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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一起做玩具》

内容概要

华德福生活馆：http://huadefu.taobao.com/
本书购买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7275753044
自己动手制作玩具，对现在的父母和孩子而言似乎变得非常陌生。在本书中，作者告诉我们如何和孩
子一起用随处可见的棉线、布头、羊毛、木头等天然材料制作各种各样的玩具。这对孩子的成长有着
特殊的意义。因为制作玩具的过程不仅可以激发孩子们动手的热情，培养他们的灵活性、审美能力与
创造力，还能帮助他们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家长们不妨参照书中的方法和孩子一起动手尝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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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一起做玩具》

作者简介

华德福教育专家弗莱娅雅福克，生于1937年，任华德福幼儿园园长达30年之久，1990年起开始进行世
界讲学，并著有几十本著作，凝聚了她近半世纪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思考。著有《和孩子一起游戏》《
和孩子一起画画》《和孩子一起做玩具》《和孩子一起做娃娃》《幼儿园的工作与娱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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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游戏重在过程
游戏—— 一件严肃的事
游戏和工作的关系
周围的环境如何影响孩子？
在哪个年龄适合玩哪种玩具？
一岁时玩的玩具
摇篮娃娃
木头娃娃
柔软的小球
一岁到三岁的阶段
三岁到五岁
五岁到七岁　033
怎样激发孩子进行游戏？ 036
游戏和清理工作　039
在大的空间内制作玩具　043
玩具木架
木架毛巾
游戏毛巾
沙袋
冠状针织带
编织绳
玩具枕头
在地板上或者桌子上制作玩具　054
建筑用木材
树枝做的小桥
木头做的火车
小型建筑布巾
树皮船
球果鸟
用木块做的小人
小矮人
站立娃娃
站立娃娃游戏场景的制作
牧羊人
用皮毛制作羊
用粗梳羊毛制作羊
羊（绕线技巧）
用打结的方法制作小娃娃和动物
袖珍小人
玩偶角
玩偶，最重要的玩具之一
四肢玩偶
头发
玩偶的清洁说明
牧羊人
有最高要求和最大挑战的结绳娃娃
娃娃衣服的简单制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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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的捆绑毛巾
带围裙的编织娃娃
娃娃的襁褓
娃娃的吊床（钩织）
简易的毛巾吊床
娃娃旁边的雕刻小勺
娃娃旁边的小碗、碟子
杂货铺
木铲
娃娃屋
娃娃房
用树枝木材给娃娃屋做家具
娃娃屋的娃娃们
农庄
用枝丫制作的动物
由木块组合而成的动物
马和马车
用毛线编织的动物
玩偶剧角色制作
简单的丝质玩偶
木偶的保存
木板挂钩
用未纺过的彩色羊毛制作的羊毛图画
翻跟头的小人
纸袋环保人
户外游戏
沙箱
树桩和木板
木块制作的高跷
牵马的皮带
补充
附录
木质玩具的保管和清洁
原毛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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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一起做玩具》

精彩短评

1、图多详细。
2、由于环境所限，虽然书中的建议不一定都在适合使用，但可以启发家长。
3、早教型，不适合8岁以后

Page 6



《和孩子一起做玩具》

精彩书评

1、华德福教育经典译丛不错。之前看过一本《和孩子一起画画》。这本书和那一本书一样，表现出
专业性，是真正在做教育的人出的书，是真心研究教育的，是多年经验的总结。此系列都是一种亲子
的书籍，和孩子一起画，一起玩，一起做，既帮助了大人，又开心了孩子。真好。具体到这本，让人
欣喜。现在孩子们的玩具一般都是买的。男孩子的遥控汽车，遥控飞机，女孩子的芭比娃娃、布娃娃
⋯⋯商场里有玩具专柜，街上有摆地摊或者商店专门卖玩具。都要花钱埃有的真心不便宜。贵的几十
几百。让我又回忆起我们小的时候。很少有买的玩具，即使有，也是很便宜的。比如烟标拿着在地上
打，比如弹珠。还有的哥哥或者大人做的弹弓，用橡皮筋、铁丝等做的枪。在游戏的过程中带给我们
很多快乐。可惜我父亲好像没给我做太多。 当我成为一名父亲的时候，我给孩子买过一些廉价的玩具
。几块钱上十块钱一个的小汽车啊，过家家的塑料玩玩具，还有好几个动物玩偶，积木。我可以看到
，这些东西陪伴了孩子很多时光，她能这样玩，那样玩，过一段时间，觉得新鲜了，又拿出来玩。在
玩的过程中，发挥想象力。一玩半个小时就是专注力。 这本书棒在哪里？是做玩具！自己动手做！不
仅仅是给孩子做出了玩具，更关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以学到的东西多这呢。这本书中讲解
的主要玩具类型有：木偶、布偶。步骤讲解的很细。布偶需要动用针线布料，这就是手工制作了。而
木偶不是这本书我还想不起来，有雕刻的技巧。不是有木雕这门技术么？还有一些玩具材料信手拈来
，比如树皮啊，纸啊，绳子啊，手帕碍⋯作者知道制作的难度在哪里，比如做玩偶，让布偶怎么直立
起来是难点。编织动物的时候，编织的方法是重点。 这本书给我们一个思路，就是不必非要掏钱去卖
玩具，可以巧手动起来，自己diy。好处多多，自己做的，干净卫生。书中的玩具都是比较传统的，我
觉得可以算是传统教育。免得孩子总是沉湎与电子游戏，6、7岁的孩子就整天在手机上、电脑上玩小
游戏。毫无疑问，和孩子一起做的话，孩子的动手能力无疑会增强，做的玩具让孩子获得更多的成就
感。 
2、这本书里的内容，是非常适合时下那些自幼与电子数码为伴，若离了这些连玩儿都不会了的——
电子时代的孩子们的。书里的玩具，虽然不像是那些古代的传统玩具，风筝、陀螺、空竹、七巧板、
九连环之类的精巧，和爸爸妈妈小时候玩的橡皮筋、毽子、沙包、滚铁圈、玻璃球简单也不同。但也
是饶有趣味的一派天然，总能令你联想起小时候，那些傻乎乎的往事——像是撩起桌布躲到桌子底下
，玩宿营啊；坐在大块儿的泡沫板上，玩划船啊；用些硬纸壳、包装盒自制过家家的玩具呀⋯⋯等等
的，诸如此类。天真，而满足。单纯的美好。现在想来，像这样寄托着人类美好感情的物品，也是该
有生命的吧。所以，即使是同样的玩具，出生地不同的话，材质也会有所不同。好像中国古代的时候
，往往为了避讳“扎小人”的说道，娃娃是不会用布做的，动物的造型还好说，如果是人偶的话，都
像是些什么瓷人儿、泥人儿之类的，不过，磨合罗、大阿福、兔儿爷等等的，花样还不少。而西方国
家，大概是因为没有这种忌讳，所以用布缝制的娃娃更多一些。当然，世界各地共通的也有，比如小
女孩用手帕叠个娃娃什么的呀，这大概是全世界的女孩无师自通的天赋了。不只是玩具的材质，玩具
的功能也是如此的。像是中国古代的玩具，要么呢，就是穷人家的小孩在外面疯跑，玩儿的尽是些风
筝、陀螺、空竹、弹弓之类的；要么，就是富贵人家的小孩，整日里只给拘在室内，“坐不动膝，立
不摇裙”的玩些七巧板、九连环、孔明锁、华容道的等等。前者是需要一定空间的，不适合在室内玩
耍，而后者又要耗脑力，失之单纯的游戏的意味了。怎么说呢，中国的传统教育就那个样子，依托于
传统教育的儿童玩具又能如何。反正，孩子的玩具都是大人做的。那些传统的老玩具是很‘经典’，
但是，人的想象力也是需要锻炼的，而那些玩具都多少的忽视了对孩子想象力的激发。但这本书里的
玩具就不同了，这些玩具虽然非常简单，但是，缝纫、木工、编织、毛毡或者其他的，都是很能锻炼
孩子的动手能力的。蛮赞同书里的说法，事实上，即使是从破坏的成本来考量，你也不应该给小孩购
置那些科技含量更高的昂贵玩具。小孩子未经束缚的好奇天性，和天性中的创造欲望，是会让那些漂
亮的玩具被不恰当的玩法破坏掉的。况且，通过手工传递珍惜的感情，不是能够更好的传达出大人对
孩子的爱吗？通过你的行动，对孩子传递感情，传递爱，让他们切实的感受到你对他们的感情，对他
们的爱。这种方式，是非常适合那些不善于表达自己对孩子情感的家长的。——掏钱不如动手，陪伴
才是最大的关爱！为什么，人们会说被珍惜的老物件中充满了感情？不正是因为许多年来，人们珍爱
的感情，经过了岁月沉淀在了物件上，所流露出了温暖的气息嘛。一柄保存崭新的木勺，就算年头再
久，但是没有使用过，仍旧缺少那种气息。但是反之，反复擦拭磨得光滑的手柄，木质上包浆的温润
光泽，都充满了温暖令人愉悦的感觉。想一想，用机器切割出的崭新的积木，刷上了亮闪闪的新漆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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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一起做玩具》

，感觉是很漂亮，⋯⋯但如果换做了手工磨圆的立方体四角，细心手工打磨出的亚光漆面，是不是更
能传递那种珍惜的心意呢？需要注意的是，感情的付出不应是单方面的，而是需要互动。人是会对自
己亲手制作的东西产生感情的。所以，在家长为孩子制作玩具的时候，也要让孩子一同参与进来，这
样才能让他们更好学会“珍惜”的感情。这本《和孩子一起做娃娃》，和作者的另一本《和孩子一起
做玩具》，内容部分虽然有少量重合的，但是总体而言还是互补的。建议最好能一同购买。如果非要
是二选一的话，就要看个人家庭的需要了。像是那本《和孩子一起做娃娃》，讲的就是伴侣娃娃的制
作方法，虽然内容更单一，但也更深入。而这本书的内容涉及面更广，男孩女孩都能用的上。不仅是
讲玩偶的制作，局限于室内游戏，还有少量的户外游戏。虽然书上写的主要针对1-7岁的孩子，实际使
用中，甚至更大的孩子也能用。年龄可以适量放宽，只要孩子自己不觉得幼稚不好意思，多大都能一
直用下去。当然，这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该是国情不同吧。比如，都市里自然材质的原料确实不好
取得，像什么石头、带树皮的木头、贝壳之类的。中国可不是城市绿化覆盖率高的西方国家。但是，
如果换做替代材质的话，比如说硬纸板、纸箱什么的，倒也不算麻烦。每每看到，那些只能说是简陋
的玩具，在孩子们的手上千变万化的各种用途，你真的只能为那些幼小的脑袋瓜里迸发出来的奇思妙
想，和那小小身体里蕴含的超强的行动能力而赞叹。当然，这种超强的行动能力也并不往往就是好的(
﹁”﹁)类似的事儿也听过不少，⋯⋯就像有一家，好像是那家的小孩，要捏泥巴还是要玩橡皮泥的，
但是家里大人不让。结果，过了两天那家要做包子吃呢，馅儿都拌好了，却发现发好的面团怎么少了
那么大一块？最后发现是让小孩揪了去，捏吧捏吧的玩掉了再比如说，像我自己，已经是很安静顺从
的小孩了。可我小的时候，也有过为了给我的塑胶娃娃做衣服，把我家的一整袋袜子都给剪碎的黑历
史╮(￣▽￣”)╭上面的一截是带花边的胸衣或短裙，下面的直筒是长裙或连衣裙，更下面的脚底板
部分就没用了。你看，如果做家长的不去关心孩子的需求，不去关注孩子的行动。这就是结果。你不
给孩子想要的材料，孩子自己也能找到替代品。只不过到时候你的付出，或者说是损失的会更大！最
后，请谨记——“游戏的乐趣正是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是仅仅使用一些制成品”。孩子需要，也必
须要，从玩耍中建立自己的世界观。通过各种的模拟游戏，来逐步学会该怎样生活，甚至，修正自己
的行为，学会正确的言行方式。PS.老实说，每次看到华德福教育的书籍，我就感觉自己好悲哀。父母
这种职业，真不是是人就能干好的，老师还得考学呢，连个看仓库的都得上岗培训，但是“父母”呢
？——有那个意愿就成！完全罔顾他们有没有那个资质，心理条件适不适合，能不能负担起另一个完
全无辜的小生命。孩子是必须品，孩子是只属于自己的东西，孩子就像是小猫小狗一样，有的吃有的
喝有衣服穿有学上，拉拔大了就好——那么，为什么还非要有孩子呢？孩子自己，也不是就愿意被你
生下来的吧，只是，既然已经被生出来了，总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舍弃自己的存在啊～！华德福教育的
人还能那么真切的去爱孩子，去珍惜，去付出，但是，那些不及格的父母呢？究竟是不懂，还是不想
懂？是不知道，还是不想理会？是啊，看书里写的，什么“用最简单的自然材质做玩具，来培养孩子
的想象力”这样的话，就感觉很微妙。虽然，我的母亲无从获悉这一理论的存在，但她却是无时无刻
不在身体力行的践行着这一点。——感谢我的母亲吧！她的拒绝早早的造就了一个人格上完全独立的
“孩子”，我从来不敢跟人开口要任何东西⋯⋯从记事起就知道，不要向人开口，否则只会自讨没趣
。犹记得我的母亲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很是给我买了一些昂贵的玩具，像什么小电子琴、数字游戏组
、识字拼图之类的，而不是什么洋娃娃、小火车、魔方的。她买的都是她喜欢的东西，但是呢，这些
玩具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完全都是不适合我当时的年龄段，而非是我那个年龄段的小孩子会喜
欢、能玩的了的东西。我那些价值高低不一的玩具，从铁皮玩偶到发条玩具、从数独玩具到识字积木
、从音乐玩具小电子琴到其它的等等，早在我能正确的使用它们之前，就已经散架了。话说，这么些
年过去了，唯有两件东西我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但是可笑是，这两件还都不是我母亲给我买的玩具⋯
⋯一件是亮片串成的小丑娃娃吊饰，而另一件则是一只蓝眼白猫的手偶。现在想来，我对于蓝眼白猫
的偏爱，也是源自于此吧。再然后，很自然的她发现——数独游戏散了架，识字积木七零八落，玩具
娃娃的鼻子和手指在我刚长牙的时候就被啃掉了。于是，到了我真的需要玩具，会玩玩具的时候了，
她反倒不再浪费钱给我添置任何的玩具了。美其名曰，免得我再糟蹋钱。还记得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其他的小朋友都会把家里的玩具带到幼儿园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分享，只有我没法带，不，记得我
是有带过一件玩具到幼儿园里去的，是从一个文具盒里拿下来的船型凹槽，劣质塑料的红棕色，貌似
是用来放橡皮的。其它的玩具都是零件了。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我打散重组了。再有一些我平时在家
里玩儿的纸盒剪的冰箱什么的，很要强要脸面的我是坚决不会把这种东西带到学校里去的。这真是一
种糟糕的情况，社会越来越发达，人却越来越感觉不快乐了。作为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的一个个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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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理所当然的自私着，吝于付出。更糟糕的是，我们将这种不良的风气带回了家庭。不只是面对伴侣
，作为亲人父母，我们对于子女也是如此的斤斤计较。想一想，大人因为自己的喜好，因为对自己童
年的弥补，任意的给孩子买了还不适合孩子年龄的，孩子也根本不懂得该怎样去玩儿的玩具。却要责
怪自己的孩子没有把东西放进柜子里一天擦三次的供起来。而是用错误方法的去玩，让玩具和买来的
时候不一样了！我只是不能理解，孩子小的时候，你扔给他个枕头都能开开心心的玩上好半天的时候
，你非给她买什么发条玩具，也不看看那么小的孩子能不能扭动旋钮。结果呢，等孩子把玩具从床上
扔下去摔坏了，你不去反省自己，买的东西根本就不适合这么小的孩子——反而把责任都推到孩子不
懂得爱惜东西上了，真心呵呵了～小孩喜欢花花绿绿的图片的时候，正好是刚懵懵懂懂的有了‘我’
的私属意识的时候，又能拿到剪刀，用的还挺溜儿的。不想把那些漂亮的花花绿绿的图片都剪下来，
都奇怪吧？我好像记得，我最早开始剪书上的图片，就是因为她扔给我本空相册，我想把我的空相册
填满，还没有其它的途径。当然，最后我也没有舍得剪那些好书，而是把我的漫画和连环画的故事书
给剪了。本来家长通过妥善的引导，就可以解决的孩子的“毛病”，却吝于一星半点的付出，只是躲
懒的将之通通推卸给孩子的“不乖”上了。可孩子养成的习惯好坏，不是全部仰赖于周遭的成人吗？
结果，——你怎么这么不合群！——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你怎么都不会叫人！⋯⋯哎嘛，说的就
好像所有的错都是孩子的，自己就没在孩子该和小朋友出去玩儿的时候，把孩子拘在家里，不让他出
去，吓唬他除了你的爸妈，世界上所有人都想要害你；自己就没想过，不是哪个孩子天生就应该做得
好的，你之前一教没教，看见觉得丢脸了，这时候倒是想起来孩子不该那么做了；自己平时就没有怕
孩子在外面给他丢人，从来不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等到把孩子在家里关到了语言能力退化了，又有
脸埋怨孩子不像同龄的小孩那么能说会道的了⋯⋯合着，正反都是你有理了，那么你还养小孩干什么
？干脆自己养条狗吧，或者弄个机器人，一步一个口令的，最听话了。百依百顺的。确实，我养大了
你，就是为了让你给我养老的，所以，我是你养大的，我会给你钱给你养老⋯⋯但是，如果想要得到
更多，就绝非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了。不要只专注于自己的心情好坏，对待孩子，就像仰赖你而存的宠
物那样，你不会天真到以为这两者是一样的吧？宠物的年纪越大，越不会抛弃家庭离开；而孩子不会
，孩子会长大，会离开家庭。等到你老了，开始渴望亲子之间感情的时候了，他正是年富力强，该建
设属于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了。如果之前你做的足够好，他会眷念你，接纳你到他的家庭成为他的家庭
的一部分，如果你做的不够，那么你是不会被接纳到他的家庭的。所以，与其利用‘责任’‘义务’
之类的东西，去勉强不愿意接纳你的家庭接纳你，还不如一早就做的好一点儿⋯⋯又或者，就不要非
想着加入那个不欢迎你的家庭，就留在自己家里好了。情绪是最容易传染的，你周围的人快乐，你也
会变得快乐，你身边的人郁闷，长此以往，你也会跟着受影响。你自己都打心眼里不想让别人快活了
，哪家的傻子还会傻到愿意让你朝夕相处的来败坏别人的心情，影响别人的生活！
3、前两日带孩子去邻居家，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精美玩具以及电子玩具外，他家的一件东西却让我
赞叹不已。一张巨大的手制的弓，一把旧木枪改制的驽，还有一些高粱秆做的箭，一问，原来是孩子
的父亲为孩子特意制作的玩具。这些玩具看起来没有购买的那么精致，但是我却感受到这份与众不同
的爱意。他家地上摆放着几个小凳子，也全是家中的老人自己制作的。在这个时代里，钱已经不是孩
子最为担忧的问题，孩子们最渴望的，其实是对生活的参与，是父母用多少力气来陪伴他的成长。现
在的孩子拥有的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多，可是孩子们的满足感却很难实现，因为孩子们的欲望太轻易
满足，反而让内心变成了更为巨大的坑，如果我们能够陪他们一起去体验一起去创造，他们的注意力
便会从无限的索取中脱离出来，而让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过程之中，这才是我们送给孩子玩具的重要意
义。这本《和孩子一起做玩具》仿佛让我一下子回到了自己的童年。绳子、木头、布头，木块、树枝
，这些东西仿佛是童年里那个凌乱却非常富有的后院，每天从外面捡回各种各样的东西，想像着用它
们做出各种想要的东西。只是那时没有那么足够丰富的想象力，也没有那么足够的父母支持，所以很
多时候那些破烂捡回后只是扔在那里，慢慢地就什么也不是了。但是童年里那种简单古朴的生活，那
些原始简陋的素材，的确带给童年无限美好的想像与快乐。光是看看书中这些玩具的名称，就一定会
让孩子心动了。本书根据年龄段来划分，一岁左右的孩子是些简单的小球之类，随着年龄增长，规模
变大要求也更高。游戏是孩子天生的本能，创造也是属于孩子特有的快乐，我们做为家长，应该尽可
能地保护与支持而不是打压。就像是小时候的我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过家家这样的游戏？其实那就
是孩子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渴望与模拟，做饭、收拾家务，哄孩子，其实都是一种体验，而那些玩
具会在游戏中培养孩子的情感。在这本书中教给我们如何制作小娃娃，小床，小碗等等，这样的过程
会让孩子更专注于快乐的游戏。就像是现在大中城市流行的一种职业体验，其实孩子特别渴望进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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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体验。只是现在的社会越来越精心与精致，过分剥夺了孩子们真正的体验，我们送给孩子的只是成
果而不是过程。我们送给孩子会唱歌的玩具，但最终发现它并没有几块积木带给孩子更长久更永恒的
乐趣。因为积木是不断的创造，而发声玩具不再有新鲜的感觉。所以陪孩子一起学着做玩具吧。
4、对于早教，亲子互动类的话题，身为人母的我其实接触得比较详细的讯息还是来自于阅读了诸多
此类话题的书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掌握育儿的窍门，养育不一样的聪明孩子！在读到的众多丛书
之中，华德福教育经典译丛系列套装其实很是值得一提。在这其中，它包括了(《和孩子一起画画》，
《和孩子一起做娃娃》，《和孩子一起游戏》和《和孩子一起做玩具》4本套装。作为国内首套德文
原版翻译引进，全球畅销30年的幼儿教育经典，着实有着值得关注这个话题的家长或者老师们的阅读
。此时此刻由漓江出版社最新推出的《和孩子一起做玩具》带来的则是一个围绕着做玩具的亲子互动
主题而展开。以“亲手制作天然材质玩具，玩最有创造性的游戏”为宗旨，这本书中揭开的是全新崭
新的一页育儿新篇章。也许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太多的家长会觉得自己很难融入于孩子的世界之中。
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根本无从下手。但是假若我们一读这本《和孩子一起做玩具》，说不定我
们会瞬间发现原来这里是如此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不可否认，孩子的天性就是“玩”。假
若将教育的理念紧紧与孩子们感兴趣的“玩”相互交融，其达到的教学效果无疑会被任何强迫性的学
习或者要求来得轻松地多。于书册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编者诸多废物利用的材料组织进行的制作玩具
活动。尽管这些玩具并不如商场中高昂的玩具来得精美绝伦，但是这些玩具却被同时赋予了全新的生
命。它们虽然简陋，但是它们充满着生机。它们是通过家长或者老师与孩子们共同的努力完成的杰作
。其中不仅仅蕴藏着相互间紧密配合的杰作，其中更潜藏着大人们深深的爱以及孩子们不断努力付出
收获的成果。翻阅全书，我们并不难发现里面的玩具讯息并不多，但是编者们很是抛砖引玉地引导着
家长们发掘一切的可能，为孩子们创造出可以动手又动脑的机会来。书中的玩具只是些相关的实例介
绍，透过本书的引导，我们实则可以发现的是一个个更为广阔无垠的“做玩具”空间。一如本书编者
所说的，和孩子一起做玩具的过程实则更对孩子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其中不仅可以激发孩子动手
的热情，培养孩子的灵活性，审美能力和创造力，更能帮助孩子认识事物，认识世界！让我们一众有
心的家长放下原本的身价，抛开传统的购买玩具的思维定式吧！与孩子一起做玩具的过程中，我们的
宝贝们实则可以收获更多的无穷乐趣和能力历练！借助这本《和孩子一起做玩具》的指引，我个人以
为其中很是揭开着一页有关于育儿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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