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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乡村留守儿童的早教问题，研究学龄前留守儿童益智玩具的设计策略。方法 基于“德、

智、体、美、劳”的“五育”理念，系统分析学龄前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及现有益智玩具的现状，并构

建学龄前乡村留守儿童益智玩具设计的“五育”益智框架以及具体的设计原则，最后结合贫困乡村地区

广西融水县的实地调研，对学龄前留守儿童益智玩具设计的“五育”益智设计原则进行相关设计实践。

结论 从学龄前乡村留守儿童“五育”教育问题出发，提出关怀性、创造性、合作性、自然性、乐观性

5 个对应的设计原则，并通过实际案例验证了该设计原则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同时，也为乡村留守儿童

益智产品的开发提供设计理论参考，进一步推动我国设计扶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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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early education of rural left behind children, the work aims to research the design strategy of 

educational toys for preschoolers left behin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five educations"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

sique, aesthetic and labor, the educational problems of rural preschoolers left behind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ir ex-

isting educational toys were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and a "five educations" educational framework and its specific de-

sign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toys for preschoolers left behind were constructed.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field inves-

tigation in a poor rural, Rongshui County, Guangxi, relevant design practice on design principles of "five educations" 

educational toys for preschoolers left behind was carried out. Starting from the "five educations" issues of preschooler left 

behind, five corresponding design principles of care, creativity, cooperation, naturalness and optimism are put forward. 

Practical cases verify that the design principle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design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roducts for rural left behind children, and further promotes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rural left behind children; educational toy design; develop five educations simultaneously; preschool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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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党和政府积

极鼓励和引导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落实随迁子女

就地入学等工作。但由于社会资源及家庭条件的限

制，依然有大量的青壮年不得不背井离乡，留守儿童

和老人共同生活的“空心村”局面依旧存在。因此，

也造成了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教育关怀[1]，他们教育

问题仍是备受关注的热点。在“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指引下，围绕儿童

成长和智力发展特点研发寓教于乐、融学于趣的早教

益智启智产品，符合当前乡村留守儿童现状，是值得

深入思考与研究的重要问题。 

1  学龄前乡村留守儿童的“五育”问题分析 

在我国以儿童年龄为基础，将儿童划分为婴儿

期、幼儿期、学龄前期、学龄期 4 个不同的阶段，其

中学龄前期是指 3~6 周岁的儿童。而对于“留守儿童”

这个概念，率先由上官子木[2]提出。《现代汉语学习

词典》中定义为“父母外出务工，留在家乡和祖父母

或其他亲属一起生活的儿童”。根据 2016 年国务院印

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将学龄前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或一方外出

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能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 3~6

岁儿童。 

学龄前儿童处于快速生长发育的阶段，这 1 阶段

的儿童精力充沛、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在认知发展层

面，学龄前儿童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以具象化认知为

主，观察力与创造力迅速发展，同时抽象逻辑思维开

始萌芽，可以把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整合，是培养其

观察力、注意力、思考力的最好时期[3-5]；在行为发

展层面，学龄前儿童的小肌肉运动技能基本上发育完

全，各种手部精细动作快速发展，操作物体的能力大

大加强，能通过多种工具的动手操作活动去探索世

界，且能坚持较长时间[4]；在游戏娱乐层面，从平行

游戏向合作游戏过渡，有明确的游戏目的和集体意识

的雏形，开始形成和同伴共同游戏的愿望[5]。 

3~6 岁儿童独立行走运动的能力大大增强，活动

范围增大，语言和情绪表达丰富，总体呈现出从身体

发育到心理思维发展的飞跃。这个阶段的儿童通过对

周围人、物、环境的探索形成对世界的初步认知，是

性情品格养成的关键时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是我国推崇已久的五字教育方针，也是新时

代育人理念的主要内涵和核心命题[6]。根据第七次人

口普查可知，在人口流动方面，虽然截至 2018 年底

流动人口总量已减为 2.41 亿，但外出农民工数量仍

在继续增长。在新时代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格局下，农

村学龄前留守儿童的教育成长是其中迫切需要改善

的环节。有关研究调查表明，学龄前留守儿童极易因

与父母长期分离、亲情关系缺失、得不到关心和帮助

而产生心理和行为问题[7]。学者通过对陕南农村地区

留守儿童智力及运动发育迟缓问题进行研究后发现[8]，

因监护人知识层次较低、教育方式简单粗暴、教学和

体育设备条件限制等原因，学龄前留守儿童智力发育

迟缓问题检出率为 43.7%、运动发育迟缓问题检出率

为 9.9%，均高于非留守儿童。 

此外，课题组在对广西融水县农村留守儿童家庭

的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父母的陪伴是

孩子的第 1 需求，缺失父母情感上的呵护和关爱是儿

童产生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其中，问卷主要

针对学龄前留守儿童的基本信息及其家庭状况进行

调查，由于学龄前留守儿童尚未完全具备填写问卷的

能力，问卷调查主要针对当地学龄前留守儿童的监护

人，共发放问卷 70 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60 份。从

调查数据中可知，72%的受访者是学龄前留守儿童的

祖父母；24%的受访者是学龄前留守儿童的外祖父

母；还有 4%的受访者是学龄前留守儿童的亲戚。这

表明，融水县学龄前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主要以老年一

辈为主。此外，近 70%受访者的文化程度为小学，仅

具备基本的识字和简单的交流能力。而对于学龄前留

守儿童存在的问题，大部分受访者也表示儿童会出现

性格内向、无规则意识、反应能力较弱的现象，见图 1。 
 

 
 

图 1  受访者认为孩子存在的问题 
Fig.1 Problems that interviewees think their children have 

 

依据相关调查文献和实地调研情况，并结合“五

育”的基本内涵，对学龄前留守儿童教育存在的具体

问题进行分析，见图 2。 

1.1  德育涵养方面——父母关怀陪伴缺失 

德育是指对受教育者实施系统的思想、政治和道

德教育。学龄前儿童处于心理思想萌芽阶段，家庭教

育的潜移默化是主要养成途径。由隔代长辈或亲戚代

为监护的学龄前留守儿童在访谈中反馈缺少父母的

陪伴与关爱，其亲子情感诉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在这

一语言发展快、情绪波动大、精力充沛勇于探索的重

要成长阶段，长期的亲子陪伴缺失容易使他们缺乏安

全感和自尊感，在屡受挫折的情况下，易滋生各类心

理问题。表现在外即为冷漠孤僻、自我封闭、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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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龄前乡村留守儿童“五育”问题分析 
Fig.2 Analysis of the "five educations" of rural preschoolers left behind 

 
与他人交流[9]。 

1.2  智育开发方面——创造引导教育欠缺 

智育指开发受教育者的智力，培养其认知能力、

观察力、注意力和想象力。3~6 岁的儿童活泼好动，

模仿、想象能力飞速发展，对符号化的绘画和游戏抱

有兴趣，在认知发展上处于皮亚杰理论中的“前运算

阶段”，表现为个性探索能力增强。学龄前留守儿童

常以破坏性的行为来满足自身创造需求，如打碎东西

做拼图、剪坏衣服做玩偶等。但由于其监护人的文化

程度普遍不高且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对这些行为

的认知存在偏差，通常只以训斥教育的方式解决问

题 [10]，而对学龄前留守儿童缺乏创造能力的引导教

育，从而大大打压了他们的创造积极性，影响其想象

力的发展。 

1.3  体育运动方面——竞争意识培养不足 

体育以谋求受教育者身心健康为目的，锻炼其身

体肌群，促进其心理发展，帮助他们培养积极向上的

体育精神为目的[11]。学龄前留守儿童的体育问题主要

是体育竞争意识的培养不足。有研究显示，大部分学

龄前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监护人的有效陪伴，容易出现

性格内向、胆怯、与同伴不和谐、体育竞争意识薄弱

等问题[12]，容易对群体活动产生极大的害怕和焦虑心

理，从而引发对一系列事物的逃避行为。 

1.4  美育浸润方面——自然美教育被忽视 

审美对社会生活和人文教育具有重要作用。美与

善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我国自古就有“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的理论，以自然为师，以美育心，这不仅

是对艺术创作规律的认识论、方法论，更是对巍峨壮

丽、明媚清雅的大自然美好景象的深刻领会。乡村中

丰富的自然景观、生态材料，是美育浸润的重要来源。

但因乡村人民对美育认知的局限，学龄前留守儿童的

美育活动目前仍局限于教室之内[13]，乡村地区的各种

自然风景、花木溪石作为美育的优良素材，不但没有

被用于引导儿童发现和感知自然美的能力，反而受到

砍伐、破坏。 

1.5  劳动教育方面——劳动认知教育薄弱 

劳育是以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学习

劳动技能、养成劳动素养为目的的教育活动[14]。学龄

前留守儿童的劳育问题主要体现在劳动认知教育薄

弱上。有调查结果发现，农村儿童的劳动认知均值低

于城市儿童的劳动认知均值[15]。与城市学龄前儿童相

比，大部分乡村留守儿童跟随监护人较早地接触田间

农事活动，其劳动实践能力得到培养，但却欠缺劳动

认知教育，加之农村“重智轻劳”的现象较为普遍，

农村留守儿童极易对劳动的无奈、疲惫、辛苦以及汗

水产生更多负面的认知，进而产生排斥与厌恶情绪。 

2  学龄前乡村留守儿童益智玩具概述 

2.1  儿童益智玩具界定 

“益智玩具”是指能在玩耍过程中提供教育、益

于智力发育的玩具，具有寓教于乐的特征[16]。学龄前

儿童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益智玩具能帮助他们在玩

耍游戏过程中锻炼四肢肌肉、运动协调能力，在形象

思维、逻辑思考、探索未知、合作互动等方面均有助

益。在寓教于乐中有助于体格健康成长、个性美好养

成，从而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2  市场上儿童益智玩具分类及特点 

益智玩具的“智”作“智力”讲时，不仅指智商、

记忆力等单项指标，同时也指人们正确认知、理解和

处理事物的能力[17]。根据美国哈佛发展心理学家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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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加德纳教授的多元智能理论，在特定的文化背景

下，个体用于解决问题和进行创造所需的能力可分为

语言智能、节奏智能、数理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

身体运动智能、自然认知智能、人际关系智能与自我

认知智能等 8 种能力[18]。由此，儿童益智玩具可依据

这 1 理论划分为对应各个能力的 8 种类型（如图 3 所

示），每个类型都是主要针对儿童某个系列能力的研

究开发。 
 

 
 

图 3  各类益智玩具分类及特点 
Fig.3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al toys 

 

2.3  学龄前乡村留守儿童益智玩具问题分析 

随着近几年乡村经济条件的稳步提升，部分益智
玩具已进入乡镇市场，但课题组在对广西、江西 2 地
的乡村实地考察中发现，大部分乡村留守儿童家庭购
买不多。当地购物场所销售的玩具品类较少、材质简 

陋，难以对应并满足学龄前儿童的心理喜好。由于地

处偏远，受道路交通状况不佳等因素影响，玩具运输

成本较高，导致玩具价格偏高。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

式仍处于较低水平的现状下，传统民间玩具或自制玩

具仍是乡村留守儿童的主要玩具。依据对益智玩具的

分类，对目前学龄前乡村留守儿童的主流玩具简述，

见表 1。 
 

表 1  学龄前乡村留守儿童现有益智玩具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existing educational toys for preschoolers left behind 

益智类型 现有玩具种类 玩具图例 

自制互动类型 
跳皮筋、打陀螺、射弹弓、投沙包、

抓石子、弹射弹珠、折纸游戏 

 

形象创作类型 泥巴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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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文对学龄前乡村留守儿童现有益智玩具

的论述分析，相关玩具存问题，见图 4。 
 

 
 

图 4  以问题为导向的益智玩具分析 
Fig.4 Analysis of problem oriented educational toys 

 

1）益智玩具类型较少。多为传统互动合作类型，

形式材料上因陋就简，缺乏引导性、系统性，且并不

适合 3~6 岁儿童身心发育的特点，对此阶段儿童“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助益不大。 
 

2）游戏规则与玩法局限性较大。跳皮筋、投沙

包等玩具和游戏无法单独实现，需要多人参与；射弹

弓、打陀螺、弹射弹珠等可不限人数，且能锻炼手眼

协调能力，但存在较大的危险性，不适合低年龄段的

儿童。整体而言，表 1 所示的各类型玩具，在系统性、

通用性方面欠缺，仅适用于某一方面智力能力发展需

求，无法满足启智益智的综合性教育要求。 

3）缺乏情感关怀。表 1 所示玩具侧重在运动能

力方面的锻炼，而留守儿童内心深层的情感需求并未

得到重视和满足。其心理、情感问题无法在现有益智

玩具教育中得到有效改善，这将阻碍学龄前留守儿童

形成健康的道德思想和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 

3  学龄前留守儿童益智玩具设计理论 

基于对学龄前留守儿童“德、智、体、美、劳”

各方面的教育问题以及益智玩具存在的实际问题分

析，对学龄前留守儿童的益智玩具设计进行“五育”

益智框架的构建及具体设计原则的研究，如图 5。 

 
 

图 5  学龄前乡村留守儿童益智玩具设计的“五育”益智框架 
Fig.5 "Five educations" intelligence promotion framework of children's educational toy design for preschooler’s left behind 

 

3.1  关怀性原则 

关怀是指对某个对象的关爱意识与行为，是 1 种

具有社会道德良知，能正确对待社会弱者的必备品格[19]。

一般用于上对下、老对小、集体对个人的爱护与照顾。

本课题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面向学龄前乡村留守儿

童 因 父 母 亲 人 陪 伴 缺 失 所 造 成 的 情 感 问 题 ， 以 

故事创建、虚拟情境、角色扮演、角色互换等形式进 

行游戏设计。以跨越两地的生活场景和亲子角色扮演
作为内在积极设计，在玩具场所中建立起亲子生活的
关联性，使儿童的想象力、形象思维能力、性格活力
得到激发。而优良的玩具造型和色彩等外在积极设
计，则可助力儿童养成良好的视觉审美。基于关怀性
原则，在玩具材料的安全性、结构的便利性等方面，
均要以学龄前儿童的身心需求为核心，拉近学龄前留
守儿童与益智玩具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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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创造性原则 

创造是指在实践活动中创立新的事物。创造性设

计以个体单元的不同组合形式延伸益智玩具产品功

能，并运用多样化的使用方式，启发学龄前留守儿童

对益智玩具形态的创新组合进行思考与探索，从而推

动产品功能的创新，达到一物多用的效果。例如，在

玩具设计中采用重复增减自由组合的方式，实现多种

不同的全新的形态。这可以满足学龄前留守儿童的创

造需求，不仅能促进想象力、激发创新力、拓展创造

能力的可能性，还能获得惊喜性的鼓励成果。又如，

通过考虑产品中物理“空”的特性，并使用单体凹凸

契合的设计形式进行空间预留设计，从而给学龄前儿

童关于新事物构想的物理空间。这不仅能锻炼他们的

观察力、注意力、数理逻辑能力，也能带给他们相关

的惊喜性产品体验，让他们感受到超越预期的满足

感，获得更多的认可与鼓励，提升他们的创造自信。 

3.3  合作性原则 

合作有共同创作之意，意指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完

成任务。玩具是游戏的载体和桥梁，游戏作为娱乐活

动，包含智力游戏和活动性游戏。大多数游戏规则都

含有合作达成目标的要求。针对学龄前留守儿童的益

智玩具设计，把玩具的游戏娱乐特征考虑进去，其中

的合作性，即多人共同参与玩耍的特征，是玩具设计

的必要原则。在多人互动过程中通常需遵循玩具的游

戏规则，可通过竞赛制、团队制等协作游戏模式营造

1 种团结协作的场景，既符合 3~6 岁儿童喜欢人多玩

闹的年龄特征，又能有效激发儿童的思考力、竞争力、

协作能力等正向意识，培养他们的团结协作精神和友

爱互助的体育精神。 

3.4  自然性原则 

地球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大自然

更赋予了人们美的创作灵感。益智玩具设计的自然性

原则一方面要求材料使用具备自然生态、环保可持续

等要素，另一方面还肩负美育浸润的责任。造型的可

爱趣致、色彩配置的温润清雅、结构方式的智慧精巧、

材料运用的纹理质地之美等等，这些对 3~6 岁儿童理

解美和欣赏美的引导至关重要。例如，可以在外观上

采用朴实简洁的造型，摒弃繁杂无用的装饰。在产品

环境合一的情境下，促使学龄前儿童在接触自然美的

过程中，不断挖掘环境中的美，并将其融入益智玩具

进行美的和谐创造，形成“儿童-玩具-环境”3 者的

交互关系。例如，在产品制作材料上不仅可选用当地

资源充足且具有特色的材料，也可使用儿童在大自然

的探索中获取的材料对益智玩具进行自然美的再创。

这不仅能降低益智玩具产品的制作成本，也能促使学

龄前儿童产生热爱美、热爱自然的心理，锻炼他们发

现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提升他们爱护美、爱护生

态的环保意识。 

3.5  乐观性原则 

以积极、愉快的心情观看外界，满怀信心对待一

切，有利于启发智力、开启智慧，这 1 乐观的姿态是

设计研发益智玩具的目标之一。学龄前留守儿童益智

玩具乐观性设计可借助轻松愉快的劳作主题游戏，通

过成就激励的手段，提高学龄前留守儿童的劳动自

信，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劳动态度。让留守儿童在游

戏的成功和胜利中感受到拥有丰富劳动知识的自豪

感，并塑造其劳动自信。同时，给予他们在乡村生活

环境中所特有的知识成果以肯定与鼓励，消除其内心

的劳动矛盾心理，培养劳动最光荣的态度。 

4  学龄前乡村留守儿童益智玩具设计实践 

依据上述分析，课题组近年来深入贫困乡村地区

广西融水县进行实地调研，并结合当地生态环境经济

用材。本次学龄前乡村留守儿童益智玩具的设计选材

为当地的毛竹，包装材料上则选用当地盛产的农作物

残料丝瓜络。益智玩具产品的原型是 1 款“拼接积木

式情景益智玩具”，可将其分为 4 大类型（如图 6 所

示）：图 6a 为拼接式竹片模块，由凹陷和凸起形态的

竹片以及可供拼接用的竹制底座组成；图 6b 为积木

式竹管模块，该模块主要由大小不同的简制竹管及木

质圆板组成；图 6c 为益智玩具零件模块，包括木球、

竹拱桥、麻绳、竹片植物、小木牌和其木制底座，种

类丰富多样；图 6d 为纸质贴图模块，包括人物、动

物贴图以及交通标识贴图。 

在尺寸规范上，益智玩具的尺寸设计要充分考虑

学龄前儿童的人机尺度关系和适用程度，以方便儿童

拿握。参考《幼儿园建筑设计》中的学龄前儿童手掌

尺寸数据（如表 2 所示）[20]，得出本设计单个零件最

大边长尺寸不超过 40 mm 才能保证学龄前留守儿童

拿握。如有较大尺寸的模块出现时，应通过挖空或凹

槽的设计以便于学龄前贫困留守儿童抓握。 

“拼接积木式情景益智玩具”可构建不同类型的

游戏场景，如虚拟亲子交流、游戏竞赛等，在满足乡

村留守儿童的亲情沟通、合作竞赛需求的同时，实现

关怀德育与合作体育。此外，本设计具备多种自由组

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可根据儿童自身身体机能和兴

趣、玩耍场景的需求等等，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

序渐进地对游戏进行自主再设计。通过对不同模块的

组合搭建以及不同场景的构建，对学龄前留守儿童的

观察力、专注力及创造能力进行充分锻炼，以实现创

造智育。不同场景的具体介绍如下。 

1）场景一为父母生活融入式的城市角色扮演游

戏场景，搭建效果，见图 7。学龄前留守儿童父母大

多身在城市，在游戏的过程中了解、探索并创造想象

中父母所在的城市，以该城市公共交通轨道运行规则

为玩具的游戏核心，以亲子角色扮演模拟与父母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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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拼接积木式情景益智玩具模块 
Fig.6 Situational educational toy module of Mosaic building blocks 

 

表 2  学龄前儿童手掌尺寸 
Tab.2 Palm size data for preschoolers 

年龄/岁 手掌长/mm 手掌宽（除大拇指）/mm

3 104~107 48~50 

4 110~114 53~55 

5 116~119 54~57 

6 123~127 57~60 
 

生活为场景，让留守儿童在玩乐过程中抒发对父母的
思念情绪，缩短他们与父母心灵上的距离。 

2）场景二为滚球竞赛游戏场景，搭建效果如图
8 所示。通过滚球竞赛游戏，主要培养学龄前留守儿
童竞争向上的积极意识与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3）场景三为庄园搭建，见图 9。要求游戏者运
用自身积累的劳作知识进行庄园管理的劳作主题游 

 
 

图 7  场景一搭建效果 
Fig.7 Construction rendering of Sce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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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促进学龄前留守儿童的协作交流，锻炼他们的合

作意识、管理协调能力。同时也能培养他们乐观、积

极的劳动观念，塑造劳动自信，实现乐观劳育。 
 

 
 

图 8  场景二搭建效果 
Fig.8 Construction rendering of Scene 2 

 

 
 

图 9  场景三搭建效果 
Fig.9 Construction rendering of Scene 3 

 
经前期调研考察，乡村聚落一般由院落、主屋等

部分组成，村民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儿童活动场

地较为宽敞，活动范围较大，利于此类积木式玩具各

类玩法的展开。石头、树叶、种子等大自然的馈赠在

乡村自然环境中随处可见可用，学龄前留守儿童还可

与积木玩具混合应用，对玩具进行再创造，收获美好

成果，见图 10。 

选用丝瓜络作为产品包装的原材料对玩具进行

收纳，见图 11。丝瓜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抗拉强

度，天然材质，易清洗，加工成本低廉。丝瓜络的网

状结构和多层丝状交织而成的纹理质地坚韧，耐用性

好，具有良好的防震、缓冲效果[21]。此外，丝瓜络的

袋装式包装满足不同模块益智玩具的收纳需求，可根

据不同需求选择不同的模块与数量进行游戏。 
 

 
 

图 10  玩具混合场景搭建效果 
Fig.10 Mixed scene construction rendering of toys 

 

 
 

图 11  产品包装设想效果 
Fig.11 Tentative effect drawing of product packaging 

 

5  结论 

通过对学龄前乡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以及益智

玩具问题的分析，搭建了基于“五育”理念的益智玩

具设计理论框架及具体的设计原则。在益智玩具的设

计创新实践过程中，充分考虑儿童生活条件和生态环

境可持续发展等各种因素，设计出 1 套益于学龄前留

守儿童“德、智、体、美、劳”发展的情景式益智玩

具，具备形态简约、加工便利、用材生态、便于收纳、

生产落地性强等特点。期望能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及乡村留守儿童早教益智问题，提供一定理论参照

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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