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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玩具需求侧结构状况实践研究 
——以丽水市为例 

张丽 

（丽水学院  浙江  丽水  323000） 

摘要：幼儿园教玩具需求侧结构状况就是幼儿园在教玩具配备方面的现状问题。调查发现各活动区的教玩具配置数量不

一，投放区域有侧重。在各活动区，配置的教玩具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在递增，其中，大班美工区配置的教玩具数量上远超

小中班，大班益智区智力挑战类教玩具是小中班 2 倍，大班建构区配置的教玩具约是中班的 2 倍，中班角色区配置的教玩具

数量最多。在教玩具选购方面普遍存在“看图选购”的情况。因此，在教玩具配备方面要注意，活动区教玩具的配备是根据

活动区的规模和游戏人数配置的，配置的数量和种类教师认真研究，玩具柜都放满并不代表投放适宜，在年龄班投放数量方

面要摒弃“弱小就低能”的观念。幼儿园采购者应采取线上招标、线下选购的方式，采购者要在寻求专业的理论依据与经验

性证据的基础上，把控教玩具的标识年龄与适用年龄的一致性，科学合理地做好教玩具的选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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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幼儿园教玩具需求侧结构状况就是幼儿园在教玩具配

备方面的现状问题。是关于幼儿园教玩具如何选购、如何投

放、投放了多少等系列问题。研究幼儿园教玩具需求侧结构

状况，不仅要关注到教玩具的规格、结构化程度、互动性等

特性，而且还要关注教玩具投放的年龄班、游戏区角、数量

等问题。 

为此，笔者随机选取丽水市 12 所幼儿园，其中公办幼

儿园 8 所，民办 4 所，在每个样本园随机选取大、中、小班

各一个班，共计 36 个班作为样本班。自编《幼儿园区域活

动现状调查问卷》和《幼儿园班级活动区教玩具汇总表》对

幼儿园教玩具配置问题进行了统计分析，下面将研究结果做

一陈述。 

二、幼儿园教玩具配置的现状分析 

1.幼儿园教玩具配置数量不一，投放区域有侧重。 

在调查的 36 个班级中，幼儿园一共配置了 5371 款 1 教

玩具。投放在建构区、益智区、美工区、音乐区、科探区、

角色区、沙水区、语言区等八个活动区中，如图 1 所示。 

 
在班级八大活动区配置的教玩具，数量不一，益智类、

美工类教玩具配置数量和种类最多，音乐区、语言区、沙水

区教玩具配置相对较少。具体而言，建构区配置的教玩具是

814 款，角色区配置的教玩具是 593 款，益智区配置的教玩

具是 1000 款，科探区配置的教玩具是 463 款，美工区配置

的教玩具是 1835 款，音乐区配置的教玩具是 311 款，沙水

区配置的教玩具是 76 款。按照年龄班进行统计，每个年段

班级配置的教玩具数目也不相同。其中大班一共配置了 2021

款教玩具，中班一共配置了 2049 款，小班配置了 1301 款。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幼儿园教玩具配置的基本情况，本研

究选择活动区教玩具配置数量较多的四个——美工区、益智

区、建构区、角色区进行具体分析。 

2.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幼儿园活动区配置的教玩具在

递增。 

（1）大班美工区配置的教玩具数量上远超小中班。 

调查发现，幼儿园美工区配置的教玩具材料最多。其中，

绘画类材料与工具 647 款，手工类材料与工具 1187 款。手

工材料与工具约是绘画材料与工具 2 倍；.总体来看，大班段

美工区一共配置了 746 款教玩具材料，数量远超小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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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显示（图 2），绘画材料与工具的数量与种类随

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小，手工材料与工具的数量种类随着年

龄的增长逐渐增大。这可能是因为小班段的幼儿手部精细动

作发展不完善，对一些手工技能还难以掌握，而绘画对手部

动作的要求比手工活动相对低一些，所以绘画深受小班幼儿

的喜爱。随着年龄增长，幼儿逐渐学会使用剪刀、胶水等手

工工具，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剪纸、折纸、泥塑等手工技能，

因此手工材料与工具的需求量逐渐增加。 

（2）大班益智区智力挑战类教玩具是小中班 2 倍。 

如表 1 所示，幼儿园在益智区投放的材料中，小中班桌

面操作类材料最多；大班智力挑战类教玩具——棋牌玩具和

数学材料是小中班 2 倍，这可能与大班段幼儿喜欢智力挑战

类游戏有关。 

 
进一步分析统计数据，发现在拼图类材料中，部件无关

拼图占比 32.4%，部件有关拼图占比 67.6%。在操作类材料

中，镶嵌材料占比 33.1%，套叠材料占比 24.3%，穿编材料

占比 18.3%，搭配材料占比 24.3%。在棋牌类材料中，棋类

玩具占比 51.0%，牌类材料占比 27.9%，其它版面占比 21.1%。

在数学材料中，数的认知材料占比 46.4%，图形认知材料占

比 25.6%，量的认知材料占比 14.0%，模式认知材料占比

14.0%。 

（3）大班建构区配置的教玩具约是中班的 2 倍。 

调查发现，在幼儿园建构区小中大班积木类材料多于拼

装材料和辅助材料。大班配置的材料数量大约是中班的 2 倍，

大约是小班的 6 倍。就积木而言，种类较多，多边形积木、

卡普乐、海绵积木、纸砖等单元积木均充足投放。其中，小

班配置的建构材料中，卡普乐占比 25%，雪花片和软体积木

占比 17%，不难发现小班投放材料似乎偏向于外形简单、好

操作的建构材料。在中班建构材料配置中，增加了一定数量

与课程相关的材料，同时纸积木和木质积木占比 29%，相比

小班而言，中班雪花片和软体积木大幅度减少。而大班配置

的建构材料中，木质积木提高到了 34%。不同年龄班中，配

置的辅助材料数量都不多。 

 
（4）中班角色区配置的教玩具数量最多。 

调查发现，在幼儿园角色区，小中大班工具玩具多于形

象玩具和场景模拟玩具；相对而言，中班配置的角色类教玩

具多于小班和大班。在调查的幼儿园中，小班角色区玩具几

乎全部以家庭类玩具为主，到了中大班社会类玩具开始逐渐

增加；而在形象玩具中，各年龄段的交通类玩具都处于一个

较低的数值。就角色区配置的教玩具总量而言，小班教玩具

占比 29％，大班教玩具占比 28％，而中班教玩具数量则相

对较多，占教玩具总数的 43％。 

 
3.幼儿园教玩具“看图选购”方式普遍。 

在研究中，对 90 位教师发放了《幼儿园区域活动现状

调查问卷》，其中，“您所在的幼儿园活动区游戏材料选购渠

道是什么？”结果显示，幼儿园教玩具选购方式一般是四种：

玩具企业（或代理）销售、网络平台选购、教师自由购买、

政府集中采购（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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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显示，幼儿园活动区选购的教玩具材料，来自

玩具企业或玩具代理商销售的教玩具占比是 20.83%，幼儿

园在网络平台选购的教玩具占比是 31.82%，教师自由购买

的占比是 6.44%，政府集中采购的教玩具占比是 40.91%。进

一步访谈得知，幼儿园教玩具选购一般是在网络平台（包括

政采云）上“看图文说明”，经过规格、材质、价格等对比

后，填写采购清单，再进行集中采购。可见，“看图选购”

非常普遍，在选购方式中占比 72.73%。 

四、讨论与思考 

1.幼儿园教玩具要配备多少、投放在何处？ 

幼儿游戏活动的开展依赖于游戏场地、时间、材料等条

件保障。游戏材料的合理投放是游戏活动进行的物质保障。

在幼儿园不同年龄班中究竟要投放多少游戏材料？投放在

哪里？这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调查发现，幼儿园班

级中一般开设 4-5 个活动区，各活动区都有不同数目的教玩

具投放。当然，活动区教玩具的配备是根据活动区的规模和

游戏人数配置的，配置的数量和种类需要我们反复推敲。玩

具柜都放满并不代表投放适宜。我们需要思考在投放时是否

参照了本地区的幼儿园教玩具装备规范（指南），该规范（指

南）是否具体可操作性。 

2.不同年龄班要配置多少教玩具？ 

如上所述，幼儿园不同活动区配置的教玩具数量和种类

随年龄在递增。小班各个活动区配置的教玩具数量和种类都

比中大班少。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小班幼儿动手能力比较

弱、不会玩还是人数少？一般来说，小班幼儿入园定班后，

班级人数在三年中相对稳定，中班开始增加插班生的情况不

是很突出。那么，为什么教玩具配置中会出现随着年龄的增

加，教玩具数量和种类都增加的现象？可见，在我们潜意识

中还是有陈旧的“弱小就低能”的观念在作祟。 

3.教玩具如何选购是科学合理的？ 

上述“看图选购”一方面是疫情之下的无奈之举，另一

方面也反映出“短平快”网购模式的影响使得幼儿园在教玩

具采购时，体现出经济、实惠、省时省力、高效快捷的工作

态度。殊不知，网购教玩具会掉入“年龄陷阱”。在网络上

选购教玩具时，教师一般会参考教玩具的标识年龄。生产者

在生产与销售教玩具时，为规避责任和风险，一般将 3 岁以

下儿童适用的玩教具标注为 3岁及以上。这对于不见“实物”、

“看图选购”的幼儿园采购者来说，极易被误导，其结果是

对幼儿的身心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标识年龄不当意味着

玩教具的可玩性无法达成，幼儿的游戏质量被打折扣。因此，

幼儿园采购应采取线上招标，线下选购，采购者在寻求专业

的理论依据与经验性证据的基础上，把控教玩具的标识年龄

与适用年龄的一致性，科学合理地做好教玩具的选购工作。 

儿童透过玩玩具来认识世界，玩玩具是儿童想象能力和

操作能力发展的极好途径。教玩具的配置应遵循“少即是多”

的原则，只有当儿童把时间花在特定的玩具上时，戏剧性思

考的力量才能迸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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