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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构游戏是一种能够有效提高幼儿合作能力的教育方式，管状材料是开展建构游戏的一

种重要载体，具有可塑性强、安全性高、形式多样化等特点。要想在建构游戏中应用管状材料

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需以幼儿认知能力为基础，设计合适的管状材料建构游戏内容，引导幼

儿学会使用辅助材料装饰建筑物，注重快乐的合作体验，提高幼儿的合作自觉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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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阶段是一个人各项能力培养的关键

时期，幼儿在这一时期不仅要实现智力的培

养与发现，还要实现社会性能力的培养与发

展。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如果孩童

在幼儿时期未能学会合作之道，那他将来必

定走向孤僻之道。”我国的《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中，也明确要求幼儿园教育要

积极培养幼儿乐于与人交往、学习互助、合

作与分享等优秀品质。如何在建构游戏中培

养幼儿的合作能力非常重要。在众多建构区

材料中，管状材料是一种能够有效培养幼儿

合作能力的建构游戏材料，对此，文章对管

状材料应用于建构游戏以培养幼儿合作能力

展开全面分析。

一、 建构游戏的概念及特点

建构游戏是指通过搭建、拼装、组装等

手段，让幼儿在玩耍的过程中积极地探索、

创造、发现和解决问题。建构游戏强调幼儿

的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是一种高度开放、

灵活的游戏形式。建构游戏具有多样性、开

放性、探究性、实践性、个性化和合作性等

特点。在建构游戏中，幼儿可以自由选择使

用不同的材料和工具进行创造，可以充分发

挥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建构游戏

也能培养幼儿的探究能力和实践能力，帮助

幼儿认识到自己在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建

构游戏还能促进幼儿之间的合作和沟通，让

幼儿在玩耍中体验到团队合作的快乐和成就

感，进而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和合作精神。

二、 管状材料的概念及特点

管状材料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儿童游戏、

教育和学习中的材料，通常用于构建和组装

各种形状的游戏设施结构。管状材料材质丰

富，有纸质的、塑料的和塑胶的，形状可以

是圆形、椭圆形等，包括塑料管、纸管、卡

纸管、吸管、细木棒、麻花管、塑料弯管、

卡纸卷筒、PE 管和 PP 管等。相比于其他材料，

管状材料在幼儿游戏学习中有着诸多特点和

优势。

（1）可塑性强。管状材料可以自由弯曲、

变形，可以组装成各种形状和大小的结构，

可满足幼儿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需要。

（2）安全性高。管状材料通常是无毒、

无味的环保材料，安全性高，适合幼儿使用。

（3）颜色鲜艳。管状材料的颜色丰富、

鲜艳，可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和兴趣，激发

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4）多样性。管状材料种类繁多，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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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颜色等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能够满足幼儿的

个性化需求。

三、 在建构游戏中应用管状材料的意义

( 一 ) 发展幼儿的社交技能和合作技能

管状材料是建构游戏的重要材料之一，通过玩具

或游戏设备中的管状材料，幼儿可以学会如何与他人

合作和交流，进一步培养他们的社交技能和合作技能。

例如，用管状材料运水或运球，幼儿需要掌握管状材

料在运送中的技巧和方法；在玩具或游戏设备中，幼

儿需要合作来设计和建造它们的结构，比如用管状材

料构建一个小型滑道，以便玩具车沿着滑道滑行。在

这个过程中，幼儿需要了解滑道的倾斜度、高度和长度；

同时，他们还需要合作安装管状材料，以确保滑道顺

畅和稳定。在这个过程中，幼儿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共同完成任务，逐渐理解合作的重要性，学会如何与

他人协作和沟通。虽然幼儿在安装的过程中可能也会

遭遇失败和挫折，但是在挫折中去不断反思、交流与

改进，也是培养其合作能力和团队精神的一种有效方

式。再如，在建造一个城堡的任务中，幼儿需要共同

设计和建造，他们需要相互支持和相互帮助才能完成

任务。这种合作和支持的过程不仅帮助幼儿更好地理

解和欣赏他人的想法，还让他们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

促进他们自信心的提升。

( 二 ) 提高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

玩具或游戏设备中的管状材料可以激发幼儿的创

造力和想象力，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建构游

戏中，幼儿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使用管状材料来构

建不同的形状和结构，这将帮助他们提高问题解决能

力，形成创新思维。例如，当幼儿想要构建一个比较

高的塔时，他们必须考虑使用什么样的管状材料和如

何排列这些材料，需要不断合作和尝试以确保塔的稳

定性。这将帮助幼儿发展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难题。

此外，管状材料在建构游戏中还可以帮助幼儿掌握各

种形状和空间概念，如圆形、三角形、正方形等。这

有助于培养幼儿的空间感知和手眼协调能力，帮助他

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物体的位置、方向和大小等空间

概念，提高幼儿的视觉空间想象能力。例如，幼儿在

玩建造拱桥的游戏时，需要使用管状材料构建一个圆

形的拱桥，这将帮助他们理解圆形的概念，并且需要

调整管状材料的长度和位置，凸显管状材料的特点，

使其符合桥的形状和大小，从而提高幼儿的手眼协调

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

( 三 ) 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管状材料可以作为建构游戏中的创意材料，激发

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例如，在建构游戏中，幼儿

可以使用管状材料来构建各种形状的建筑物、动物等，

帮助他们锻炼创造力和想象力。此外，在玩具或游戏

设备中，幼儿可以随意组合和拼接管状材料，尝试各

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从而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增强他们对世界的探究和认知能力。例如，幼儿可以

尝试将不同颜色和长度的管状材料组合在一起，从而

创建出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结构，帮助他们发现和探究

管状材料的各种特性和属性，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和

动手能力。

四、 在建构游戏中应用管状材料培养幼儿

合作能力的策略

( 一 ) 以幼儿能力为基础，设计合适的管状材料
建构游戏内容

对幼儿而言，最初的建构游戏主要是基于直接的

经验和感觉，建构游戏要以幼儿的兴趣和能力为基础

进行针对性设计。在幼儿 2 ～ 3 岁时，他们能够使

用一些简单的管状材料进行简单的搭建。在这个阶

段，需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实际能力，选择一些

简单的管状材料，比如像吸管、纸管这样的材料，易

于操作和组合，以激发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幼

儿 3 ～ 4 岁时，他们的认知能力和动手能力得到了进

一步提高。此时，他们能够使用更多种类的管状材料，

如各种长度和直径的吸管、卡通卷、麦片筒等，来进

行更复杂的建构游戏。在这个阶段，应当选择一些材

料多样、形态丰富的管状材料，能够激发幼儿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并帮助幼儿进行更复杂的组合和搭建。

在幼儿 4 ～ 5 岁时，他们的认知能力和动手能力得到

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此时，他们能够使用更加复杂的

管状材料进行更加复杂的建构游戏。在这个阶段，应

当选择一些更加复杂、多样化的管状材料，如各种长

度、形态、颜色、大小不同的管道、波纹管等，帮助

幼儿进行更加高级的组合和搭建，发展幼儿的创造力

和创新精神。针对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实际能力，选择

合适的管状材料进行引导和组合，可以有效提高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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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构游戏能力，并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 二 ) 注重激发幼儿的合作行为
游戏材料的选择对促进幼儿的合作具有重要作用。

教师在选择游戏材料时，应该注重其是否能够激发幼

儿的合作欲望和合作行为。一些材料可以促进幼儿之

间的互动，引导幼儿发现合作的乐趣，并在合作中获

得成就感，进而提高合作的自觉性和稳定性。例如，

教师可以提供一些接口大小相同的各种管状材料，然

后让幼儿建造一个连续的输水管道系统，让水从一个

端口流入另一个端口。这个任务需要所有幼儿的合作

才能完成。首先，幼儿需要一起思考如何设计管道系

统，包括哪些材料可以使用、如何拼接，以及如何保

证水流畅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幼儿相互交流、协商，

共同制订计划。接着，幼儿需要将计划付诸实践，一

起动手搭建。在搭建过程中，幼儿需要相互帮助，合

作完成任务。比如，有些幼儿负责拼接管道的连接口，

有些幼儿则负责搭建高处的管道段。幼儿在完成任务

的过程中，需要相互理解，互相支持，共同解决问题。

最后，幼儿需要测试他们的管道系统是否能够正常运

转，他们需要一起把水注入管道，然后观察水流动的

情况。如果出现问题，幼儿需要一起思考，解决问题，

让水流通畅。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互相配合，共同解

决问题，从而体验到合作的快乐。

( 三 ) 引导幼儿学会使用辅助材料装饰建筑物
在幼儿建构游戏中，通常会使用管状材料来构建

建筑物的主体。这除了可以让幼儿在实践中掌握一些

手工技能，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和想

象力。同时要引导幼儿学会使用辅助材料来装饰建筑

物，从而增加建筑物的美观度和复杂度。在进行建构

游戏时，教师可以提供不同种类的管状材料，如不同

大小的彩色吸管、不同形状的塑料管等，供幼儿选择，

以帮助幼儿发展自主探索和选择的能力，同时能增强

他们对材料的认识。然后，教师可以在游戏中引导幼

儿使用管状材料来装饰建筑物。例如，在建造房屋时，

可以利用彩色吸管作为窗户和门，还可以用其他管状

材料作为房屋的柱子、屋顶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

让幼儿在游戏中体验到使用辅助材料来增加建筑物复

杂度和美观度的过程。另外，为了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

教师也可以在游戏中鼓励幼儿互相交流和协作。例如，

让幼儿分工合作，一个负责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另一

个负责使用管状材料进行装饰和美化，这样可以让幼

儿在游戏中学会合作，同时能促进他们的交流和沟通

能力的提高。

( 四 ) 注重快乐的合作体验，提高幼儿的合作自
觉性和稳定性

在幼儿教育中，注重幼儿的快乐体验是非常重要

的，尤其是在合作游戏中。合作游戏的目的不仅是培

养幼儿的合作能力，更是要让幼儿在游戏中体验到乐

趣，从而提高他们的合作自觉性和稳定性。首先，教

师要设计适合幼儿喜好和能力的游戏，让幼儿在游戏

中感受到乐趣和成就感。例如，可以设计一些趣味性强、

参与性高的游戏，如模仿游戏、角色扮演游戏、团队

建设游戏等，这些游戏可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让他

们在合作中感受到快乐。其次，教师要为幼儿提供积

极的合作氛围，让他们感受到团队合作的力量和魅力。

在游戏中，教育工作者可以引导幼儿互相支持、协作，

鼓励他们分享想法、交流意见，这样可以让幼儿体验

到合作的快乐，增强合作的自觉性和稳定性。最后，

要让幼儿在游戏中感受到成就感，这可以激励他们继

续参与合作游戏。教师可以设置一些小目标，让幼儿

在游戏中逐步实现，让他们感受到合作的力量和快乐。

例如，让幼儿利用管状材料设计一个小型的、稍微复

杂点的建筑项目，并且让幼儿分组协作完成建造。在

游戏中，教师可以引导各个小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

完成任务，当建筑物完成后，可以让幼儿展示自己的

成果，并且为他们颁发奖励。这样可以让幼儿感受到

成就感，增强他们参与合作游戏的自觉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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