻的认知，在脑海中烙下深

深的印记，增强幼儿的记忆力，并且这种记忆力是

长久持续的；这还能吸引幼儿参与到幼儿园课程中

来，通过丰富的课程材料、完善的教学引导，让幼

儿亲身体验实践动手的乐趣，寓教于乐，将幼儿所

感知到的事物、对象通过动手具体形象化到实践中，

能让这些事物直白地进入幼儿的大脑，吸引幼儿的

关注，这样便有助于集中幼儿容易分神的注意力，

让幼儿更好地体验教育价值；这更能快速增强幼儿

的意志力，在培养动手实践能力过程中，不断提高

一些困难让幼儿去锻炼，引导幼儿开动脑筋、勤加

思考、积极应对，形成坚韧的意志力，在遇到挫折

时能以锻炼时的这种强劲毅力攻克难关、克服困难，

最终体会到知识学习的快乐。 
1.2 增强幼儿的动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 
培养动手实践能力望文生义就是可以让幼儿的

动手能力得到提高，在以后面对社会生活时不至于

茫然无措。在当前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很

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是家长的掌上明珠，家长对

孩子愈发的宠溺，很多幼儿已经养成了“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习惯，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已经逐步

丧失动手能力，即使幼儿想试图自己去尝试动手，

家长却因为工作原因或者不放心孩子而忽视了对孩

子动手能力的培养[2]，这个时候，幼儿园培养孩子

的动手实践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了，通过组织与幼

儿生活息息相关的实践活动，比如手工制作等，营

造快乐、接地气的活动氛围，让幼儿在此种氛围中

培养动手能力。 
幼儿的成长都是从一个独立的个体到融入群体

的过程，也是从一个完全依赖家长、依赖家庭到慢

慢自主独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走很多弯路，

也会遇到很多困难、挫折、问题，需要幼儿从小培

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过程中持续学习、逐渐强

化、不断进步，要想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困难

和问题零距离接触即是最好的方式，只有零距离接

触，才能对空洞的知识、隐约的概念有一个清晰的

感知和认识。而动手实践可以让幼儿在现实中提前

遇到这些问题，幼儿园进行教育时应设置各种困难

和问题，将这些问题放到幼儿的实践中，锻炼幼儿

独立面对这些困难时学会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克服。

幼儿在感受到问题解决的喜悦感之后会增强自己的

自信心，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磨练意志力，提

高自己的问题解决能力，这对幼儿的成长是很有推

动作用的。 
1.3 增强幼儿的道德意识、人际交往能力 
处于自我意识萌发期的幼儿期的孩子们，在情

绪及行为中通常会表现出一种很“自我”的现象，

会下意识拒绝别人的介入，只想自己享受属于自己

的东西，再加上家长的无限宠爱，间接的放任了这

种现象，幼儿就会特别加倍的强化自己的“自私”

心理。幼儿园教育中会有很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

束，幼儿对于这些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的概念是很

不清晰的，自己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已经对别人产生

了负面影响但是幼儿自身感受不到，一些行为触碰

到了幼儿园的规章制度也没有感觉，有违反道德约

束的行为也毫不知情。因此，通过开展强目的性的

动手实践活动可以让幼儿亲身感受触碰到了幼儿园

的规章制度和违反道德约束带来的不良后果，比如

通过分享活动让幼儿看到良好的道德行为不仅能带

给别人欢悦还能让自己获得成就感、喜悦感；通过

带领孩子们感受交通信号灯变化规则让其了解有序

出行的安全性、重要性等等，通过这些实践，让孩

子们体会到道德的约束力、感受到规则的强制性，

在规则范围内满足成长需求，增强道德意识。 
在这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农村与城市的划分

已经不再明显，随着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政

策的实施，无数的农村人开始向城市进军，农村生

活习惯意识也在不断被城市同化，已经没有明显的

界限，逐步走向了农村城市化、城市社区化，节奏

加快，人们一天基本上就是两点一线奔波于家庭和

工作之间，加上科技的高速发展、电子产品、线上

聊天软件的泛滥，人与人之间渐渐变得冷漠、缺少

联系，这势必导致幼儿的生活方式变得单一、孤立，

沟通交流的减少也导致幼儿锻炼提高不了人际交往

能力，个个都是孤僻的孩子。培养幼儿的动手实践

能力则可以让幼儿们聚在一起实践，通过一起动手、

一起交流、一起沟通，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交往

环境。 
2 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对幼儿园、教师、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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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价值 
2.1 促进幼儿园课程资源的创新 
在幼儿的眼中，外界的事物是多姿多彩、充满

吸引力的，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吸引着他们去观察、

了解、接触、学习、感知，他们对这些东西充满了

好奇心，简单的幼儿园课程资源已经满足不了孩子

们的诉求了，要想零距离的接触感知这些事物，动

手实践就是最好的方式[4]。幼儿园在传统意义上来

说是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在园区里就只有教师、

幼儿和课程材料，相对外界来说资源比较稀缺，在

有限的环境里要满足幼儿的求知欲，对于幼儿园而

言充满了挑战，幼儿园要在新式需求下不断完善课

程资源、丰富教具、创新课程，以贴近幼儿天性去

布置园区、布置材料、布置教程。动手实践不断刺

激着幼儿的探索欲，也刺激着幼儿园去完善、创新

自身的资源。 
2.2 促进教师课程内容和课程组织形式的创新 
在动手实践中有太多幼儿期望了解的知识，一

片落叶、一片飞花等平时就可以从书籍上、视频中

看到的内容,都能使幼儿们相当愉快,把这种资源带

入课堂中,孩子们不但能够认识到落叶和飞花,而且

还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但可以使孩子们直接

接触到在日常生活中所触及不到的东西与领域,还
可以开阔孩子眼界,从而在动手和实践过程中不知

不觉地接受教育。由于广袤的社会与自然界中蕴含

着很多的好教学资源与课堂资源,而幼儿园也提供

了大量好的教具材料，教师们应充分运用好社会资

源和学科资源等资源宝库,积极创造自己的教学组

织模式,通过多元化动手实践教学方式,把更广阔的

外界事物简单直观地利用,动手实践教学使孩子们

零距离地体验社会和大自然,并感悟其中的奥妙,从
而获取宝贵的知识营养和教学价值,助力孩子发展。 

2.3 促进家庭教育观念的创新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谁？当然是父母，而且家

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在根本上是一个整体，在幼儿园

有老师教学，但是教师的精力是有限的，课程资源

在短时间内也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家长发挥好配合

作用，幼儿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家长的参与，

而且往往在家里面的动手实践教育会让幼儿更加轻

松自然、感触更深。把幼儿园和家庭教学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强劲的有机结合体，这是幼儿教育发展的

趋势，一个好的家庭教育首先就应该培养孩子的动

手实践能力，孩子回家之后让其重新温故在幼儿园

学习的动手实践，在充足的时间下，也可以根据幼

儿的兴趣特点安排新的动手实践，这就对家庭教育

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家长加强与幼儿园、教师的沟

通，积极了解孩子在幼儿园里面的学习情况，针对

薄弱的动手实践能力进行强化，并就幼儿在家里面

的动手实践情况向教师进行反馈，教师在综合家长

对于幼儿的动手实践能力培养的基础上，对课程作

出相应的调整，这样形成一个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

育一家亲的新局面，家庭也不再只是一个栖居地，

更是孩子的另一个教室、一个培养实践动手能力的

课堂，这对孩子的发展会更加美好。 
3 结语 
综上所述，从温暖的幼儿园迈向残酷的社会是

一个耗费时间的过程，而动手实践是锻炼幼儿健康

地走向社会、感知社会最好的方式之一，也是幼儿

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的关键开头，能极大地促进孩子

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动手实践在一定意义

上是为幼儿创造一个新的知识学习场所，是课堂教

育模式的延伸，在动手实践中，幼儿可以将课本中

的知识和感受进行融会理解，在实践中去加深印象、

加深感知。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可以促进幼儿自

身的成长，也能推动幼儿园、教师、家庭进行创新

教育，对幼儿、幼儿园的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与意义，动手实践能力培养是幼儿教育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可以让幼儿更为健康积极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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